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形势分析与展望-

众诚智库  韦玉怀

2023年8月17日



CONTENTS
目录

01.风物长宜放眼量
-研判医疗机器人景气度

02.奋楫扬帆正当时
-把握医疗机器人各赛道

03.凝心聚力谋新篇 
-行业发展的建议与总结



面临的宏观环境：经济不确定性+多周期叠加+双循环战略

n 当前中国正处在六大经济周期的叠加，宏观环境的变化中，既有影响医疗机器人行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

世界经济
周期

国际政治
周期

产能
周期

金融周期

需求
周期

房地产
周期

中国
经济

国际：主要体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摩擦的
持续发酵

国际：一带一路对医疗机器人行业发展的带
动作用

国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市场承受能
力的考验

积极
因素 国内：“四个面向”+“国家健康2030”战略

等政策利好为行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消极
因素



n 中国生命健康产业经历了5个大的发展时期，通过70年的演进，不断向外延伸产业生态，逐步形成了符合国情国策的产业体系

建国至80年代之前 80-00年代 2000-2010年 2010年-2015年 2016年~

建国初期，与计划经济体
制相适应，政府补贴为主，
从0到1搭建低水平、广
覆盖的福利化医疗保障供
应体系。1954年起实施
15%的加成，以药养医

政策宽松、需求旺盛；公
立医院市场化运作；合资
企业被允许，医生教育大
幅提升，仿制药迎来蓬勃
发展期。民众保健需求觉
醒

10年时间建立医保体系，
阳光普照，医保持续扩容、
医改投入加码，行业粗放
生长，部分头部公司快速
完成原始积累

全民医保覆盖基本完成；
降价、限抗，内部分化逐
步加大，劣币企业渐行渐
难，基药制度带来“独家
品种红利”

药品加成取消。2018年
国家医保局成立，一致性
评价+集采、创新药国谈
带动制药业进入新游戏规
则阶段，2020年起集采
向高值耗材等其他品类扩
散。大医保时代开启

中药、抗生素 化学仿制药、OTC/保健品 首仿药、中药注射剂 独家品种、医疗器械 广义创新药、创新器械

产业从零起步，以抗生素
等基础化药+中药为主支
撑全民医疗需求

20年时间基本完成常见
进口化学药物仿制，行业
供应持续扩容

市场良币劣币共存，高质
量专科药企扎实发展，创
新萌芽开启

中药取代抗生素成为第一
大用药品类。一批优质专
科药企业、医疗器械国产
替代先锋发展壮大，部分
公司创新投入逐步开花

仿制药&成熟器械集采降
价、市场缩小或增速下降。
超额收益唯有创新，5-
10年的研发积累下，一
批头部创新公司有望做大
做强。国际化开启

我国用占GDP比重3-6%的卫生费用，完成了超13亿人口医保全覆盖，打造了以非专利药械为诊疗主体的药品供应体系，并
对常见品种实现了半数以上的进口替代率。

医
疗
体
系

产
业
成
果



n 近十年来，政策调整频率更高，很多执行多年的旧政策被终结或调整，且频次越来越高），更贴近临床、更加国际接轨

审评审批

• 2015年“722”临床核查

• 2016年开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 2017年中国加入ICH

• 2017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深化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
意见》

• 2018-2019年 优先评审制度、MAH、
临床备案制

• 2020-2021年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系
列指导原则

市场准入

• 2009年基本药物制度

• 2015年取消发改委药品零售指导价

• 2009-2017年卫计委主导的招标办各级
招标，省级为主

• 2017年创新药国家医保谈判常态化

• 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开启药品集采

• 2019年起开始取消地方医保目录，3年
过渡期

• 2019年起建立重点监控药品目录

• 2020年开启高值耗材国家集采

• 2021年国家胰岛素集采；地方试水医疗
设备、IVD、中成药集采

• 2021年医用耗材通用设备管理意见征
求

审评审批

• 2012年抗生素专项整治

• 2012-2017年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

• 2017-2019年流通“两票制”建立

• 2019年起试点零售药店分类分级

• 2017年、2020年《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
理办法》意见征求稿

• 2020-2021年双通道、长处方

• 2021-2025年试点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 2022-2024年DRG/DIP支付方式改革
三年行动计划

