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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贷款推动医疗设备新增长 

近期财政贴息政策出台，有助于加速医疗新基建，保障医疗设备更新改造顺利进行，

引发市场千亿级需求。 

9月7日国常会决定，对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贴息和加大社会服务业

信贷支持，促进消费发挥主拉动作用，明确提及对医院在“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新增贷款，

实施阶段性鼓励政策”的支持。9月13日，国常会确定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配套支持部分

领域设备更新改造，以实现扩市场需求、增发展后劲的目标。为响应国常会的决定，近日

卫健委发布通知，拟使用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备，并拟于近期发布配套政策，进

一步明确使用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备在医院端落地实施的政策。 

相关财政贴息贷款原则上对所有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放开。贷款使用方向也包

括了诊疗、临床检验、重症、康复、科研转化等各类医疗设备购置。卫健委原则上对项目

申报不予干预，即报即批，由医院与指定银行自行协商贷款方案。 

此次政策与医疗新基建是一脉相承的。根源都在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暴露出的医疗公

共卫生短板。新冠疫情防治过程中，我国传染病防治、危重症病人治疗资源不足问题凸

显。我国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每万人床位数、医师数量等指标显著落后于海外发达国

家，有些指标（如每万人护士和助产护士数量）甚至落后于部分海外发展中国家。 

 

图 1：2019 年世界主要国家每万人床位数          图 2：2019 年世界主要国家每万人护士和助产护士数量  

  

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究所 

从医疗分级角度看，我国诊疗人次主要集中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结构性

问题突出。大力发展基层医疗机构成了迫切需求。 

图 3：2012 至今各级医疗机构每月诊疗人次变化情况          图 4：2012-至今各级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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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以来，国家卫健委、国务院办公厅等国家机构出台多项政策/意见助力医疗 

新基建实施，为医疗新基建顺利推进提供政策支持。国家亦在21年推出“千县工程”以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图1：《“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工程建设及投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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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医疗新基建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贴息政策极大缓解了医院更新器械的财务

压力，在国产替代和国内创新医疗器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叠加各地对国产设备支持力度

增强，国产设备厂商市占率有望提升，景气度上行。ICU 建设有望对监护类产品直接拉

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及强基层计划有望对其余医疗设备，尤其是国产化率较低的设备带来

采购需求，如内窥镜、影像设备等，为相关公司业绩稳定增长提供保障。医疗器械行业有

望迎来快速增长。我们兴合基金将持续密切关注医疗新基建的推行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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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