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量采购加速推进

国产医用耗材迎来发展春天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多地医用耗材带量采购陆续推进。 7月1日，福建省医保局发布《关于公示福建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的通知》，公示人工关节、留置针、超声刀、镇痛泵四大类耗材的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 此前，山西、浙江等多个省市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方案也已陆续落地。

业内人士认为，医保谈判和带量采购短期内将对相关医用耗材的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但终端价格的下降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同时加速优质低价的国产耗材对同类进口产品的替代，促进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建议关注国产化率较低、竞争格局较好的细分医用耗材赛道的头部公司。

多地实施

7月2日，安徽省医保局发布消息称，自7月1日起，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医疗机构，统一执行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中选产品价格，按照2019年全省网上采购额测算，预计两类产品年节约资金分别为3.6亿元和0.28亿元。

6月30日，安徽省医保局、卫健委等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推广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试点经验实施办法的通知》（简称《实施办法》），将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试点经验。 《实施办法》要求扩大实施范围，实施范围由省属公立医疗机构扩大到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鼓励其他医疗机构积极参加。

早在去年7月份，安徽和江苏已率先对部分高值医用耗材进行带量采购。2019年7月，安徽通过带量采购谈判议价，骨科（脊柱）类、人工晶体类产品总体平均降价分别为53.4%和20.5%。与此同时，江苏分别于2019年7月份和9月份在全省开展了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采。

6月30日，江苏省医保局发布《江苏省第三轮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购方案》，开展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人工硬脑膜、人工硬脊膜、疝修补材料的组团联盟集中采购。

除此之外，跨省跨区域联盟版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也在持续推进。 5月9日，首批人工晶体类眼科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会在天津举行。 全国范围内第一次跨省跨区域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由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共9省市参加，带量采购的耗材选择了人工晶体类眼科耗材。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此前发布消息，目前共有44类产品确定中选，涉及70种具体产品，平均降幅为53.72%，最高降幅为84.21%。 中选价格预计2020年7月执行。

5月21日，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河南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公告，组织开展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实施量采的品种主要包括吻合器、补片、胶片3类医用耗材。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医用耗材集采是完善医疗机构耗材阳光采购的重要环节。 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集中采购后的耗材价格与为实行前呈现大范围下降，通过集中采购降低耗材价格的效果显著；二是由于医用耗材品种范围广、使用量大，实行集中采购能有效减少寻租空间，提高医疗机构对于医用耗材采购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三是能加快促进耗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相关医疗机构可以在采购平台获取同类产品中标价及可配送单位等信息，大幅提高了耗材采购的可选择性，也减轻了耗材招标采购的工作量。

政策频发

5月28日上午，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主持召开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改革座谈会，听取部分企业和协会代表意见建议。 这被业内广泛认为是国家版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渐行渐近的一个信号。

5月9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赴天津调研。 期间，胡静林出席了天津等九省份联盟采购高值医用耗材申报信息公开大会，赴天津人民医院考察医保结算、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落地情况。

胡静林指出，本次天津、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内蒙古联盟采购人工晶体，是继去年安徽、江苏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破冰后又一重大进展，彰显了以天津牵头的联盟地区医保部门敢啃硬骨头的责任担当；希望联盟地区以本次采购为起点，将更多质优价宜产品纳入采购范围，为全国普遍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探索经验。

6月份，医保局也是连续发文，进一步规范医用耗材行业。 6月8日，医保局下发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暂行办法》），对目录产品的确定、医保支付标准等方面作了规定。 文件称，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综合考虑医用耗材的功能作用、临床价值、费用水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等因素，采用准入法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简称《目录》）并定期更新，动态调整。 《目录》内医用耗材按规定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兴业证券认为，本次文件是国家层面首次制定的《目录》，与此前发布的《基本医保用药管理办法》相呼应，选择医保品种时更注重产品本身的临床价值和性价比，再结合谈判降价、带量采购等方式，以期在保障患者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尽量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持医保资金长期的平稳运行。

6月4日，国家医保局下发公告，公示第二批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的医用耗材信息，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医保医用耗材编码形成“通用语言” 的工作。 6月 28日，国家医保局再次发布《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更新》。

张立超认为，近期，国家医疗保障局等部门相继出台关于医用耗材目录产品的确定、医保支付标准、编码“通用语言”工作等政策文件，标志着今后将从国家层面推动和建立全国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尤其是“带量采购、招采合一”将成为未来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重点方向。 同时也应注意，国家层面搭建的医用耗材集采平台并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省级耗材平台的替代，而是在招标、采购、配送、结算等环节与各省平台形成层次分明、协调互动的共享系统，使得耗材产品的价格更为透明，也更有利于相关部门的高效监督。

