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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持续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料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可受惠

第二次医疗器材带量集中采购规划出台

2021 年 6 月 4 日，中国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印发

了《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指导

意见」)，提出探索完善集中采购政策，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以促进高值医用

耗材价格回归合理水平，减轻患者负担，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引导医疗机构规范

使用，从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指导意见亦明确将部分临床用量较大、

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的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采购范围，并根据市场销售

情况、临床使用需求以及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定入围标准。所有公立医疗机

构（含军队医疗机构）均应按规定参加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保定点社

会办医疗机构可按所在省（或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规定，自愿参加集中带量

采购。

随后于 6月 21 日，国家组织高值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国家组织人工关节

集中带量采购公告》，这已是内地第二次在国家的层面就高值耗材进行集中采购，

主要是针对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及人工全膝关节等高值耗材产品。随着指导意

见的出台，相信未来高值耗材的集中采购或会常态化。

今次采购按医疗机构采购需求、企业供应能力、产品材质 3个条件分为 A、B两

组进行，综合考量了产品类型和机构的需求量，且并未区分国产及进口，在医疗

机构自主报量的情况下，有利于国产规模化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另外，由企业先

选择申报产品类型，医疗机构再填报需求，所以医疗机构在选择时可能会倾向合

作过的龙头企业且相对高价的产品，所以小规模企业即便大幅降价也极可能无法

以获得过多市场份额的方式弥补降价损失，从而限制了部分企业低价竞争的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亏损。而 A、B组的机制，在同一竞价单元中，按企业竞价

比较价格，价格由低到高排序，以确定入围企业。若 A 组企业数量为 7至 8 家，

即最少只有 1 家落选，淘汰率低，中标机会率较高，降价幅度有望相对较小。

而若国产产品分到 A 组，凭借相对进口品牌明显的价格优势，则有较大可能中

标。

骨科植入性医疗器械市场规模预测

今次的集中采购公告亦就产品类别、采购规则、竞价规则等进行全面说明。骨科

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行业中最大的细分行业之一，随着内地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和医疗需求不断上升，近几年骨科植入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内地骨科植入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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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市场销售收入由 2015 年的 164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至 2019年的 308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7.03%，市场规模于 2020年更达 360 亿元。根据产业规

划咨询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前瞻产业研究院的预测，未来随着内地人口老化程度加

快﹑医疗水平提升﹑健康意识增强﹑卫生费用支出增加等，内地骨科植入物市场

规模将会持续加快增长。预计在 2020 年至 2024 年，内地创伤植入物市场销售收

入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12%左右，脊柱植入物市场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4%左右，

脊柱植入、人工关节植入物市场销售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15%左右。现时内地的

骨科植入物各细分市场的渗透率仍远低于美国的 40%至 70%，可见市场发展空间

充裕。

其实，自从 2019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治理高

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后，医疗器械由去年底亦开始进入集中采购行列。去年

11 月 5 日，内地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对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

中选的冠脉支架平均价格从 1.3 万元降至 700 元左右，降幅超九成，降价幅度出

乎市场预期，亦给医疗器械企业带来极大的震荡，相关的上市医疗器械股份股价

亦有所受挫。市场认为第二次高值耗材带量采购的竞价规则较第一次温和，因此

在指导意见出台后相关的医疗器械股受到资金追捧，板块升势明显(图表一)。加

上今次的指导意见并未有区分国产及进口，在医疗机构自主填报采购数量的情况

下，有利国产骨科医疗器械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加上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之下，现

时国产化的关节利用率仍然偏低，预料将对国产骨科医疗器械企业有利。

图表一

资料来源：彭博（截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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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新浪财经、经济通、中国政策门户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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