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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国家总体安全观为引领，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宗旨，从战略的高度

超前谋划医疗物资产业发展，并从顶层设计上强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

存在着缺陷和明显短板，其中突出表现为医疗防疫物资等战略储备不足。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放

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努力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应急医疗物资的产能保障和重构产业发展区域布局。

提高医疗物资产业的技术与产能保障

本文所说的医疗物资产业是指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环节中所涉及的产品制造业，这是一

个庞大的产业群，其产品主要包括：预防与救治药品、检测用品、消杀用品与设备、防护用品及其主要原

料、专用车辆及其装备、医疗器械等。医疗物资产业具有产品品种多、产业链长、技术含量高的特点。其

中：有的具有低值、易耗、消费量大的特征，如口罩、消毒液、测温仪、防护服等；有的则属于战略性新

兴产业中的高技术产品，如生物技术药物、疫苗、特异性诊断试剂、新型生物医药材料等。随着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的推行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医疗物资产业将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

景。

我国是医疗物资生产和出口大国。以化学原料药为例，2019年生产量为 300多万吨、出口 100多万吨；

维生素、抗生素、解热镇痛类原料药产量占全球 60%以上，部分产品能达到 80%。又如，作为医用防护服重

要材料的无纺布以及口罩、防护服，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但另一方面，我国高端医疗装备制造业

存在明显的短板和弱项，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不多，部分产品性能有待提升，品牌建设亟需加强，标

准体系尚不健全。发展我国的医疗物资产业，要以国家总体安全观为引领，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宗旨，从战略的高度超前谋划，统筹考虑，努力构建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上下

游紧密协同、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保证常态需要和适量实物储备的基础上，更注重产能储备和技

术储备，确保供给保障能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努力提高我国医疗物资产业的生产能力。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和抗击疫情的实践经验，这一产能

至少由三部分构成：（1）疫情防控常态化（包括战略储备需要）下的产能保障；（2）应对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下的新增产能保障；（3）满足对外援助和出口需要的产能保障。

其次，不断夯实我国医疗物资产业的技术基础。要研究采取切实管用的措施，强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支

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生产工艺研发投入，提高药品疫苗技术开发水平，突破高端医疗装备瓶

颈。建设一批创新中心等共性技术平台，坚持智能制造主攻方向，加快医疗物资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



优化医疗物资产业的空间布局

医疗物资产业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谋划，从顶层设计上强化产

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一般而言，产业空间布局要考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人口状况以及缩小

地区发展差距等基本因素。面向未来的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产业的空间布局，还必须考虑以下两方面的要

求：（一）分散、分级布局医疗物资产业疫情防控的实践证明，医疗物资产业中的各类产品生产，过于集

中布局于某一区域，产能往往缺乏足够的弹性，难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根据医疗物资产业各

类产品的属性与特点，适应未来疫情防控的需求，在现有产业市场化布局的基础上，应作一些调整和优化，

适当分散、分级布局。

——医疗物资产业的省域布局：主要生产低值、易耗、消费量大的医疗物资产品，如各类口罩、消毒

液、测温仪、防护服等，以满足省内疫情防控的基本需求为主。省域原先在国内外具有领先地位的医疗物

资产品，可纳入到区域性布局的框架中。

——医疗物资产业的区域性布局：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再细分为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原地区、成渝地区等区域。构建区域性或全国性产业基地，生产高端医疗

装备、疫苗、生物技术药物等，承担面向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全国需求。

（二）增强产业链布局的协同性和自主性

与医疗物资产业合理分散布局相关的问题，是强化医疗物资产业链的协同性和自主性，这关系到产业

链的布局问题。例如，作为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关键医疗设备的有创呼吸机，有上千个零部件，国内就涉及

上游几百家配套商，而核心部件（涡轮风机、流量传感器、比例阀、芯片等）主要来自欧美国家，这很容

易受制于外部因素影响。而在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大幅度提

升产能并非易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医疗物资产业链的安全布局，基本要求：

——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完善产业链各环节的配套协同和无缝衔接，增强产业链的弹性和柔性，确

保产业链稳定。

——增强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打通产业链堵点，连接断点，避免突发事件

发生后的瓶颈制约和断链风险。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闭环，促进医疗物资产业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进而为构建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下产业基础。

对策与建议

科学制定医疗物资产业发展规划。一是加快医疗物资产业产品和生产能力的全面调查摸底，分类编制

产业供应链地图，建立医疗物资产业基础大数据平台和重点企业储备库，做到心中有数，科学谋划。二是

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盘活各方面资源，规划研究重要医疗物资的产能保障、区域布局、项

目安排、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实施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三是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强

化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适时开展阶段性检查和效果评估，促进规划目标和任务的顺利

实现。



建设平战结合的医疗物资生产体系。坚持平战结合思维，实现产能的常态化统筹管理和动态监控，提

供足够的生产供给能力与产能储备。一是最大限度调动现有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积极性，实施生产能力扩能

改造和技术提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做到平时生产，灾时应急，确保医疗物资的基本供给。二是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扩大短板领域投资，形成医疗物资产业新增量，

满足新需求。三是盘活全社会资源，增加产业备份，通过关联行业转产扩能、委托代加工、产业集群协同

制造等路径，切实提高应急快速转换能力，激活医疗物资的产能储备，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加强人才培养与激励。一是培养产业紧缺人才。聚焦重点领域，依托重大项目，培养和扶持一批科技

创新创业人才、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动态调整和优化高校专业设置，重视高职教育，

加强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建设继续教育基地，支持在线培训发展。二是鼓励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落

实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各项激励措施，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建立健全符合行业特点的人才使用、流动、

评价、激励体系。三是创建各类招才引智平台，在充分发挥现有人才作用的基础上，多渠道引进培养一批

高端人才。积极推进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基地、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平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