临床前、临床I II III期，申请注册

产品研发
生产、采购、流通、零售、支付

产品上市

鼓励创新 调整结构 规范秩序

2014-
2015年

医保
扩容阶段

2015年-
医保

收紧阶段



中国深度老龄化+需求升级：未来医疗行业的人口结构红利

n 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位。预计到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27亿，占全球老人比重为21.8％；《“十四五”
国民健康规划》介绍，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93岁，展望203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上

n 老龄化趋势下，医工行业面临未来20年的人口结构红利：65岁以上中老年的患病率约是中青年的4-10倍；与此同时，需求升级（如身高干预、
养老康复等）和技术进步不断催生新的赛道

未满足的
临床需求

个性化弹性
医疗需求

未充分释放的临床刚需

基础性疾病、常见病

• 阿尔茨海默、衰老干预、
罕见病….

• 医美、眼科、牙科、
体检、辅助生殖、肿
瘤早筛…..

• 肿瘤、免疫疾病、
骨科外科手术、泛血
管介入、康复医疗…..

• 糖尿病、高血
压、传染病….

数据来源：众诚智库，卫生统计年鉴

2018年人口结构 2035年预期人口结构 年龄、疾病谱、支付能力等差异化构成多层次需求体系

鼓励规范
发展

提升国家
管控下的
可及性

花医保

缴医保



医疗新基建增量市场有助于国产市场份额提升

n 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8次会议指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为更好提供优
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n 鼓励国产，国产替代加速，市场竞争更加充分。中国药械比低于全球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未来技术创新、国产替代、国产品牌海外扩张
将成为我国器械企业的长期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众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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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生命健康产业是广义的健康概念，提供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医疗商品和服务的总称，生命健康产业贯穿于人从预防、
治疗到保健全过程，提供整个生命周期的产品和服务。

n 医药商业

n 零售终端

n CSO（销售外包）

n 医药电商

上游（原料端） 下游（流通和应用）

医药流通

n 中间体、原料

药、中药材、

中药饮片

n 零部件

n 关键技术

原料药生产加工 器械

中游（研发生产端）

n 医疗设备、医疗

耗材、基因检测

（体外诊断）

器械生产医药产品生产

n 传统医药项目

（仿制药、中药）

n 创新药项目

n 综合医院

n 连锁专科

n 单体诊所

n 体检机构

n 养护服务

n 第三方辅诊

医疗服务

研发、生产、销售外包

互联网医疗

CRO、CMO/CDMO、CSO

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药品供应、患教及医生辅助工具、医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主体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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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

生物药

单克隆抗体
基因工程药物

小分子药
血制品药

MRNA核酸药
干扰素类药
生物保健品

化学药

化学仿制药

小分子靶向药

化药制剂

卫生材料

化学原料药

医疗设备

医疗机器人
医学影像

PACS
POCT

基因测序
家用器械

中药

中成药
中药材

中药饮片
中药保健

中草药加工
传统保健品
功能性饮品

……

医用材料

手术医疗设备
植入医疗器械
普通医用耗材
高值医用耗材
骨科医疗器械
透析治疗器械

医药服务

CRO
CMO
CSO

医药物流
流通中心
医药批发
医药零售

精准医学

预防诊断
基因测序

基因检测服务
基因芯片
体外诊断
液体活检

靶标快速发现
预防性疫苗

精准医学

治疗技术
基因编辑
基因治疗

免疫检测点
干细胞治疗

CAR-T/TCR-T
治疗性疫苗

未来医学

3D生物打印
生物元件合成
合成生物学
细胞再生
细胞合成

治疗性克隆
动物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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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医疗机器人（Medical Robot）是应用在医疗专业领域，从事医疗或辅助工作的服务机器人，融合医学、机械、材料、大数据等学科于一体，具

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医用设备。

n 按应用场景可分为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辅助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
（外科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外骨骼机器人）

