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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规模占比方面，目前医疗科技于整体医疗健康市场中的渗透率较低，未来随着各类技术、应用
和服务等各种要素的联动融合，其于医疗健康市场的占比有望实现进一步提升。技术方面，未
来将涌现出更多新兴技术同医疗场景进行有机结合，赋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优化。企业方面，
医疗企业与科技企业将加速融合，助力现有服务的纵深发展。整体而言，医疗科技行业将立足
医疗全局，驱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走向“全域、全病、全程”。

近年来，医疗体系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医疗科技行业也在宏观环境利好的大前提之下得以高
速发展，这助推了“云数物智移”等数字技术交叉渗透各细分医疗场景的进程。其在疾病监控、
辅助决策、健康管理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现代化智慧医疗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
激发了智慧医疗持续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上述众多由“云数物智移”等数字技术融合而创造的健康医疗创新服务为政府、医院、患者等
主体提供了更为智能化的服务体验，共同打造了最优化的大健康生态体系--智慧医疗模式。智
慧医疗涵盖智慧医院、区域医疗、家庭健康三个主要场景，从多维度触达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
以增强服务能力、提升医疗效率、优化患者体验、延展服务范围为核心目标，整体呈现由院内
走向院外、由模块化走向大融合的趋势。

将医疗科技行业大致划分为政府统筹&医院管理、产品&服务、服务&用户、产品&用户、智能
支付五大类，并从中选取已有一定发展成果的15个细分子行业进行成熟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对数字化健康管理、智慧病案、医保信息化三个细分赛道从发展现状、商业模式、竞争格局以
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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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技的范畴界定
“医疗+X”模式开启中国医疗产业的增长新范式
新冠疫情催化之下，医疗行业智慧化的脚步加快，加速助推“云数物智移”等数字技术交叉渗透各细分医疗场景的速度。
同时，“健康管理全周期、服务延伸无边界”的智慧医疗理念更是离不开各类技术的支撑，我国医疗产业正在开启“医疗
+ X”的创新增长范式。医疗科技指利用先进的网络、通信、计算机以及数字技术，实现医疗信息的智能化采集、转换、
存储、传输和后处理，及各项医疗、流程业务的数字化运行。本报告聚焦于数字技术在医疗健康服务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
融合及应用，对于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CXO等生命科学基础设施、新材料等生产制造不展开研究分析。

“医疗+X”模式及其主要应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医院管理信息化

区域信息化

大数据解决方案

政府统筹与医院管理

AI影像

医疗机器人

医疗智能硬件

CDSS

产品&服务

智慧病案

在线诊疗

医药电商

AI药物研发

数字疗法

数字化健康管理

医疗金融

医保信息化

服务&用户

产品&用户

智能支付

主要应用基础技术医疗

公共卫生

药品供应

医疗保障

医疗服务

综合监管

...... 区块链、AR/VR......其他

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算法，协助
解决复杂问题AI

通过虚拟化等技术，基于不同重点需
求灵活分配计算资源云计算

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
并整理成为帮助决策更积极的资讯大数据

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对物
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物联网

新一代的宽带移动通信技术，是实现
人机物互联的网络基础设施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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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健康资源集中在医疗机构，以治病为
主

社会健康资源集中在医疗机构，以治病为
主为主

医疗科技的发展必然性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药品与器械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医疗保健
资讯

数据 数据 数据

用户/场景

检测信息分散

医护工作者端

资源分配、人员供给与协作效率问题仍亟需解决

健康期 患病期 康复及养老
阶段

社
会
资
源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系统众多不便于操作

不同医院差异大，
数据尚未联通

数据反哺科研能力
不足

医院端

管理决策系统仍不
够智能 跨机构信息难以对接

患者端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存在资源分配不均、人员供给不足、协作效率较低三大痛点问题。资源分配方面，我国社会医疗资
源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医疗机构中，导致患者在患病期所获得的资源较为充沛，然而在健康、康复以及养老阶段存在医疗资
源匮乏现象，且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较低。人员供给方面，医疗人员总体数量较少，难以应对庞大且逐年增加的患者需
求。协作方面，医疗机构内部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效率较低，数据尚未完全打通，整体呈现碎片化，这对医院、医护工
作者以及患者皆产生了诸多不便。医疗科技可以在资源分配、医疗人员供给、协作效率等方面助力，对于微恙检查和跟进
可以进行远程医疗，缓解医院的医疗压力，同时打通医院之间的医疗数据，进一步挖掘医疗数据的效用。

医疗协作效率低

碎片化的医疗系统

医疗人员供给不足

759 800 845.4 898.8 952.9 1015.4 1066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

2014-2020年中国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量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痛点问题

医疗资源倒三角格局

1 医疗资源集中于诊中患病期

2 基层医疗资源未被充分利用

医院之间医疗数据尚未完全打通，医疗
系统未成完整体系

医疗人员总体数量较少，导致其工作负
担重，医疗需求量远大于医疗供给量

医疗需求集中在农村和基层

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
患者流向大医
疗、大医院

医疗资源
倒三角

医疗需求
正三角

“看病难、
看病贵”

731401
760187 769925

793170 818311
830802

871987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不同健康阶段社会资源集中度
2013-2019年中国诊疗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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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来源：《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医疗科技的发展基础：经济与政策环境
卫生费用投入比重逐年增加，医疗科技相关政策利好
国民经济的向好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是促进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卫生费
用投入达75593亿元，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也从2017年的6.36%提升至2021年的6.50%，且于2020年达到7.12%，医
疗卫生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网络不断健全，服务的可及性进一步提高。政策方面，我国医疗
科技经历由散点发展到规则制定的阶段，现如今医疗领域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医疗建设成为重要任务，政策发展已达纵深期。
医疗科技未来将主要在深化新场景、新技术应用，推动医疗体系高质量发展、指导医疗行业深度发展等方面集中发力，相
关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将为医疗科技的发展铺平道路。

