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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企业拟中选第五批

国家高值医用耗材集采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2月19日， 第五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

果，纳入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两类产品。

本次集采，外资企业表现出超预期的热情，积

极参与集采。 此次集采设置了复活机制，为相

关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国家医保局表示，随着

虚高价格空间的去除， 人工耳蜗和外周血管

支架的临床可及性将得到提升， 有效推动需

求释放，促进行业发展。

企业积极参与

根据此前公告， 本次集采主要涵盖以下

品类： 人工耳蜗类 （包括植入体和言语处理

器）和外周血管支架类（包括下肢动脉支架、

非下肢动脉支架、静脉支架）。

在人工耳蜗类5家拟中选企业中，既包括

外资企业奥地利美迪乐医疗、美国领先仿生、

澳大利亚科利耳， 也包括内资企业上海力声

特、浙江诺尔康。 外周血管支架类耗材需求量

共25.8万个，18家企业拟中选， 既有柯惠、雅

培、波士顿科学等全球知名外资企业，也有多

家内资企业，其中不乏心脉医疗、归创通桥、

先健科技等上市公司，产品供应丰富多元。 国

家医保局表示， 此次国家集采临床常用内外

资主流品牌基本拟中选，稳定临床使用。

外资企业参与此次集采的积极性较高，

所有4个组别 （人工耳蜗及3个外周血管支架

组）均由头部外资企业以第一名拟中选。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外资企业美迪乐的

人工耳蜗植入体-9（支持3.0核磁）和一体式

声音处理器分别报价31666元、15000元，以第

一名拟中选。 在首轮拟中选结果通报中，除了

美迪乐，领先仿生、力声特也获得拟中选资格。

专家表示，外资企业此次大幅降价，正是

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 当前，美迪乐在国内市

场已拥有30%-40%份额。 此次美迪乐花费较

大代价，可以稳住其市场份额，并带来增量。

本次集采，人工耳蜗类耗材单套（含植入

体、言语处理器）价格从平均20余万元降至5

万元左右。

规则更加灵活

本次集采制定了二次报价规则：在第一次

报价中，低价入围且满足比价关系的企业以规

则一中标； 入围但不满足比价关系的企业、未

入围的企业可分别根据第一次结果再次报价，

通过规则二或规则三复活中标；协议采购量分

配向第一次报价中的低价企业倾斜。

国泰君安认为， 二次报价规则在保证高

中选率、确保企业预期稳定性的同时，给予了

企业更多自主博弈空间。

专家认为，经过此前的多轮集采，相关规

则越来越合理。 此次设置复活机制，令企业报

价更理性。“设置复活机制，初衷是希望临床

能用的产品都有入选机会。 ” 专家认为，该机

制让企业第一次报价更加理性。 同时，第二次

报价虽有中标机会，但市场份额会受到影响。

国泰君安认为，本次国家集采，进一步考

虑了不同特征产品的临床价值， 避免唯低价

论。 根据人工耳蜗是否兼容核磁，外周血管支

架是否有药物涂层、是否覆膜等产品特征，分

别制定了不同的价格折算系数。

国家医保局表示， 本次集采坚持稳中求

进，聚焦“稳预期、稳临床、优供给、促增长”