集中度提升

张立超表示，在多地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对于医用耗材行业来说，一方面将受益于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建设所带来的行业增量空间，另一方面也将促使行业本身向具有规模优势、技术成熟、创新能力强的头部企业加速集中，特别是进口替代空间明显、产品具备较高性价比的国产医用耗材品牌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重点关注包括心血管支架、骨科植入物、人工晶体等临床使用成熟、用量大、附加值高的带量采购重点品种的生产流通企业。

兴业证券认为，整体来看，医保医用耗材目录的动态调整提高了目录调整频率，新上市的产品将及时被纳入目录而快速放量，利好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的发展。 医保谈判和带量采购短期内将对相关医用耗材的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但终端价格的下降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同时加速优质低价的国产耗材对同类进口产品的替代，促进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建议关注国产化率较低、竞争格局较好的细分医用耗材赛道的头部公司。

渤海证券认为，耗材集采已是大势所趋，首先纳入集采范围的品种具备需求大、技术成熟、国产化率高、单价值高等要素，例如心血管支架类、创伤骨科、人工晶体等，但目前集采价格大都尚未穿透公司出厂价格，总体来看集采将促使行业向具备规模优势、技术先进、创新迭代的头部企业集中，龙头优势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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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赛德斯-奔驰

宣布入股孚能科技

□本报记者 崔小粟

7月3日，梅赛德斯-奔驰宣布，将进一步

深化与中国动力电池电芯制造商孚能科技已

建立的商业合作关系， 并将持有孚能科技约

3%的股份。 此外，梅赛德斯-奔驰控股子公

司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戴

姆勒大中华” ） 将参与孚能科技的科创板首

次公开募股。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市场的新能

源车竞争极其激烈， 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将目

光投向本地的头部电池厂商。 电池本地化可

以保证电动汽车产业链上最核心零部件的供

应， 各家企业争相布局也是看重了国内完整

的电池产业链。

戴姆勒大中华投资超9亿元

此次协议的关键内容包括开展高新电芯

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 并大力提升成本竞争

力，技术重点包括通过提高能量密度、缩短充

电时间来实现续驶里程的大幅提升。

梅赛德斯-奔驰方面表示， 这项协议将

保障公司在电动化战略进程中的动力电池电

芯供应， 而孚能科技则可以确保其计划内的

产能建设。 为满足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工

厂在未来不断增长的需求， 孚能科技将在德

国东部的比特菲尔德-沃尔芬建造一座动力

电池电芯工厂。

此外，梅赛德斯-奔驰控股子公司戴姆

勒大中华将参与孚能科技的科创板首次公

开募股。 7月3日，孚能科技发布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华泰创

新、戴姆勒大中华、江苏瀚瑞、苏豪投资、中

保投作为战略投资者与孚能科技签署了战

略配售协议， 上述5家战略投资者缴款金额

合计13.53亿元， 其中戴姆勒大中华投资

9.05亿元。

国际车企深耕电池本土化

近年来， 中国市场的新能源车竞争极其

激烈， 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将目光投向本地的

头部电池厂商。 早在2018年7月，宝马与宁德

时代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宝马购买电

池产能建设项目、确立长期供货关系、股权投

资等形式，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关系。

今年，“巨无霸”们在中国市场开始变换

了“打法” ，通过中国日趋成熟的资本市场深

度绑定上游的电池厂商。 例如5月28日，大众

集团宣布将向国轩高科投资约11亿欧元，获

得后者26%的股份，并成为其大股东。

按照戴姆勒 “2039愿景” 的目标，到

2039年戴姆勒乘用车的所有新车型将实现

向碳中和汽车产品转型。在阶段行动计划中，

到2022年，戴姆勒位于欧洲的工厂将实现碳

中和；到2030年，戴姆勒旗下的电动汽车（含

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销量将占到集团

总销量的一半以上。

梅赛德斯-奔驰表示，电池本土化是戴

姆勒电气化战略成功的重要因素， 也是灵

活有效地满足全球电动车市场需求的关键

环节。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

电池百人会理事长于清教认为， 电池本地化

可以保证电动汽车产业链上最核心零部件的

供应。“锂电池的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铜

箔、铝箔六大主材在中国都可以实现国产化，

中国的产业链非常完善。 相比而言，德国、英

国、法国等国家都不具备条件，各家企业争相

在华布局也是看重了完整的电池产业链。 ”

