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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游购娱，既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环节，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领
域同样如此，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天然刚需”的
特征。

当前，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医疗健康产
业打开了快速发展之门。1964 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不足 4%；如今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10%，60岁以上人口数量更是超过2亿。同时，随着国
内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传统医疗与现代健康养生需求
充分融合，衍生出了庞大而多元的医疗健康市场。
2016年，中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市场规模接近 3万亿元；
到2020年，中国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将高达8万亿元。

不难看出，中国医疗市场的蓬勃发展对海内外医
疗企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海外医疗

企 业 的 优 质 产 品 来
华，既让中国民众享
受到了更高质量的医
疗服务，又给中国本
土医疗企业发展带来
了“鲶鱼效应”，促使

国产医疗用品及服务不断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在这
种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本土医疗设备企业在国内市场
积累了足够的技术、人才与营销经验之后，自然有了
走向海外、拓展全球市场的需要。

在医疗出海方面，日本经验有很多值得借鉴之
处。虽然日本医疗在软硬件上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近年来受制于其国内需求饱和，很多日本企业都积
极布局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比如，日立与俄罗斯
医疗机构合作，将粒子线癌治疗装置打入俄罗斯市场；
东芝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将磁共鸣图像装置等图像诊断
技术为核心产品，加速海外布局；三井物产通过与亚
洲最大医院集团 IHH 合作，不仅将尖端的生物肝移植
诊所开到了医疗强国新加坡，更借助 IHH 的渠道优势

将业务拓展至马来西亚、印度、缅甸等国市场……
从上述经验中不难看出，中国医疗企业要想在海

外大有作为，还需要做好三方面功课：
一是巩固国内地位。与文化娱乐行业追求新鲜感

不同，医疗领域消费者十分看重医疗企业产品和服务
的过往表现。例如，日本之所以能迅速打开海外市
场，靠的就是日本国民全球领先的健康水平以及日本
医疗企业在其本国的丰富经验。因此，中国医疗企业
出海之前尤其不应忽视在国内的品牌形象与口碑。

二是苦练研发内功。现代医疗的诊疗效果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医疗设备本身的制造水平。面对美、
日、德、韩等发达国家医疗技术依然领先的局面，中
国医疗企业应该结合海内外不同民众的需求，扎实做

好本专业领域内科技研发，从而为优质医疗产品及服
务扎根海外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医疗健康领域关乎百姓生活
质量与消费负担，历来为各国所重视。医疗产业附加
值虽然相对较高，但医疗出海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
种风险和阻力。这就需要中国医疗企业在开放式发展
过程中将直接投资、海外并购、战略合作、联合经营
等多种对外合作形式结合起来，注重借助当地医疗机
构的帮助实现共赢与共享。

幸运的是，如今中国医疗设备行业已经涌现出万
东、鱼跃、迈瑞等一大批优秀代表，它们的优质产品
正在海外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可以预见，未来中国
医疗出海之路必将十分光明。

依托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国医疗设备产业不
断成长，由弱变强；拥抱开放的竞争机遇，中国
医疗设备产业“悬壶济世”，扬帆出海。近年
来，中国医疗设备“走出去”取得了丰硕成果。

以在中国医疗设备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
的医用耗材为例，其进出口额由 2012 年的 75.86
亿美元上升至 2016 年的 86.2 亿美元。“国际市场
上，中国医用耗材已经占据比较稳定的 60%以上
的市场份额，产品种类和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结
构从低附加值向中、高附加值转变，制造模式从
贴牌生产转型升级向原始设计制造商方向转变，
进出口额也在逐步扩大。”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
口商会副会长孟冬平说。

不过，随着国际市场份额的稳定，中国医疗
设备产品“量大价低、高端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亦逐渐凸显。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医疗领域高端
设备及前沿技术主要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掌握。凭
借较高的技术壁垒以及强大的资本实力，欧美企
业长期以来占据着世界高端医疗器械市场主体地
位，彩色超声仪、光学射线仪器、高端介入材料
以及试验试剂等中高端产品占据中国医疗器械进
口总额的半壁江山。

孟冬平表示，以价格导向为竞争的现状已影
响到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在国际分工潮流改变、

产能过剩的今天，如何智慧地转移产能、寻找新
的突破、实现产品差异化发展是医用耗材领域企
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产业结构升级、自主
研发技术提升、自主品牌意识提高将成为行业发
展的三大趋势。

如今，中国医疗设备企业正借助开放的大潮
加速出海。据万东医疗前述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公司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拓展海外市场：一是在全
球范围建立广泛的销售服务网络，以每一台产品
的销售和使用来拓展市场份额，推进品牌建设；
二是直接参加海外的国际招投标项目，与国际知
名品牌竞争，从而展示自身实力；三是积极参加
中国政府援外项目，向世界各地用户提供优质稳
定产品。

“目前，万东的产品不仅出口到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医疗设备市场实现
突破，数字化高端技术产品占出口产品 70%以
上。同时，我们还建立专门的国际售后服务队
伍，在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地建立售后服务中
心、提供备用配件并常年派驻工程师。除此之
外，中国医疗设备出海过程中本地化生产十分重
要。因此，我们在市场、服务、人力资源以及专
家团队合作等多方面都开展了相关尝试，力求取
得更多国际化进展。”该负责人说。