辅助机器人
（智能输液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医院导诊机器人）

功能 辅助外科医生 替代/辅助康复治疗师 辅助专业医生/护士 辅助专业医生/护士

系统操作性 操作难度很高，需要
专业培训医生	

操作难度较高，需要
专业培训治疗师 操作难度中 操作难度低

医疗器械等级 三类 二类/三类 三类 二类



青铜时代：1985-1993年 双雄争霸：1994-2003年 百家争鸣：2003年之后

主要事件
n 1985年，首次使用工业机器人

PUMA560控制神经外科活检。

n 1989年，改进PUMA，研制PROBOT，
专门用于前列腺手术。

n 1992年，美国ROBODOC成首个获
FDA批准的手术机器人。

主要事件
n 1994年-2001年，Computer Motion、 

Intuitive Surgical在外科手术机器人领
域陷入产品和知识产权之争。

n 2003年， Intuitive Surgical收购了 
Computer Motion，从此结束双雄争
霸的格局。

主要事件
n 2000年左右，英国、日本、法国等针

对神经外科、腹腔镜、脊柱外科等专科
领域推出了系列机器人产品。

n 2010年起，中国涌现出天智航、安翰、
柏惠维康、大艾、微创、华科精准等一
批医疗机器人优秀企业和产品。

国内医疗机器人崛起

探索应用场景
达纷奇称霸外科手术机器人



时间 部门 政策 内容要点

2015年5月 国务院 《中国制造2025》 n 重点发展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等高性能诊疗设备。

2016年3月 工信部、发改委、
财政部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n 提升医疗健康等领域服务机器人技术水平。

2016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
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n 加强慢病防控、精准医学、智慧医疗等关键技术突破。

2017年7月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n 开发人机协同的手术机器人、智能诊疗助手。

2018年12月 国家药监局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修订）

n 提升创新医疗器械审查效率。多款国产医疗机器人通过特别审查申
请，进入 “绿色通道”。

2020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支持 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医疗机器人研究方向资助项目。

2021年4-8月 医保局 手术机器人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n 4月，上海把“达芬奇医疗机器人”手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n 8月，北京把“天智航骨科手术机器人”手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2021年12月 工信部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 n 明确了医疗机器人产业在“十四五”期间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是未来五年我国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n 医疗机器人横跨医疗器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多条赛道，政策长期利好驱动医疗机器人快速发展。



新型材料

n 抗病毒、抗辐射、易消杀特性的
新型金属及非金属材料。

关键机械部件

n 伺服电机

n 传感器

n 控制器

n 减速机

n 其他部件

医疗机器人整机研制

软件开发

n 医疗大数据

n 医用软件开发

上游材料及部件

n 产品立项及设计。

n 产品验证（CXO）。产品小试、型式检验、临床试验。

n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申报、生产许可证申报。

n 产品规模化生产。

n 产品系统集成。集合医学、机械、材料、大数据等学科。

市场应用

中游研制 下游应用

n 手术机器人（医院）

n 康复机器人（医院、康复机
构、养老机构）

n 辅助机器人（医院、诊所、
实验室、第三方医疗机构）

n 服务机器人（医院、公共场
所）

医疗机器人产品

n 手术机器人：骨科手术机器人、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神经外
科手术机器人等。

n 辅助机器人：输液机器人、采血机器人、放疗机器人、影像
系统机器人、胶囊内镜机器人等。

n 服务机器人：智能导诊机器人、配药机器人、护理机器人、
消杀机器人、医用教学机器人等。

n 康复机器人：运动康复机器人、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智能仿
生假肢、认知康复机器人系统等。



医疗机器人：AI加速释放精准医疗需求，助推动市场高速增长

p 欧美国家人工智能技术快释放精准医疗需求，医疗机器人正在被普及应用：2022年，全球医疗机器人市场规模约135亿美元，预计到

2025年将超过23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

p 中国医疗机器人正处于自主创新和临床应用推广关键时期，市场规模快速爬坡：2022年，中国医疗机器人市场规模约90亿元，2018-

2022年复合增长率约25%。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21亿元，复合增长率或将达到35%

CAGR≥20% CAGR≥35%

全球医疗机器人市场规模（亿美元） 中国医疗机器人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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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从医疗机器人的细分产品分布来看，2022年中国手术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占整体市场占比高达75%，其中，国外品牌产品占据超过