元隆雅图拥抱“后浪” 抓商机

进入业绩提升“快车道”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日前，一场名为《后浪时代的新营销商业

机会再造———网红风口与新媒体赛道》的投资

者交流会亮相中国证券报直播间， 元隆雅图旗

下谦玛网络创始人刘迎滨及沐鹂信息创始人史

实作为行业翘楚， 从公司业务到产业演进路径

娓娓道来，共同为投资者阐释如何在“后浪” 时

代抓住网红经济风口。

值得注意的是， 谦玛网络自加入元隆雅图

后，其业务发展得到迅猛发展。 刘迎滨直言，在

今年广告市场整体不振的情形下， 新媒体营销

实现爆发性增长， 而疫情对谦玛网络没有负面

影响，公司有充足信心完成业绩承诺。

电商直播成风口

电商直播正成为市场风口。“口红一哥”李

佳琦5分钟卖光15000支口红、10秒钟帮张大奕

卖出10000支自制洗面奶，“淘宝直播一姐” 薇

娅全年完成27亿元的成交量，“双十一” 开始后

的两个小时内引导销售额达2.67亿元。 直播与

短视频领域第三方服务平台今日网红创始人彭

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电商带货真正打破了

MCN行业的“天花板” 。

据悉， 阿里巴巴2019财年天猫直播渗透率

超过50%，2019年 “双十一” 当日淘宝直播

GMV破200亿元。快手、抖音也加大电商直播资

源倾斜，2019年行业销售有望超3000亿元。

对于直播带货受到的追捧，刘迎滨表示，从

行业上看，首先这是新的销售渠道，特别对于一

些“新奇特” 产品，适合通过直播触达目标用户

人群； 其次， 网红主播可快速助力品牌做冷启

动，以往是先孵化品牌然后在电商平台销售，这

个过程较为漫长，而如果产品性价比足够高，符

合目标人群喜爱， 有可能通过直播快速到达人

群。“未来直播对很多产品都是有机会，这对销

售体系带来较大的变化。 ”

刘迎滨进一步指出，从图文到直播，表现方

式上更加沉浸，转化率在同等情形下是提升的，

消费者能在短时间内获取到更多感兴趣的信

息。 今年广告市场整体是下降的，但新媒体营销

的市场却是在爆发性增长， 这体现在短视频相

比图文呈现效果方面的优势。

“直播电商未来会成为电商商家的标配选

项，主要是由于媒体和消费环境变化。 ”对于目

前市场存在头部主播和腰部主播带货能力产生

巨大的悬殊态势， 史实称头部主播在流量端握

有优势， 腰部和腰部以下主播需要平心静气吸

引粉丝，这样才能形成头部主播的流量。 其认为

头部和腰部主播会有互换机会。

抢得市场先机

公开资料显示， 元隆雅图2017年6月6日在

A股中小板挂牌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礼赠

品供应、促销服务和新媒体营销。 经过十几年的

发展与积累，公司已累计服务百余家世界500强

企业， 并与国内多个行业的头部客户建立了长

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客户黏性较高。 公司的客户

资源优势对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形成较高的进

入壁垒。

近年来，为了顺应客户营销服务需求，元隆

雅图确立了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化

促销服务的战略， 致力于综合运用多种服务方

式，整合线上与线下资源，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营销服务。 而谦玛网络正符合元隆雅图的战略

定位。 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利用数据技术为客

户提供媒体整合营销、新媒体广告投放服务，为

国内领先的“数据+平台+内容+服务” 综合新

媒体营销服务商。

2018年11月， 元隆雅图收购谦玛60%的股

权。2019年，谦玛网络以商单形式合作的网红超

过5千名，涵盖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微博、微

信等全网平台的红人和账号，拥有头部、腰部及

长尾网红。

收购完成后，元隆雅图业务“如虎添翼” 。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2亿元，同比

增长49.4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5.01亿元，同

比增长45.17%。 礼赠品供应业务实现收入9.89

亿元，同比增长18.73%。服务业务实现收入2.03

亿元， 同比增长44.61%， 其中数字化营销收入

1.08亿元，占比53.21%；新媒体营销（谦玛网

络）全年实现收入3.09亿元，谦玛网络营业收入

自身同比增长69.62%。

在此基础上，谦玛网络也在不断完善业务

链条。 2019年，谦玛网络新设了全资子公司苏

州沃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仟

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51%股权），参股了北

京谦玛数字营销顾问有限公司20%股权。 苏州

沃米是技术、数据和媒介管理中心。 杭州仟美

是专业化MCN公司，负责网红签约、孵化和商

业变现，是新媒体营销的内容生产和广告展示

环节。 北京谦玛是创意型公司，主要服务汽车

行业客户。

开源证券研报指出，元隆雅图“一站式”