多重目标。 在优供给方面，对功能较强、使用

更方便的新一代产品按一定比例适当加价，支

持创新产品进入临床。企业中选后可直供全国

医疗机构，摆脱渠道销售旧模式，释放业态新

动力。本次采购周期为3年，稳定的采购量可以

帮助中选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

加速产品迭代

此次集采， 会给人工耳蜗市场格局带来

一定冲击。 当前，人工耳蜗市场渗透率较低，

入围企业有望实现放量增长。 人工耳蜗属于

高端医疗器械，集采后纳入医保的概率较大，

这将助力入围企业进一步拓展市场。

诺尔康相关负责人介绍， 推行集采政策

后，虽然人工耳蜗产品价格下降，但企业通过

以价换量可以实现快速发展。

天鸿盛捷相关负责人表示，集采是大势所

趋，企业应积极拥抱。 此次集采静脉支架最高

有效申报价为5900元， 相比市场价格大幅降

低。 目前， 公司产品已覆盖近1000家三级医

院。 医疗器械比药品更复杂，企业不能只靠报

低价带量，后续落地还要做好服务、配套工作。

专家认为， 集采促使人工耳蜗企业加速

产品迭代。 过去因价格掣肘，消费者多选择低

端产品，如今价差缩小，患者更青睐高品质产

品，倒逼企业推陈出新。

根据医保局的公告， 本次集采人工耳蜗

类耗材需求量共1.1万套，5家企业拟中选；外

周血管支架类耗材需求量共25.8万个，18家企

业拟中选。 拟中选结果公示后，预计2025年3

月3日（全国爱耳日）前后落地人工耳蜗中选

结果。 外周血管介入类耗材因其型号多、长短

及粗细各类组合多、备货周期长，拟于2025年

5月落地实施中选结果。

“上海超级工厂”正式开工

肇民科技深耕高端精密注塑件领域

12月的上海寒意渐浓， 但在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工业园区内的

肇民科技 “上海超级工厂”（简

称“新建项目” ）奠基仪式现场，

员工热情高涨， 纷纷在新建项目

介绍背景板前合影留念， 脸上绽

放出灿烂的笑容。

“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达

8亿套新能源汽车部件及超精密

工程塑料件。 公司的规模将得到

跃升， 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 ” 在12月18日举行的金山区

2024年第四季度重点产业项目开

工活动暨肇民科技“上海超级工

厂” 奠基仪式上， 肇民科技董事

长、 总经理邵雄辉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新建项目

将全力打造智能化、 数字化生产

基地， 引入先进自动化生产线与

工业互联网系统，革新生产流程，

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管控水平，

降低运营成本，树立行业标杆。

● 本报记者 乔翔

当地政府鼎力支持

此前，肇民科技与金山区朱泾镇工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项目投资服务协议

书》。 公司“年产8亿套新能源汽车部件及超

精密工程塑料部件生产新建项目” 建设按下

加速键。

“公司于2012年入驻上海金山区， 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遇到一些瓶颈，包括产能、客户

资源等瓶颈。 ”邵雄辉告诉记者，根据业务情

况经过审慎评估， 我们认为存在建设新工厂

的需求，当地政府第一时间提供了很多帮助。

“新建项目落地上海市金山区朱泾工业

园区，我感到十分满意。 这片产业沃土拥有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产业配套资源。”邵雄辉

表示，当地政府高效务实，项目筹备工作一路

绿灯，尽显“金山速度”与“金山温度” 。

过去数年，金山区的蜕变堪称日新月异。

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步跨越， 到民生福祉的

节节攀升， 金山区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一颗

耀眼的明珠，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入驻。

值得一提的是， 金山区2024年第四季度

重点产业项目开工活动当日同步举行，涉及8

个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19.3亿元，涵盖新材

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高度契

合金山区产业发展定位， 将加速推动金山区

产业串点成链、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在邵雄辉看来，在现场与众多新材料、智

能装备等领域的企业家、专家、一线工作者交

流探讨前沿技术， 一起重塑金山区经济增长

版图，这也是肇民科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加快规模化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 肇民科技是以特种工程

塑料的应用开发为核心， 专注于为客户提供

高品质工程塑料精密件的制造商， 主营业务

为精密注塑件及配套精密注塑模具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在“以塑代钢” 的背景下，肇民科技以提