80%的高端市场份额，国产替代需求迫切。

n 从细分产品的发展潜力和市场渗透率来对比，辅助机器人目前目前市场渗透度较低，但潜在市场规模巨大。

手术机器人, 
40%

康复机器人, 
35%

辅助机器人, 
15%

服务机器人, 
10%

市
场
渗
透
率
%

辅助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中国医疗机器人主要细分产品市场渗透率及潜力分布2022年中国医疗机器人细分产品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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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截止到2021年底，中国医疗机器人企业数量达到5700余家。2016-2017年，在政策催化下，医疗机器人企业年度新增出现小高潮。随

着创新医疗器械审批“绿色通道”、医疗机器人纳入医保支付等政策落地，2021年医疗机器人新增企业数量又出现一个高峰。

n 中国医疗机器人厂商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环渤海地区（北京、济南、青岛）、长三角地区及东北地区（沈阳、哈尔

滨），这四大区域占全国医疗机器人企业的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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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演进：手术机器人不断实现突破式进展，将更加走向专业化趋势

n 手术机器人是通过微创实施复杂外科手术，由外科医生控制台、床旁机械臂系统、成像系统三部分组成。

n 手术机器人在过去40年里有着突破式进展，目的是为实现外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未来更加走向专业化趋势。

诞生时期：
20世纪80年代

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

专业化时期：
21世纪后

n 工业机器人PUMA被
改造应用在医疗手术
精确定位、引导切割
等领域。

n 主要应用骨科手术，
如髂关节、膝关节、
脊柱手术等。

n 更加注重远程遥控操作。

n 涌现出一批微创手术机
器人系统，如达芬奇手
术机器人。

n 手术机器人向专科化方
向发展。

n 如导航定位机器人、穿
刺机器人、眼科微操作
机器人、经自然腔道诊
疗机器人等。

图：手术机器人主要组成部分

          机械臂                 控制台           成像系统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分类及厂商：五大赛道，国内已全面布局

腔镜手术机器人

n 可进行广泛类型的手术，
例如泌尿外科、妇科、
胸外科及普外科手术。

n 腔镜使外科医生视线可
延伸至病人的体内，而
机械臂则模仿双手以操
纵腔镜及手术器械。

骨科手术机器人

n 用于协助骨科手术，如
关节置换手术及脊柱手
术。

n 骨科手术机器人提供更
好的手术部位影像、对
健康骨头的损伤性较低
因此患者能更快康复。

泛血管手术机器人

n 用于治疗心脏、脑部或
血管系统相关器官疾病。

经自然腔道手术机器人

n 将相关手术器械通过人
体自然腔道送达手术区
域，并可控制机器人进
行诊断或手术，可用于
检查和治疗肺、肠和胃
等器官。

经皮穿刺手术机器人

n 用于经皮穿刺手术，主
要为收集组织样本用作
诊断用途，例如早期肺
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
的检测。

n 也可用于经皮肾镜取石
术等治疗手术，通过在
患者背部的切口去除肾
结石。

n 直觉外科
n Asensus Surgical
n 美敦力

n 史赛克Mako
n 施乐辉Bluebelt

n 西门子Corindus
n Robocath
n Steretaxis

n 直觉外科
n 强生

n Masmec Biomed
n Perfint Healthcare

n 威 高
n 微创机器人
n 康多

n 天智航
n 鑫君特
n 华科精准

n 上海知脉
n 奥朋医疗
n 深圳爱博医疗

n 微创机器人 n 医达健康
n 伏羲九针

五
大
赛
道

图
例

国
外

国
内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产业链横跨多领域多学科，中国产业链逐步形成并完善中

医生控制台

n 主控制器

n 脚踏板开关控制器

n 立体观察器

上游环节
材料、系统与零部件配套

床旁机械臂系统

n 减速器

n 伺服电机

n 控制器

n 传感器

n 未端执行器

成像系统

n 三维高清内窥镜

n 图像处理器

n 高清显示器

配套医疗器械

n 高值耗材

n 普通耗材

中游环节
手术机器人制造

腔镜手术机器人

骨科手术机器人

泛血管手术机器人

经自然腔道手术机器人

经皮穿刺手术机器人

下游环节
应用及服务

其他手术机器人

医院

骨科

普外科

神经外科

心血管外科

眼科

其他科室

销售

直销
渠道

代理商模
式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中国手术机器人紧跟国际巨头，增长潜力巨大

n 全球手术机器人市场蓬勃发展，中国手术机器人市场增长潜力巨大，2022年起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40%

