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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器械领域，流行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
一个行业的质量要求比医疗设备高，那就是航天！作
为高端精密制造业的重要部分，医疗器械是典型的资
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产品技术含量高，前期投入
大，产出利润高。2018年全球医疗器械公司前十强
中，美国公司独占7席，德国2席，荷兰1席。可以
说，医疗器械行业处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度垄断之

中，也是其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医械市场竞争中，
打破了过去“GPS”（美国通用、荷兰飞利浦、德国西
门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一系列民族品牌的带动
下，越来越多的高端医疗设备“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中
国人以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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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发展已经触及到了各个领域，中国医疗产业
也在不断开发。如今，春雨医生、平安好医
生、好大夫在线等各类网络医疗平台如雨后
春笋，发展如火如荼，有的平台注册用户已
达几千万，注册医生也达几十万人。同时，
人工智能在医疗卫生领域应用不断创新开
发，智能诊断、可穿戴设备、智能健康监
测、机器人辅助手术、智能医疗影像识别等
技术正实践应用。

技术发展引来诸多资本青睐。互联网巨
头已经相继进入医疗产业，提升了在线医疗
的行业热度。目前，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都已经通过投资、收购等方式涉足在线医疗
行业，同时发布了人工智能辅助医疗产品。
比如，腾讯旗下人工智能医疗产品“腾讯觅
影”利用人工智能影像分析辅助医生筛查早
期食管癌、肺结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

病，利用人工智能辅诊引擎辅助医生对 700
多种疾病风险进行识别和预测，目前，已与
国内100多家医院达成合作。

市场拓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以北
京在线挂号平台“京医通”为例，通过其微信
公众号可以实现21家市属医院的预约挂号，
目前线上平台累计预约挂号量超 3500 万人
次。遍地开花的网上诊疗行为让患者足不出
户便有机会享受丰富、优质的医疗服务。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在线医疗公
司开始面临着发展模式的诘问——有观点认
为，目前在线医疗仍看不到清晰的商业模式。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线就医服务并未改
变医疗本身，本质上是一种为医院导流的方
式。目前，包括预约挂号、在线诊疗、医患
在线沟通的在线就医服务是当前在线医疗行
业的热点。然而，医疗行业信息化程度不
高、医院资源难切入，在线医疗多是围绕医
疗本身利用互联网做信息化，而医疗信息的
开放与互通，仍有较大差距。

一方面，医疗数据质量的提升、深度的
开发利用等都有待探索。医疗机构之间难以
实现信息和资源的互联互通，患者检验检查
结果共享困难，医院孤岛现象仍然严重，这

成为制约“互联网+医疗”发展的硬件软
肋。对医疗产业而言，其研发和验证都需要
大量标准化的数据，只有依靠互联网和远程
通讯技术，实现资源共享，解决医疗资源不均
衡的问题，才能使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便利可
及的健康服务。目前政府、医疗机构等都在积
极探索并大力推动病历信息的标准化，努力
消除信息孤岛，这将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线医疗不是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它的建设发展须紧紧依靠线下实体
医院、医生。当前，介入医疗领域的互联网
企业往往与线下实体医院合作，有实体医院

做支撑。今年发布的 《关于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支持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鲜明态度，明
确了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即
可以依托实体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拓展业
务范围和服务半径。同时也支持符合条件的
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开展远程
医疗。提出到 2020 年，二级以上医院将普
遍提供线上服务，更方便人们看病就医。

在线医疗当前仍处于未成熟的阶段，还
有很大的市场待开发。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
模式，在线医疗依然前景可期，未来势必会和
传统模式进行互补，更好满足百姓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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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于改革开放

1987年，24岁的山东人常兆华，从上海理工大学动
力工程系博士毕业。少年得志的他，选择自费公派到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生物系继续深造。留学期间，他担任过
两个上市企业的副总裁。但 1998年，常兆华放弃了当时
丰厚的薪水，依然决定回国创业。在 90年代中国改革开
放的前沿——浦东张江，常兆华建立了微创医疗公司。
2018年9月4日，世界顶级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创刊
近200年来，第一次刊发中国医疗器械产品的临床研究结
果，文章的主角就是由微创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心脏支架