2011-202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 中国医疗科技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

时间2015 2020

初步规范医疗科技行
业的发展，主要呈现
散点状态，侧重制定
通用标准与准则。

政策萌芽期
（2011-2015）

初步涉及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区块
链等，侧重为医疗科
技细分领域制定规则。

政策发展期
（2016-2020）

集中发布多项政策，
主要集中深化新场景、
新技术应用，推动医
疗体系高质量发展。

政策纵深期
（2021-至今）

相关政策
ü 2021 年 11 月
《关于公布5G+医
疗健康应用试点项
目的通知》指出要
培育可复制、可推
广的5G智慧医疗健
康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确定了
987个5G+医疗健
康应用试点项目

相关政策
ü 2018年7月《关
于深入开展“互联
网+医疗健康”便
民惠民活动的通知》
指出要在全行业开
展“互联网+医疗
健康”便民惠民活
动，鼓励有条件的
医疗机构推进“智
慧药房”建设

相关政策
ü 2013 年 10 月
《关于加快推进
人口健康信息化
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至“十
二五”末，基本
实现各级各类卫
生计生机构的信
息网络安全互联

占GDP比重

6.50%

7.12%

6.64%

6.43%

2021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20年

24346 
28119 

31669 
35312 

40975 
46345 

52598 
59122 

65841 
72306 

75593 

15.5% 12.6% 11.5% 16.0% 13.1% 13.5% 12.4% 11.4% 9.8%
4.5%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全国卫生总费用（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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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制造2025》，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2019-2020年度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报告》，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
绘制。

医疗科技的发展基础：技术与信息化建设
技术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云数物智移”等数字技术于2015年左右进入高速发展期，逐渐为医疗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且在疫情常
态化的大背景之下成为了提升医疗机构服务能级和创新力的关键。此外，2020年度中国医院各类业务应用终端（例：医
院管理与保障信息系统、患者就诊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等）的总数达到500个以上的占近半数，且绝大多数医院已积累了
硬件、系统、数据等多层面的信息化经验，中国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有望于技术推动之下迎来新一轮
数字化转型。

“云数物智移”的技术进程 2020年度中国医院各类业务应用终端总数

16%

10%

11%

21%

18%

12%

5%
4% 3%

小于50个

51-100
101-200
201-500
501-1000
1001-2000
2001-3000
3001-5000
5000个以上

医院管理与保障信息系统 患者就诊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 区域协同

临床业务信息系统 医生工作站 远程医疗 系统集成 ……

2015 时间20252020

主要技术

5G

AI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关键技术试验、技术方案验
证、系统验证

超密集异构网络、自组织网络、内容分
发网络、D2D通信、M2M通信

实现RFID芯片和读写设备、
智能终端的大规模生产与应用

网格计算和虚拟化技术初步
融合

虚拟化技术、分布式海量数据存储、海
量数据管理技术、编程方式

实现知识工程技术、情景感
知技术、模式识别技术

开发云端具有海量处理能力
的工业数据处理软件线

构建覆盖全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制造全业
务活动的工业大数据平台

在数字化车间/工厂广泛应用

自决策技术、自执行技术、可视化技术

此处业务应用终端主要包括：



8©2022.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医疗服务模式的变革
技术引领医疗服务模式由中心化向分布式转变
我国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同技术发展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而言，技术正催生着医疗服务模式从中心化走向分布式。传统
医疗以医院为中心，所有的诊疗、购药、支付、后续复诊等过程均需在医院内完成；互联网医疗阶段已可以在线上完成诊
疗全流程，但各主体间的信息互通较差，较为割裂，整体呈现网格化；而未来理想的智慧医疗模式，将会拓展更多场景，
真正实现“健康管理全周期、服务延伸无边界”。由此可见，医疗服务场景正在从大型医院、社区医院、家庭医生、药店
逐步过渡到居家，数字化医疗服务的普及和监测技术的革新，正在赋能基层医疗和普通百姓，真正有效助力实现分布式医
疗模式。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历程

Ø 时间段：2016年起
Ø 特点：多方联动实现数据共享、整合；由院内诊疗，向院外、个体为中心的健

康预防转变。
Ø 技术支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传感器、VR/AR等

数字科技爆发。
Ø 发展情况：重视区域之间的信息与数据互联互通，意在打造万物互联新模式。
Ø 就医场景：主动健康管理及预防。

Ø 时间段：1990s-2016
Ø 特点：以患者为中心，开启主动式、个性化诊疗。
Ø 技术支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普及，移动无线网络发展。
Ø 发展情况：信息化系统建设进行中，但仍为网格化、区域化的信息互通。
Ø 就医场景：网络预约挂号、在线咨询问诊、上门送药、线上诊后管理、能够初

步实现远程转诊。

Ø 时间段：1990s
Ø 特点：以医院为中心，被动式、经验式的诊疗。
Ø 技术支撑：小型机和微机系统主导。
Ø 发展情况：信息化系统建设初起步，以收费为核心的医院内部管理信息化是建

设重点。
Ø 就医场景：线下挂号、实地问诊、院内支付取药、诊后管理方式单一、医院与

区域之间基本无协调作用。
传统医疗

互联网医疗

智慧医疗

随着技术发展，医疗服务模式从“中心化”向“分布式”转变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