开放谈

医疗用品出海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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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软医疗宣布入驻辽宁自

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成为中国医

疗设备企业积极利用开放实现发展的

最新举动。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医疗

设备行业起点低、底子薄，改革开放

后一方面遇到了国内民众生活水平提

高之后产生的巨大医疗保健需求，另

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外大量先进医疗设

备进入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值得称

赞的是，近年来中国医疗设备企业积

极拥抱开放大潮，重视创新、奋发图

强，最终实现了快速发展。如今，中

国医疗设备与服务正向着高精尖迈

进，并借助开放大潮扬帆出海，服务

更多民众。

2 奋力创新擦亮招牌

3 加速开放驶向蓝海

从无到有艰难起步1
在现代医学及保健领域中，医疗设备

在诊断、治疗、科研、教学等工作中扮演
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医疗设备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医
疗机构的整体水平和实力。

以著名的X射线为例，医用X射线设
备可以产生并控制X射线强度，在人体承
受范围内对人体相关组织进行放射检查以
及放射性治疗，是现代医学中十分常见的
科技应用。随着科技的发展，X射线应用
也更加精细复杂。1971年，英国物理学家
亨斯菲尔德研制出了“计算机X线断层摄
影机”（简称“CT 机”），可以大大提升
对病患处的检查精细度，从而成为是X射
线在放射医学中应用中的一大革命。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尽
管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医疗需求不断
升级，但医疗诊断领域必备的 CT 机却几
乎完全依赖进口。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
对 CT 机的需求缺口巨大。当时，中国国
内 CT 机市场完全被来自美国、日本、德
国等国家的几个跨国公司所垄断，价格昂
贵，维护成本也非常高昂。只有少数大型
医院才有实力购买进口新品 CT 机，国内
大部分普通医院则只能使用国外已经接近
淘汰的二手CT机。

面对这一情况，东北大学郑全录、李
甲递等几位教授从修复“洋 CT”开始，
夜以继日地做实验攻难关，最终逐步掌握
CT 机的核心技术和制造工艺，成功填补
了国产大型医疗设备行业的空白。1997年
1月，中国第一台可以临床应用的国产CT
产品由东软集团研制成功。其中，东软创
新性地采取以软件来修正成像伪影的技
术，不仅突破了跨国公司对 CT 核心技术
的封锁，而且大大降低了 CT 机的生产成
本和运营成本，引领了新的技术潮流。

专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
人口数量增长、老龄化加剧、居民健康意
识增强、支付能力及医疗保障水平提高，
国内医疗健康市场需求持续增长，进而推
动医疗设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据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2007 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销售规模仅为
535 亿元，到 2016 年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就
达到37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4%，远
高于世界医疗器械市场8%左右的增速。预
计2017年，中国国内的医疗器械市场规模
将达到约 4500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
在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之下，国内相关企
业水平亦不断提高，中国医疗器械进口规
模逐渐放缓，出口规模则不断增大。

对于医疗设备行业的发展，中国政策层面亦
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制造 2025》 将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作为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同时要求重点发展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等高性
能诊疗设备，全降解血管支架等高值医用耗材，
可穿戴、远程诊疗等移动医疗产品，并实现生物
3D 打印、诱导多能干细胞等新技术的突破和应
用。

在企业层面，中国相关企业亦不断探索，努
力擦亮自身招牌。例如，曾经在国内医疗设备领
域创造多个“第一”的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国外同行技术壁垒高、竞争能力强的
背景下，多年来积极网罗科学人才，潜心研发影
像类医疗器械的设计、制造、生产工艺，最终实
现了从生产传统的X射线机，到产品覆盖超导磁
共振、血管介入治疗系统、高频数字肠胃诊断系
统等多个高端医用领域的转变。如今，万东的产
品已出口至世界70多个国家及地区，累计为全世
界提供10万套医学影像设备，年服务患者数量超
过1.5亿人次。

“60 多年来，万东始终以技术为竞争点，以
产品稳定实用为信念，以保证医疗设备安全运行

为第一要则。一方面，作为民族企业，我们希望
让先进可靠的国产医疗设备为更多人提供优良的
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医疗设备不同于其他产
品，它是关乎生命健康的责任载体，因此医疗企
业自身必须保证所生产的产品在整个使用周期内
平稳安全运行，并为之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因
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把售出的设备
和我们的工程师连接起来，以便实时监测产品的
运行状态，及时有效地帮助医院第一时间预防和
解决问题。”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医疗设备制造，中国企业提供的医疗服
务亦不断走向成熟。在不久前举办的第22届中国
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上，浙江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学联
手创立的“存济口腔”品牌也参与展示，其提供
的专业化服务及相关设备赢得了海内外同行的广
泛认可。与此同时，通策医疗还积极发起成立

“通策牙学院”，致力于培养临床方向的口腔领域
人才，课程囊括口腔内科、牙体牙髓科、儿科、
牙周科、种植科、修复科等，还开展护士培训
等，着力为医疗服务储备人才。

图为在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春季） 博览会上，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介绍一款用于心脏外周以及神经系统手术的血管造影系统。
方 喆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