整合营销平台已成， 多业态融合竞争优势较

强。 公司现有业务涵盖线上线下，促销服务和

广告服务， 媒介投放和社会化营销多业态，有

能力为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整合营销服务，融

合发展提升竞争优势，打造成为国内整合营销

领域王者。

业务协同性好

元隆雅图完成对谦玛网络收购后， 业务协

同和业绩承诺一直备受市场瞩目。

刘迎滨指出，双方核心业务实现互补，元隆

雅图通过担保和管理输入等方面帮助谦玛网

络。 在客户方面，由于元隆雅图积累了大量快消

品客户，而上述客户都有新媒体方面的需求，从

客户引荐和联合服务， 双方均做了许多积极探

索，并产生了成效。“从元隆雅图给谦玛的赋能，

到双方客户的协同，再到业务线上的互补，都是

很成功的。 ”

此外， 谦玛网络与其控股子公司沐鹂信息

也实现了协同。 史实介绍，沐鹂信息客户群体多

样，以新媒体和电商服务为主，与谦玛网络有业

务互补性。

根据早前公告， 业绩承诺方承诺谦玛网络

于2018年、2019年、2020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3200万元、4000万元、5000万元。

今年年初， 疫情来袭给众多企业带来了诸

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对此，刘迎滨信心十足，“我

个人觉得没问题，疫情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负

面的影响，而是积极和正面的。 ”他称完全有信

心完成今年的业绩承诺。

刘迎滨的信心来自于新增客户的稳步增

长。 刘迎滨指出，今年新增客户数量可观，比

如丸美、拼多多、腾讯教育等头部企业，其中

丸美和拼多多都是千万级别合作。 还有一些

疫情后录入的潜在客户， 会在下半年或明年

产生经济效益。 在客户增长方面，其称稳定性

比较强。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多地实施

7月2日，安徽省医保局发布消息称，自7月

1日起，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

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医疗机

构，统一执行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

带量采购中选产品价格，按照2019年全省网上

采购额测算，预计两类产品年节约资金分别为

3.6亿元和0.28亿元。

6月30日，安徽省医保局、卫健委等联合发

布《关于印发推广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试点经验实施办法的通知》（简称 《实施办

法》）， 将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高值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试点经验。 《实施办法》要求

扩大实施范围，实施范围由省属公立医疗机构

扩大到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

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 鼓励其他医疗机构积极参加。

早在去年7月份， 安徽和江苏已率先对部分

高值医用耗材进行带量采购。 2019年7月，安徽

通过带量采购谈判议价，骨科（脊柱）类、人工晶

体类产品总体平均降价分别为53.4%和20.5%。

与此同时， 江苏分别于2019年7月份和9月份在

全省开展了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采。

6月30日，江苏省医保局发布《江苏省第

三轮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

购方案》，开展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人工硬脑

膜、人工硬脊膜、疝修补材料的组团联盟集中

采购。

除此之外，跨省跨区域联盟版医用耗材带

量采购也在持续推进。 5月9日，首批人工晶体

类眼科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会在天津举行。全国

范围内第一次跨省跨区域医用耗材带量采购

由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共9省市参加， 带量

采购的耗材选择了人工晶体类眼科耗材。 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此前发布

消息，目前共有44类产品确定中选，涉及70种

具体产品， 平均降幅为53.72%， 最高降幅为

84.21%。 中选价格预计2020年7月执行。

5月21日，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河南省

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公告，组织开展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 实施量采的品种主要包括吻合

器、补片、胶片3类医用耗材。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医用耗材集采是完善医疗机构耗材

阳光采购的重要环节。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集

中采购后的耗材价格与为实行前呈现大范围下

降，通过集中采购降低耗材价格的效果显著；二

是由于医用耗材品种范围广、使用量大，实行集

中采购能有效减少寻租空间， 提高医疗机构对

于医用耗材采购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三是能加

快促进耗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相关医疗机构

可以在采购平台获取同类产品中标价及可配送

单位等信息，大幅提高了耗材采购的可选择性，

也减轻了耗材招标采购的工作量。

政策频发

5月28日上午，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

金甫主持召开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改革座

谈会，听取部分企业和协会代表意见建议。 这

被业内广泛认为是国家版医用耗材带量采购

渐行渐近的一个信号。

5月9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赴天

津调研。 期间，胡静林出席了天津等九省份联

盟采购高值医用耗材申报信息公开大会，赴天

津人民医院考察医保结算、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落地情况。

胡静林指出，本次天津、北京、河北、辽宁、

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内蒙古联盟采购人

工晶体，是继去年安徽、江苏高值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破冰后又一重大进展，彰显了以天