供更具使用价值的产品为目标， 致力于高端

精密注塑件的国产化， 并与多家国际知名企

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据介绍， 作为汽车零部件二级供应商和

家用电器零部件供应商， 肇民科技主要客户

包括三花智控、安美世、舍弗勒、奥托立夫、采

埃孚、盖茨、哈金森、慕贝尔、均胜电子、飞龙

股份、银轮股份、赛力斯等知名汽车零部件企

业和A.O.史密斯、松下、科勒、能率、TOTO、

林内等全球知名家用电器企业。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

态势，在重塑出行版图的同时，为上游零部件

企业带来了海量机遇。 ”邵雄辉认为，对于肇

民科技而言，这是时代赋予的风口。 此次新建

项目精准锚定这一赛道，深度契合产业需求。

“一方面，公司的技术实力、产品质量得

到客户的高度认可，从而推动公司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 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行业蓬勃发

展，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机遇。 公司需要扩大规

模，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谈及该项目的建

设背景，邵雄辉表示，基于公司中长期战略发

展规划，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实施该项目可

以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优质产能， 提升研发创

新能力，有利于公司加快规模化发展，增强综

合竞争实力。

“进入肇民科技大家庭10年来， 我见证

了公司员工数量不断增长、 工厂规模持续扩

大。 本次‘上海超级工厂’ 开工建设，将为公

司后续发展提供更大的舞台。 作为一线员工，

我从内心为公司的不断成长感到骄傲。”肇民

科技一名员工兴奋地对记者说。

产品线持续丰富

肇民科技聚焦乘用车、商用车、高端厨卫

家电等领域， 为客户提供高安全性的核心零

部件，产品附加值较高。

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汽车发动机周边部

件、汽车传动系统部件、汽车制动系统部件、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模块部件、 新能源汽车三

电系统部件、智能坐便器功能部件、家用热水

器功能部件、家用净水器功能部件、精密工业

部件等。

以汽车领域为例， 精密注塑件主要分为

内饰件、外饰件和功能结构件。 肇民科技在汽

车领域的产品主要为汽车功能结构件。 公司

生产的精密注塑件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热

管理模块和三电系统， 传统燃油汽车电控碳

罐泵、爆震传感器、发动机周边、传动系统、制

动系统等。

今年以来， 肇民科技加快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拓展产品应用，热管理模块、电子水泵、

电子油泵、电子水阀、电池冷却模组部件等产

品相继量产， 已被多个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

应用。

从家电行业看， 近年来家用电器产品升

级换代明显加快，智能化、高端化的家电产品

占据主导地位。 公司持续开发应用于家用电

器的精密注塑件，包括智能坐便器、家用热水

器、家用净水器等家用电器的核心功能件。

“依托新建项目， 除了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 传统汽车零部件及高端厨卫家电零部件

市场，公司还将紧跟客户需求，进入储能、人

形机器人等领域。 新建项目将极大满足公司

自身发展需求。 ” 邵雄辉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凭借在特种工程

塑料领域多年的开发经验和精密零部件的制

造经验，肇民科技紧跟客户需求，积极与客户

共同开发人形机器人精密零部件新品， 目前

开发与经营工作在有序进行中。

“通过新建项目公司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不断为客户提供价值。 ”

邵雄辉表示，新建项目要在数字化、智能化等

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 持续提升创新和研发

能力，更好适应市场变化。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邵雄辉多次提

及公司的使命，即“为了客户的感动和感谢而

制造” 。“公司深知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产品对

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意义。 ” 邵雄辉表示，公司

把服务意识深刻融入到产品制造过程中，为客

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全方位的服务，向着国内

工程塑料领域领导者的目标稳步前行。

强主业 调结构 降成本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完成并购事件逾500起

●本报记者 王辉

近期，政策密集出台，鼓励上市公司开展以

产业整合升级为目的的并购重组，培育壮大耐

心资本。 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积

极响应，并购重组市场持续活跃。 哈森股份、杭

州高新等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涉及并购重组的公

告。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截至12月18日，2024

年以来并购方为上市公司且处于完结状态的并

购事件有541起。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围绕强主业、调结

构、降成本，抓住资本运作有利时机，推进战略

化并购、产业化重组，实现延链补链强链，有望

推动企业快速做大做强。

政策导向明确

证监会近日表示，要牢牢把握支持新质生

产力发展这个着力点，增强发行上市制度包容

性、适应性，鼓励以产业整合升级为目的的并购

重组，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在此之前，为进一步

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9月24日，证监会发布

《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

见》。 随后，上海、深圳等地陆续下发有关支持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具体行动方案。

