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科观察：《2016 中国医美行业研究报告》发布，医美

产业链发力“去中介化”趋势是对医疗产业链最重要的整合 

 

中国医疗美容行业起步于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公立医院开设美容门诊，民营的美

容机构也在全国开始兴起。随着国外的美容观念、先进技术和美容材料、运营管理理念陆续传

到中国，需求增长，社会资本加速进入美容行业，规模扩大，各种私立医疗美容机构也迅速发

展。 

目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 GDP 增速降至 7%以下，但整体消费增速仍超过 10%，其中的新兴消费领域（诸如旅游、

整形美容服务等）在以更高的速度崛起。医疗美容兼具医疗与消费双重属性，伴随着医生多点

执业的政策及消费升级的不断推动，到 2015 年，中国大约有 5000 家活跃的医疗美容机构，医

美市场规模 500-1000亿，近几年行业增速达到 20%-30%，高于传统医疗行业平均增速。 

鉴于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特推出《2015 中国医美行业研究报告》，以医疗美容行业上

下游分析为切入点，总结我国医美行业的发展现状及产业链上下游投资情况，并详细介绍目前

医美行业竞争态势，最后提出我国医美行业的发展方向以及投资趋势，以期为投资机构及相关

企业未来参与医美行业投资提供借鉴。 

 

2015 年投资案例数达 249 起，较 2008 年增长超过 15 倍 

1998-2016 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产业链上下游共发生 779 起投资，其中披露投资金额

671 起。全部已披露投资金额 540.88 亿元，平均每笔投资金额达 8,061 万元。2001-2010 年，

医美行业仍属于发展期，2010 年以来，医美行业在投资数量增加的同时，投资规模也在急剧

增大，2015年投资案例数达 249起，较 2008年增长超过 15倍，投资金额增长近 10倍。 



图 1. 1998-2016 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投资规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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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开始，医美行业并购案例增多，且并购金额不断攀升 

2001-2016 年，中国医美行业共发生起 302 并购事件，并购总金额 680.6 亿人民币，平均

每笔并购金额耗资 2.25 亿人民币，根据医美行业上下游分布，上游医药及医疗器械研发生产

方面共发生 143 起并购事件，并购总金额 349.29 亿人民币，中下游医疗院所并购及医药器械

销售方面共发生 159 起并购事件，并购总金额 331.32 亿人民币。2001-2010 年的并购案例总

体数量少，却有几起大型并购案，行业仍属于发展期，2011-2016 年，并购热潮开始发展，并

购案例增多，且并购金额不断攀升。 

 



图 2 2001-2016 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并购规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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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产业链上中下游具有广阔的市场维度 

医疗美容行业上游主要包括医疗器械生产商和材料耗材生产商。从上游到中游为中间商，

通常指代理商和经销商。医美行业中游主要包括公立医院的美容科，民营美容医院和美容院。

目前医疗美容产业市场较为混乱，中游的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具有品牌效应的公立医院极

少，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品牌连锁公司，且存在不规范经营问题。医美行业中游到下游为导客平

台、搜索引擎、医美 APP 等。由于国内的医疗美容行业过度依赖营销模式，在医疗服务机构和

消费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中介机构。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新氧为代表的医美

APP 平台上线，在美容医院和消费人群之间建立起直接沟通的桥梁，有望重建行业内的生态系

统，压缩中间环节，提高美容资源配置效率。 

从医美行业上、中、下游横向分析，上游厂商因行业监管相对规范，产业相对集中，利润

主要集中在上游，尤其龙头公司利润率较高。但是中长期看，中下游终端整合提升空间更大，

未来有可能成为各方争夺的主战场。从整个产业链有纵向延伸角度分析，医美行业开始与文化

娱乐、广告传媒等产业对接。医疗美容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涵盖多方面的交

叉产业，包括医疗科研部门、医疗机构/器械行业、美容服务产业、文化娱乐产业等。作为一

个交叉产业，医疗美容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维度，为更多参与方提供了更大的价值实现平台。 

 