津牵头的联盟地区医保部门敢啃硬骨头的责

任担当； 希望联盟地区以本次采购为起点，将

更多质优价宜产品纳入采购范围，为全国普遍

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探索经验。

6月份，医保局也是连续发文，进一步规范

医用耗材行业。 6月8日，医保局下发关于《基

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简称《暂行办法》），对目录产品的确

定、医保支付标准等方面作了规定。 文件称，国

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综合考虑医用耗材的

功能作用、临床价值、费用水平、医保基金承受

能力等因素，采用准入法制定《基本医疗保险

医用耗材目录》（简称《目录》）并定期更新，

动态调整。 《目录》内医用耗材按规定纳入医

保基金支付范围。

兴业证券认为，本次文件是国家层面首次

制定的《目录》，与此前发布的《基本医保用药

管理办法》相呼应，选择医保品种时更注重产

品本身的临床价值和性价比， 再结合谈判降

价、带量采购等方式，以期在保障患者基本医

疗需求的基础上尽量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

率，维持医保资金长期的平稳运行。

6月4日，国家医保局下发公告，公示第二

批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的医用耗

材信息，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医保医用耗材编码

形成“通用语言” 的工作。 6月28日，国家医保

局再次发布 《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

库更新》。

张立超认为，近期，国家医疗保障局等部

门相继出台关于医用耗材目录产品的确定、医

保支付标准、编码“通用语言” 工作等政策文

件，标志着今后将从国家层面推动和建立全国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尤其是“带量采购、招

采合一” 将成为未来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重点

方向。 同时也应注意，国家层面搭建的医用耗

材集采平台并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省级耗材平

台的替代，而是在招标、采购、配送、结算等环

节与各省平台形成层次分明、协调互动的共享

系统，使得耗材产品的价格更为透明，也更有

利于相关部门的高效监督。

集中度提升

张立超表示，在多地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加

速推进的背景下， 对于医用耗材行业来说，一

方面将受益于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建设

所带来的行业增量空间，另一方面也将促使行

业本身向具有规模优势、技术成熟、创新能力

强的头部企业加速集中，特别是进口替代空间

明显、产品具备较高性价比的国产医用耗材品

牌将迎来发展的春天。重点关注包括心血管支

架、骨科植入物、人工晶体等临床使用成熟、用

量大、附加值高的带量采购重点品种的生产流

通企业。

兴业证券认为，整体来看，医保医用耗材

目录的动态调整提高了目录调整频率，新上市

的产品将及时被纳入目录而快速放量，利好创

新医疗器械产品的发展。医保谈判和带量采购

短期内将对相关医用耗材的价格产生一定影

响，但终端价格的下降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的

市场渗透率，同时加速优质低价的国产耗材对

同类进口产品的替代， 促进行业集中度的提

升，建议关注国产化率较低、竞争格局较好的

细分医用耗材赛道的头部公司。

渤海证券认为， 耗材集采已是大势所趋，

首先纳入集采范围的品种具备需求大、技术成

熟、国产化率高、单价值高等要素，例如心血管

支架类、创伤骨科、人工晶体等，但目前集采价

格大都尚未穿透公司出厂价格，总体来看集采

将促使行业向具备规模优势、技术先进、创新

迭代的头部企业集中，龙头优势将更加明显。

带量采购加速推进

国产医用耗材迎来发展春天

� 多地医用耗材带量

采购陆续推进。 7月1日，

福建省医保局发布《关于

公示福建省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

的通知》，公示人工关节、

留置针、超声刀、镇痛泵

四大类耗材的带量采购

拟中选结果。 此前，山西、

浙江等多个省市高值耗

材带量采购方案也已陆

续落地。

业内人士认为，医保

谈判和带量采购短期内

将对相关医用耗材的价

格产生一定影响，但终端

价格的下降有望进一步

提升产品的市场渗透率，

同时加速优质低价的国

产耗材对同类进口产品

的替代，促进行业集中度

的提升，建议关注国产化

率较低、竞争格局较好的

细分医用耗材赛道的头

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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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品牌汽车经销商店。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