在此背景下，并购重组进入活跃期。 相关

上市公司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寻求第二增长曲

线等需求开展并购重组，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

近期并购重组市场出现一些样板案例。 12

月17日，经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国

联证券发行A股股份购买民生证券99.26%股份

并募集配套资金获通过。这意味着自9月27日获

受理后，不到3个月时间，国联民生重组方案即

获交易所审核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例成为

新“国九条” 后首单券商并购重组过会项目。

据第三方机构监测，截至12月18日，以首

次公告日为统计口径，2024年以来并购方为上

市公司且处于完结状态的并购事件有541起，

仍在进行中的有1533起，仅38起失败。

对此， 凯联资本管理合伙人刘慧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轮并购重组政策

指向性很明确， 即支持上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

方向转型升级。 政策支持科技型企业并购产业

链上下游资产，鼓励企业跨行业并购。相比以往

的政策， 本轮并购重组政策给予了市场更大的

操作空间， 包括支持私募投资基金以促进产业

整合为目的依法收购， 以及允许收购未盈利企

业资产等。 同时，监管包容性更强，审核流程的

优化也给市场提供了更多便利。

从并购重组的实操层面看，正闻投资董事长

聂政表示，高估值高亏损企业在并购重组市场的

境遇将得到一定改善；同时，设置中小投资者利

益保护相关安排，相关方案的审核会更为严格。

聚焦新质生产力

根据《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

方案（2025—2027年）》的有关内容，未来三

年，相关支持举措将聚焦新质生产力强链补链，

以及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其中，上海将力争

到2027年落地一批重点行业代表性并购案例，

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

培育10家左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市公司，形

成3000亿元并购交易规模， 激活总资产超2万

亿元，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今年以来上海市大型国企的代表性并

购案例，上海电气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自动化集

团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机器人龙头企业上海发那

科机器人50%股权，在二级市场引起广泛关注。

上海电气副总裁董鑑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发那科

机器人将成为自动化集团持股50%的合营企

业，自动化集团将在市场开拓、产品研发等方面

与发那科机器人进一步协同，构筑上海电气在

智能机器人赛道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助力上海

电气进一步转型发展。

刘慧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通过整合升级和并购重组，提高产

业集中度和整体效率，可以提升产业整体竞争

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拥有稀缺性核心技

术的企业更受上市公司欢迎。 股权投资机构为

上市公司客户挑选并购资产时，会优先考虑这

些优质企业，同时综合考虑并购资产与上市公

司自身战略的匹配性，以及估值的合理性。

聂政向记者表示，拥有3000万元以上的年净

利润、 估值低且主业持续增长的先进制造业优质

资产，受到A股公司的青睐。 目前，有并购重组规

划的A股公司一般会联合投资经验丰富的股权投

资机构，通过设立并购基金等方式寻找并购标的。

实现“一举多得”

浙商证券研报表示，证监会推出了多项重

磅政策，积极推动并购重组，相关上市公司积极

响应。 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角度看， 进一

步推动并购重组将实现“一举多得” 。

有上海本地上市公司负责人进一步表示，

上海出台方案，支持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在

此背景下， 一些处于传统行业且近年来经营发

展偏弱的上市公司， 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实现

“腾笼换鸟” ；在尖端制造领域亟待“强链和实

现关键研发突破” 的科创型公司，则可以通过

并购重组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二级市场投资的角度看，万泰华瑞投资

基金经理张乐表示，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会更

看重并购重组给上市公司带来的长期正面影

响。 从标的选择方面看，要综合考虑并购重组

给相关上市公司带来的边际变化、长期成长价

值等。

刘慧认为，并购重组市场活跃，给投资机构

提供了新的退出渠道， 有利于打通募投管退的

堵点，同时助推A股公司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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