“火鹰”。意味着微创不仅成为国产支架领域的龙头企
业，也开始引领世界支架行业的新标准。

同样是 1987年，在改革开放的另一个窗口深圳，拥
有中科院背景的安科公司迎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小个
子广东人叫徐航，刚刚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
业。1991 年，徐航从安科辞职，和当时的老领导、办公
室主任李西廷一起创办了迈瑞医疗公司。资金紧张、人
手不足的迈瑞，一边给外企做代理积累资金，一边用挣
来的钱自己搞研发。凭借每年占营业额10%的高强度研发
投入，迈瑞逐渐成为世界监护仪、彩超等领域的领军企
业。2017 年，迈瑞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111.7 亿元人民币，
成为中国首个年度营收破百亿的本土医疗器械企业。

还是 1987 年，比常兆华小 2 岁的陈志强，从同济大
学应用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回到了广东汕头老家，在汕
头超声仪器研究所做起了研发工程师，师从中国超声仪
器行业先驱姚锦钟。姚锦钟于 1963年成功研制出中国首
台工业化生产的超声诊断仪，他在 1978 年创办的汕超
所，也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超声单位。2002 年，陈志强拉
着退休的姚锦钟，共同创办了深圳开立医疗公司。带着
共和国 40 年的技术积累，姚陈两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在国内只有黑白超、国外彩超价格奇高的时候，自
主研发彩超。2004 年，开立团队研发出了第一台国产彩
超。如今，开立已成为国内彩超和电子内窥镜领域的龙
头企业。

除了这些“技术人员创业型”的公司，今天蜚声中
外的中国医疗器械企业中，也有不少“乡镇企业转产
型”公司。比如国内耗材领域的老大哥山东威高，就是
1988 年陈学利从村支书任上下海创立的；又如湖南省一
次性耗材龙头企业平安医械的前身，也是 1993 年村里

“能人”郑大田牵头创办的乡镇企业……
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持

续深化、民营经济活力开始迸发的时候。不论“出身”
如何，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家史的源头，往往都能追溯到
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

打破国外垄断

谈到自己的创业初衷时，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企业
家们，都不约而同提到进口设备当年给自己带来的冲击。

微创董事长常兆华曾表示，由于那时国内高端医疗
器械行业落后，致使手术所用支架百分之百全部依赖进
口，价格奇高不下。中国患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
弃高科技文明带来的疗效，要么承受较之国外患者数倍
的价格。常兆华说，得知这一状况后，自己有一种透彻
心扉的“耻感”与“痛感”，这种“耻感”和“痛感”就
是微创医疗诞生的原因。迈瑞创始人徐航也认为，“越是
在国外产品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就越应该而且有可能做
点事情，来打破这种局面。”

于是，让中国人享受到与外国人同等水平、同等价
位的医疗条件，就成了中国医械行业内在的使命。毕竟，
即便无法替代进口设备，但多一分竞争，就能多一分还价
的余地。在医疗器械领域，经常出现中国自主研发产品一
出来，国际品牌同类产品价格直接大幅下落50%的情形。

理想很丰满，但等到实现起来才知道有多不容易。
医疗器械领域中国落后几十年，一出生就面临着残酷竞
争，要在GE、飞利浦、西门子等国际巨头的包围中求生
存。迈瑞的员工曾对公司的起步有一句形象比喻：刚上
球场对手就是乔丹，刚上拳击台对手就是泰森。这何尝
不是整个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写照！但面对强手，不断
创新、不断超越，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多份行业报告显示，近年来，在医学成像、体外诊
断、高值耗材、低值耗材、病人监护、医疗信息化等六
大细分领域中，中国医疗器械的市场份额都在不断上
升。其中，在监护仪、呼吸机等病人监护领域，以迈
瑞、理邦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已经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
额；在医疗信息化领域，东华、东软等中国企业也具有
一定优势。

