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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耗材集采压力下仍有机会 

近几年医药行业一直笼罩在集采的重压之下，在可预见的未来，集采仍将持续伴随医

药行业。对照日本，我们看到，随着行业的全面集采，整体降价幅度放缓，创新产品对冲

导致行业整体价格降幅趋于稳定。我国高值耗材集采正在快速推进中，新旧动能正在切

换。行业集采在降价的同时，推动国产化率和创新耗材份额的不断提升，为国产企业带来

发展契机。 

2020年国内医疗器械市场总规模大约8118亿元，同比增长15.5%，其中高值耗材占比大

约22.8%，近年来高值耗材集采政策密集推行，耗材国产化率日益提升，更多创新耗材产品

也在加速涌现。 

图 1：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快速提升     图 2：高值耗材占医疗器械比例  图 3：不同高值耗材国产化率比较（2020） 

    
资料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自2019年《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以来，国内高值耗材便开启持续性的集采降

价，截止2022年5月，国内高值耗材已经历经约62轮集采，包括3轮国产、25轮区域联盟集

采和34轮省级集采。采购产品包括骨科植入、血管介入、眼科、神经外科等大约17类耗

材。 

 

图 4：高值耗材联盟采购覆盖省份             图 5：集采扩面前经历数论集采 

 
资料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综合过去3年区域集采情况，人工晶体、球囊扩张导管等产品集采频次最高。通过对集

采状况的总结，可以看到，行业竞争激烈的领域，相关公司阶段性经历了业绩低谷之后，

有望维持稳定。竞争不太激烈的领域，国产品牌产品增速提升。行业头部公司均加大了创

新产品布局，纷纷切入中高端市场。 

 



                                                   

图 4：球囊、晶体、关节等耗材升级集采频率较高。 

 

资料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 4：球囊、晶体、关节等耗材升级集采总结。 

品类 行业增速 国产化率 渠道利润 降价幅度 对国产企业影响 

血管支架 10-15% 70% 80% 90% 
影响到出厂价，影响到公司利润，加快系列创新产品研

发 

关节 20% 44% 80% 82% 
采购量提升，毛利率稳定，影响偏中性，头部企业推进

3D 打印/钽材料等新技术新材料开发。 

人工晶体 20% 20%   52% 
采购量不大，不触及出厂价，头部国产品牌借助集采契

机实现快速放量，中高端产品加速突破 

 

综上，我们建议理性看待高值耗材集采，对于行业竞争不激烈，风险较低的细分赛道龙

头，集采有望带来国产企业的业绩加速提升。我们看到，在集采快速推进的同时，国家也在

不断推出创新医疗器械的相关政策，如加快纳入医保，在 DRGS 医保改革过程中对创新医药

耗材等提供政策豁免，中高端高值耗材的国产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中。我们兴合基金将持续

密切关注高值耗材的相关政策，致力于以研究给客户创造价值。 

 

 

 

 

 

 

 

 

 

 

 

 



                                                   

【风险提示】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

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

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

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

其他法律文件。 

本材料为客户服务材料，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承诺，本材料并非基金宣传推介材料，

亦不构成任何法律文件。若本材料转载或引用第三方报告或资料，转载内容仅代表该第三方

观点，并不代表兴合基金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