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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持續推進高值醫用耗材集中帶量採購 料國產醫療器械企業可受惠

第二次醫療器材帶量集中採購規劃出台

2021 年 6 月 4 日，中國國家醫保局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

政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藥監局、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印發

了《關於開展國家組織高值醫用耗材集中帶量採購和使用的指導意見》(「指導

意見」)，提出探索完善集中採購政策，並逐步擴大覆蓋範圍，以促進高值醫用

耗材價格回歸合理水平，減輕患者負擔，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引導醫療機構規範

使用，從而更好保障人民群眾病有所醫。指導意見亦明確將部分臨床用量較大、

採購金額較高、臨床使用較成熟的高值醫用耗材納入採購範圍，並根據市場銷售

情況、臨床使用需求以及醫療技術進步等因素，確定入圍標準。所有公立醫療機

構（含軍隊醫療機構）均應按規定參加高值醫用耗材集中帶量採購，醫保定點社

會辦醫療機構可按所在省（或自治區/直轄市）的相關規定，自願參加集中帶量

採購。

隨後於 6月 21 日，國家組織高值耗材聯合採購辦公室發布《國家組織人工關節

集中帶量採購公告》，這已是內地第二次在國家的層面就高值耗材進行集中採購，

主要是針對初次置換人工全髖關節及人工全膝關節等高值耗材產品。隨著指導意

見的出台，相信未來高值耗材的集中採購或會常態化。

今次採購按醫療機構採購需求、企業供應能力、產品材質 3個條件分為 A、B兩

組進行，綜合考量了產品類型和機構的需求量，且並未區分國產及進口，在醫療

機構自主報量的情況下，有利於國產規模化企業實現進口替代。另外，由企業先

選擇申報產品類型，醫療機構再填報需求，所以醫療機構在選擇時可能會傾向合

作過的龍頭企業且相對高價的產品，所以小規模企業即便大幅降價也極可能無法

以獲得過多市場份額的方式彌補降價損失，從而限制了部分企業低價競爭的情況，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虧損。而 A、B組的機制，在同一競價單元中，按企業競價

比較價格，價格由低到高排序，以確定入圍企業。若 A 組企業數量為 7至 8 家，

即最少只有 1 家落選，淘汰率低，中標機會率較高，降價幅度有望相對較小。

而若國產產品分到 A 組，憑藉相對進口品牌明顯的價格優勢，則有較大可能中

標。

骨科植入性醫療器械市場規模預測

今次的集中採購公告亦就產品類別、採購規則、競價規則等進行全面說明。骨科

醫療器械是醫療器械行業中最大的細分行業之一，隨著內地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

和醫療需求不斷上升，近幾年骨科植入市場規模不斷增長。內地骨科植入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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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市場銷售收入由 2015 年的 164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至 2019年的 308
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 17.03%，市場規模於 2020年更達 360 億元。根據產業規

劃諮詢與解決方案供應商前瞻產業研究院的預測，未來隨著內地人口老化程度加

快﹑醫療水平提升﹑健康意識增強﹑衛生費用支出增加等，內地骨科植入物市場

規模將會持續加快增長。預計在 2020 年至 2024 年，內地創傷植入物市場銷售收

入複合年增長率將達 12%左右，脊柱植入物市場銷售收入複合增長率為14%左右，

脊柱植入、人工關節植入物市場銷售收入年複合增長率為 15%左右。現時內地的

骨科植入物各細分市場的滲透率仍遠低於美國的 40%至 70%，可見市場發展空間

充裕。

其實，自從 2019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治理高

值醫用耗材改革方案》後，醫療器械由去年底亦開始進入集中採購行列。去年

11 月 5 日，內地組織高值醫用耗材聯合採購辦公室對冠脈支架集中帶量採購，

中選的冠脈支架平均價格從 1.3 萬元降至 700 元左右，降幅超九成，降價幅度出

乎市場預期，亦給醫療器械企業帶來極大的震盪，相關的上市醫療器械股份股價

亦有所受挫。市場認為第二次高值耗材帶量採購的競價規則較第一次溫和，因此

在指導意見出台後相關的醫療器械股受到資金追捧，板塊升勢明顯(圖表一)。加

上今次的指導意見並未有區分國產及進口，在醫療機構自主填報採購數量的情況

下，有利國產骨科醫療器械企業實現進口替代，加上在內循環的大背景之下，現

時國產化的關節利用率仍然偏低，預料將對國產骨科醫療器械企業有利。

圖表一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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