− 2015-2020年全球手术机器人市场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2%，预计2021-2025年超过26%。腔镜手术机器人市占率达56%，骨科14%。
− 美国是最大的手术机器人市场，市占率达55%。
− 中国手术机器人市场增长潜力巨大，销售额全球占比将由2022年的6%，增长至2025年的12%

全球及中国手术机器人市场规模预测 全球产品占比（2025） 中国产品占比（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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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商业模式：系统、耗材及服务

n 全球手术机器人收入结构，短期以设备销售为主，长期耗材将成为主要收入来源。行业初期，由于机器人手术量未达到一定规模，手术机器人企

业收入以机器人本身的销售为主。

n 未来手术机器人的商业模式，耗材及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设备及系统销售/租赁

• 企业以一次性的价格向医院出售手术机器人。

• 企业以租赁模式向医院进行提供手术机器人。

耗材

• 手术过程中与机器人配套使用的器械。

• 企业持续性地向医院出售。

服务

• 与手术机器人销售相关的服务，例如维修和其他
售后服务等。

系统, 
56%

耗材, 
38%

服务, 6%

系统, 
25%

耗材, 
58%

服务, 
17%

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收入结构 美国手术机器人企业收入结构手术机器人企业的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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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机器人的定义和分类

n 康复机器人：目标是通过功能代偿和康复训练，帮助残疾和功能障碍人群实现运动、认知等生理功能的康复，在康复及养老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

康
复
机
器
人

n 末端驱动式康复机器人
n 悬吊式康复机器人
n 外骨骼式（非穿戴式）康复机器人

功能治疗类

生活辅助类

康复训练机器人

恢复增强机器人

固定平台式上肢
康复机器人

固定平台式下肢
康复机器人

n 末端驱动式康复机器人
n 外骨骼式（非穿戴式）康复机器人

n 移动式助行机器人
n 穿戴式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n 辅助行走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功能代偿机器人

功能辅助机器人

n 智能假肢
n 智能辅助机械臂
n 智能轮椅

n 移位机器人
n 导盲机器人
n 智能护理床
n 个人卫生护理机器人
n 陪护机器人
n 喂食机器人
n ……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



行业需求：老龄化加剧及各类需要康复的庞大人群，国内康复器械潜力巨大

n 中国康复器械市场存在巨大供需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慢性病患者数量逐年增加、三胎政策的放开，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残疾人、

精神残疾患者、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等需要康复的人群，衍生了巨大的康复医疗服务及康复医疗器械需求。

老年人 术后患者 其他人群运动损伤人员

五类康复需求重点人群

残疾人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人口老龄化康复需求逐步释放，具备高速增长潜力

n 康复机器人主要使用方是康复专科医院、护理院等机构，截止2020年底，全国拥有各类康复专科医院739家，护理院758家，近五年
均增速约20%

n 中国康复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康复机器人市场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占康复医疗器械市场率由2016年的约0.5%增长至
2021年的1.5%，预计2025年达到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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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机器人的定义：医疗机器人重要分支，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n 穿刺机器人：融合医学、机械、材料、大数据等学科，可以广泛应用于医院手术辅助和非手术诊疗服务。智能输液、中医针炙等穿刺机器人可

在养老、体检和其他特定环境下的辅助医疗。

手术 非手术

血管穿刺

肌肉、神经
等经皮穿刺

n 血管介入机器人
n 神经阻滞穿刺机

器人（手术辅助）

n 结石碎石手术机
器人

n 肿瘤消融穿刺机
器人

n 智能输液机器人

n 智能采血机器人

n 活检穿刺机器人

n 中医针灸机器人

图： 穿刺机器人产品类别示意图

医院手术

图：穿刺机器人部分应用场景示意

医院住院

门诊输液大厅 战地环境

医养结合养老中心 健康体检机构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穿刺机器人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市场渗透率逐年增加

n 穿刺机器人融合医学、机械、材料、大数据等学科，可以广泛应用于医院手术辅助和非手术诊疗服务。智能输液、中医针炙等穿刺机
器人可在养老、体检和其他特定环境下的辅助医疗

n 穿刺机器人在解决临床穿刺诊疗技术难题、破解医护资源稀缺的服务瓶颈方面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对于中国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
水平、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等重大民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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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机器人的发展趋势：四大应用优势助力行业发展

n 智能穿刺机器人标志着中国创新型医疗器械技术的突破，尤其在医疗与机械、材料、数据等方面的融合应用。

n 解决临床穿刺诊疗技术难题、破解医护资源稀缺的服务瓶颈方面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对于中国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解决人