医美 O2O 有利于推动行业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医疗美容 O2O 解决了传统医美行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效解决消费者、医师、医美机

构的痛点，通过更低地成本为医院创造客源来创造商业价值，获得了资本的青睐。大陆医美的



市场宣传普及度不及韩国台湾，韩国、台湾地区主要由明星、达人向公众普及医美知识，通过

简化专业术语、电视节目、名人出书等形式使得大众对医疗美容产生亲近感，缩短专业医疗与

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大陆缺乏对医疗美容行业广告相关的监管机制，夸大、虚假的广告占据

着各大热搜以及街边小巷。行业的乱象，使得民众对于医疗美容的整体印象不佳。有美容需求

的顾客难以在国内找到值得信赖的医疗资源，因此经济实力较好的顾客多转向韩国、台湾出国

整容，接受国内服务的顾客中被敲诈，手术失败且术后无法申诉的情况比比皆是。 

对改善行业乱象，重塑医美行业结构而言，解决顾客与医疗服务机构的信息交流问题是重

中之重。医美 O2O 一方面链接专业医疗美容机构，如各大三甲医院美容科室、联合丽格等医生

集团及线下诊所、中小型整形机构，向客户提供多层次可靠的医疗机构选择，在此基础上，通

多价格公开化，使得行业收费趋向透明，并通过团购、折扣等方式为客户提供合理的价格，提

高医疗美容的可靠度，降低进入门槛，使得更多的客户乐于尝试医疗美容服务，形成导流。医

美 O2O 不仅提供顾客与专业机构的对接服务，还开辟咨询窗口，由专业客服或医生团队及时解

答客户疑问，跟进术后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与此同时，多家医美 O2O 通过建立美容社区，

形成大量的口碑反馈以及体验分享，既稳定了部分高频次消费客户，为入门客户提供比照参考，

从客户端反向约束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医美 O2O 在普及医美知识、对接顾客-机构需求、提

升客户体验、规范行业服务质量等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推动行业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国际投资案例以医美行业产业链上游企业为主 

近几年来医美行业出现的资本并购案例以医美行业产业链上游企业为主。复星动力基金

2.9 亿美元收购了皮肤科激光医疗设备领域的以色列 Alma 公司。德国 Merz 药厂并购了美国的

一个新成立的超声美容设备企业，即使年营业利润只有 8800万美元，却以 6.6亿美元并购。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医疗高科技产业链很长，研发端的投入可以通过制造端、品牌端、

代理段层层放大，所以核心是医药高科技知识产权的竞争。医疗美容产业链的利润附加值全部

在产业链上游，但是规模端在下游。但是基于医疗专业的科技向下游一些衍生消费量市场却规

模庞大，比如美容专业设备市场、家用未来的高科技仪器，比如互联网应用市场。应用级别每

降一级，产值规模就扩大一倍。 

 

医美行业存在三大投资机会：材料/器械生产商、民营医美医院、医美 O2O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步入快速发展初期，当下正是布局投资的最佳

时机。从产业链上下游来看，三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美容材料、设备的研发、生产商；

二是民营美容医院；三是医美 O2O。美容材料及设备的生产商作为行业上游原材料的主要供应

商，未来随着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凭借着低价的优势，有望不断对进口产品实现替代，为

中国医美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民营医院作为美容服务的提供商，直接对接消费需求，

随着行业竞争秩序的规范，必然会有部分企业凭借一流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和安全的产品而胜

出，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品牌医疗美容服务提供商。而医美 O2O 能够改变目前的医美行业的痛



点，极大缩短美容医院和潜在客户之间的距离，从而降低获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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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研究中心于 2000 年创立，致力于为众多的有限合伙人、VC/PE 投资机构、战略投

资者，以及政府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研究机构等提供专业的信

息、数据、研究和咨询服务。范围涉及出资人、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新股上市、兼并收

购、房地产基金以及 TMT、清洁技术、医疗健康、大消费、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行业

市场研究。目前，清科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最专业权威的研究机构。清

科研究中心旗下产品品牌包括：研究报告、定制咨询、私募通、评价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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