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医疗设备产业发展强势突起 

林 云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 杭州 310025） 

【摘 要】近年来，浙江医疗设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成为我国重要的生产基地，呈现出以小微型企业为主、外

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经营水平领先等特点，但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缺少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提出把

握医疗设备产业继续快速发展的机遇，努力巩固基础医疗设备市场等建议。 

【关键词】医疗设备产业；强势突起；浙江 

医疗设备产业是事关人类生命健康的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一个国家、地区的综合实力与科技发展水平。近年来，浙江医疗设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竞争力不断增强，市场占有率逐步

提高，在保障居民健康和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一、医疗设备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规模迅速扩大，成为我国重要的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医疗设备产业发展令人瞩目。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在市场需求刺激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背景下，

产业整体步入高速增长阶段。据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数据，2013 年，从事医疗设备生产企业数为 1045 家，是 2005 年 460 家的

2.3 倍；主营业务收入 112.6 亿元，是 2005 年 38.7 亿元的 2.9 倍（表 1），年均增长 14.3%。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医疗设

备行业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90.3 亿元和 77.4 亿元，分别是 2003 年的 4.1 和 4.6 倍，在 10 年时间中翻了 2 番多，年均

复合增长率分别达 14.1%和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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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浙江医疗设备产业已初步建成了专业门类比较齐全、产业链条相对完善、产业基础比较雄厚的

产业体系。2013年，浙江医疗设备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国的 7%左右。据《2013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蓝皮书》分析，浙江

已发展成为我国各种医疗器械的重要制造基地。 

（二）竞争力不断增强，国际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 

医疗设备市场是当今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国际贸易往来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随着我国研发、

生产水平的提高，与国外医疗设备生产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常规医疗设备已基本实现自主生产，高端医疗设备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品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且部分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市场，由此表现为我国出口逆差逐步缩小，并于 2005年首次实现顺差。浙

江医疗设备产业发展更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医疗设备行业出口交货值由 2003 年的 2.5 亿 元 、 2005

年 的 11.1亿 元 增 加 到 2010年 的 25.5亿 元 和 2013年的 30.6亿元，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由 2003年的 24.6%

提高到 2005年的 38.5%、2010年的 40.8%和 2013年的 40.4%。在工业出口份额逐步下降的背景下，医疗设备产业逆势上升，表

明我省医疗设备产业已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创新能力增强，产品附加值提高 

医疗设备是医学与多种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医疗设备产品制造技术涉及医药、机械、电子、塑料等多个技术交叉领域，其

核心技术涵盖医用高分子材料、检验医学、血液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浙江医疗设备产业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提高了经济效益。2013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医疗设备行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3.4%，比 2005

年的 0.9%提高 2.5个百分点，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高 2.1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为 30.8%，比规模以上工业高 4.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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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10%，比规模以上工业的 5.5%高 4.5个百分点。 

二、医疗设备产业发展的结构特点 

（一）以小微型企业为主 

经过多年的发展，浙江医疗设备生产企业有所壮大，但仍以小微型企业为主。2013年，89家规模以上医疗设备生产企业中，

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分别为 1家、16家和 72家，三种类 型 企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11.5%、 39%

和 49.5%；利润所占份额分别为 15.7%、44.2%和 40.1%，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 13.7%、11.4%和 8.1%。这表明，小型企业

赢利能力低于中型企业，而中型企业又低于大型企业。 

（二）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经营水平领先 

引进外商和港澳台商企业，进而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对发展浙江医疗设备产业产生了积极作用。经过多年的

发展，浙江本土企业有所壮大，但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产业中仍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规模以上医疗设备生产企业中，

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6家，只占医疗设备生产企业总数的 29.2%，但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占 47.2%和 44.2%。 

（三）生产医疗诊断、治疗等技术含量高的设备的企业比较少 

从行业和产品细分的角度看，规模以上工业中，生产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等技术含量高的设备的企业只有 15家，只占 医 

疗 设 备 生 产 企 业 总 数 的 16.9%，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只 占 23.5%。多数企业以生产医疗、外科及兽医用设备（39家）

和其他医疗设备（16家）为主。浙江一次性注射和输液器等产品在全国占较强优势。 

三、医疗设备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虽然浙江医疗设备产业整体发展迅猛，但仍无法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大型高端医疗设备主要依赖进口，与世界医疗设

备工业强国存在明显差距。目前，国内高端医疗设备市场的 70%已被跨国公司占领，多数关键技术被发达国家大公司所垄断，国

产高端医疗产品技术性能和质量水准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15年左右。具体来说，约 80%的 CT市场、90%的超声波仪器市场、85%

的检验仪器市场、90%的磁共振设备、90%的心电图机市场、80%的中高档监视仪市场、90%的高档生理记录仪市场以及 60%的睡眠

图仪市场均被外国品牌所占据。 

（二）缺少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 

龙头效应在医疗设备产业发展中十分明显。从地区看，在全球医疗器械市场中，美国稳居行业龙头地位，医疗设备产业销

售占全球的 40%左右。从企业看，世界排名前 10位的医疗设备企业 2004年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34.5%，2010年增加到 44.8%。与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与国内深圳、北京等地相比，浙江医疗设备产业缺少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 

（三）“低、小、散”的特征十分明显 

浙江医疗设备产业集中度总体偏低，呈现小而散的状态，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13 年，规模以上医疗

设备生产企业中，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亿元的只有 21家企业，超过 5亿元的只有 2家企业，没有超过 10亿元的企业，有 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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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低于 0.5亿元。规模以下的近 1000家企业，户均销售只有 368万元。多数企业仅占据低端价值链的一部分，

且同技术水平层次的产品重复性高，缺少产业分工，企业层次不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四、相关建议 

（一）把握医疗设备产业继续快速发展的机遇 

医疗设备产业的朝阳性已经不言而喻。从发展规律看，全球医药和医疗设备的消费比例约为 1∶0.7，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已达到 1∶1，我国仅为 1∶0.2。全球医疗设备市场规模已占据医药市场总规模的 42%，并有扩大之势，而我国只有 14%，可以

判断，医疗设备产业仍然还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中国机电网测算，2010年，中国医疗设备占世界份额的 4%，而预计到 2050

年，这一份额将达到 25%。近年来，医疗设备产业发展一直快于药品行业，同时医疗设备产业升级带来超额收益会使得原本在整

体 15%左右增速下，更能蕴藏产业升级带来高增长机会，预计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医疗设备产业复合增长率达 20%～30%。 

（二）发挥优势，努力巩固基础医疗设备市场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基础医疗设备约占整体市场规模的 75%，这为我国基础医疗设备制造企业提供了较

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基础医疗设备主要以中小规模的机电一体化产品为主，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制造工艺要求。浙江医疗设

备制造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自动化控制和精密制造领域不断进步，在基础医疗设备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我国产品

的竞争下，欧、美、日等国家医疗设备公司正逐步将在本土生产没有成本优势的基础医疗设备产品通过 OEM 或 ODM 等方式转移

到中国制造。基础医疗设备市场竞争可能会加剧。各级政府在中低端医疗设备采购中应优先采购国产医疗设备，为医疗设备产

业稳定发展提供条件。 

（三）积极创新，力争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发展医疗设备产业，必须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引进、消化、吸收依然是提高浙江省医疗设备产业技术水平主要路径。

受巨大的中国医疗设备市场的吸引，世界医疗设备前十强中有八家已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浙江也要抓住机遇，努力引进国外

知名跨国医疗设备企业。同时，各级政府应统筹科技、财税和产业政策，加强产业整合，通过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加快技术创新，向市场提供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打破国外企业的垄断，实现向医疗设备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