民群众看病难等重大民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n 精准医疗技术使患者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治疗，有效避免因反复的静脉注射失败而造成的静脉炎、血栓和感染的风险。

提升穿刺输液医疗水平

服务
压力

安全
风险

适用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边防、远航舰
船、科考站、航天空间站、战场等护士短
缺，穿刺救治困难场景。

规避患者遭遇医源性伤害

对于患者来说，反复的静脉注射失败会增加
静脉炎、血栓和感染的可能性。

避免传染环境的交叉感染

在新冠疫情及重大传染病期间，极易因
穿刺过程导致“医患交叉感染”。

大幅缓解护士工作压力

护士工作量较大，每年有20%的护士在血管穿刺中
受到针刺伤害。同时易因反复穿刺引起医患矛盾。

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穿刺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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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医疗机器人行业具备一定优势，但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制度设计不合理

n 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医学院校专利转化率较低，约10%-20%，与发达国家40%的
水平有很大差距，大部分医学科研成果属于国有资产，成果价值和收益人很难评定

n 绝大多数创新成果不能得到转化。受制于科研导向，医生创新转化认识及平台缺失等
多方面因素，绝大部分现阶段难以转化

缺乏足够的人员和人才

n 缺乏专业的医学成果转化技术服务体系和人员。发达国家往往在高校成立技术转移转
让办公室，并给予充足岗位。国内人员数量和编制远不及以色列、美国

n 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专业要求高，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为医工转化做好服务的中间人，
必须具备多学科交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周期较长，成果转化人才极度缺乏

优势

挑战

中国医药产业积累的优势

n 产业工人人力成本优势还具备竞争力
n 部分原材料、能源供给及其成本差距在

逐渐缩小
n 产品性价比优势仍广泛保持
n 供应链和产业链服务逐渐趋于完善

政策及环境建立的比较优势

n 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ICH等缩小制度
差距

n 中国临床资源总量优势（还在扩容）

科技人才及工程师红利渐入佳境

n 持续积累的科技人才/工程师红利：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98-2020年中
国累计招生理工医学硕士和博士635万
人，其中65%为近10年招收，到2035
年预计累计725万人，与美国同期相当

缺少专业平台和对应的项目孵化体系

n 缺少专业的临床/产业对接合作平台。医疗机构和科研人员了解到的产业、资本资源
有限，很难找到适宜的企业/资金合作伙伴

n 缺少适合医疗机构创新项目的孵化/加速体系。早期创新项目的优势和特点并不适合
目前针对成熟的企业化项目设立的产业基金，需要联结多方产业资源

有价值的医工转化项目稀缺

n 项目价值比较低，优势不明显。项目大多是医疗行业中的研发人员基于国外的产品创
业的国产替代项目

n 大多数科研投入产生的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还在努力寻求商业转化的机会



发展建议：乘风破浪，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共谋解决方案

自主可控
补足产业基础短板

局部领跑
与细分赛道突破

搭建产学研用
合作平台

医疗机器人融合医疗、材料、机械、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多学科，占据高端医疗器械设备、AI机器人等多条核
心赛道，代表了未来医学方向，各地可通过搭建产学研
用合作平台，提前卡位产业发展

中国医疗机器人起步较晚，国内厂商正从“跟跑”转向
“局部领跑”，在国产替代浪潮下，参与者可重点挖掘
血管介入、智能穿刺等细分赛道机会

随着医疗机器人市场持续放量，须重点关注机械硬件和
系统软件安全的自主可控，各地可加快补足相关领域产
业短板

推进行业高水
平自立自强

掌握科技竞争
战略主动

体制机制为产
业科创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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