而位于价值链中高端的高值耗材与医学成像领域，
则是中国企业与国际巨头激烈争夺的主战场。例如在心
脏支架上，中国的微创、乐普、吉威已经占到 80%的份
额，优势稳固，但在心脏起搏器和人工关节等产品上，
则仍由雅培、强生、美敦力等国际巨头垄断。又如在彩
超、核磁共振、CT等产品上，迈瑞、开立、上海联影等
本土企业正在逐渐蚕食欧美企业份额，但高端设备如超
导核磁共振、高端心脏彩超领域，仍被“GPS”垄断。而
在日企盘踞的内窥镜领域，开立则有望打破其垄断格局。

总之，虽然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在体量上还与欧美国
家相差甚远——世界最大医械企业美敦力2017年营收297
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医械企业迈瑞营收111.7亿元人民
币，仅为前者的 1/16，但中国医械企业规模增速快、研
发投入大，并在某些领域拥有了比肩世界一流的能力。

市场技术并重

中国本土医疗器械为何能快速发展？
对此，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医药行业研究员、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王在存认为，行业的发展，
是“政策支持、医院行为转变、企业实力提升”三重因
素叠加造成的。

国产医疗器械最大的优势是成本优势。而随着分级
诊疗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落地，基层医疗机构对医疗设备
的需求出现井喷式增长。同时，随着医院预算管理的精
细化，当需要“更新换代”与“填补缺口”时，医院也
倾向于采购性价比更高的国产设备。这为国产医疗器械
带来了需求侧的红利。

而更根本的原因，还是企业通过正确的市场战略、
持续的自主研发、恰当的海外并购带来自身实力的提升。

医疗器械行业作为一种高端精密制造业，最核心的
竞争力还是技术。纵观较为成功的本土医械企业，发展
初期都要有压箱底的“绝活儿”作为“镇店之宝”。同
时，还要持续进行正向开发。据王在存介绍，迈瑞的成
功，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每年10%的高强度研发投入——要
知道，全球排名前 50的医械企业，平均研发投入才占营
收额的7%。

而恰当的海外并购，有时则可以跳过漫长的自主研
发阶段，成为获得技术和市场的有效渠道。“GPS”三巨
头的发展壮大，正是建立在自主研发与技术并购的双轮
驱动之上。在这方面，中国企业也有较为成功的案例，
如微创通过收购 Wright、索林，进入骨科耗材与心脏起
搏器领域，万东通过收购百胜医疗增加超声产品线等。

但无论自主研发还是海外并购，都是“烧钱”的
事。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有稳定的盈利模式，也就要求领
导层实施正确的市场战略。对于中国本土企业来说，走

“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已成为经典发展模式，迈瑞、开
立都是成功案例。

在自研产品相对弱小、销路不畅时，迈瑞转身从乡
镇、农村医院开始做起，避免与国际品牌在大城市高档
医院正面作战。当时国际厂商的监护仪售价在每台 10万
元左右，而迈瑞以每台4万元打入市场，迅速在对价格敏
感的中小医院市场打开了局面。同样，开立在一时难以
打开国内市场之际，利用中国加入WTO的契机，迅速出
海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一边在中低端市场开辟“根据
地”站稳脚跟，一边加大研发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
的速度，不断向中高端市场“输送炮弹”。

就像徐航曾自信地说：“过去，我们唯一没有的是核
心技术；一旦核心技术突破，那么我们产品升级的速
度、产品降成本的速度、市场网络与售后服务网络，都
比外国公司做得更好。”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是个年轻的行业。数据显示，近
年来中国医械市场的增速超过 20%，远高于全球市场 5%
的增速。只要中国医疗器械继续保持定力，稳扎稳打，
未来，星星之火必可成燎原之势。

国产医疗器械后发快跑
本报记者 韩维正

11月8日，参会者在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参观一台新生儿磁共振扫描仪。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11 月 8 日 ，
在进博会医疗器
械及医药保健展
区 ， 达 芬 奇 Xi
手术系统的手术
器械头在演示切
割花瓣。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2017 年 8 月
24日，在日本名
古屋，人们参观
中国的医疗设备

“ 联 影 96 环
PET－CT”，这
是“中国智造”
大型高端医疗设
备首次打入日本
市场。

新华社记者
华 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