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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materials are intended to supplement a discussion with L.E.K. Consulting. 

These perspectives will, therefore, only be meaningful to those in attendance.      

The contents of the materials are confidential and subject to obligations of non-

disclosure. Your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full disclaimer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2025年6月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洞察
（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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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对亚太地区医院的战略重心进行了调研和分析；2025年度的调研于2至3月进行，覆盖了111位中国公立和
民营医院管理层

2

L.E.K. 2025年度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23%

68%

44%
50%

21%

16%

24%

24%

5%

15%

11%

21%

6%

21%

5%

5%

6%

4%

24%

2%

3%

国家 医院类型 医院规模 受访者职务

民营医院

公立二级及一级
医院

20-299个床位

300-499个床位

500-999个床位

1,000+个床位
负责采购的副院长

负责运营/护理的
副院长

负责财务的副院长

公立三级医院

中国调研参与者组成
受访者比例（N=111）

医院院长

L.E.K. 亚太地区医院调研参与者组成
受访者比例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泰国

日本

越南

韩国

新加坡

新兴医疗市场

成熟医疗市场

马来西亚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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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解读 (中国市场) 的关键要点

• 与过往调研相比，医院管理层对未来预算的前景更为乐观。自2024年11月医保基金预付制度政策发布以来，此次调研中
约有40%的受访医院表示已收到医保预付款项

• 鼓励国产医疗器械已成为常态，但各医院在招标过程中对“国产”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已超出产品制造地本身的范畴

•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进院流程日趋顺畅，约50%的受访公立医院声称具备医保谈判药品自动进院机制，同时医保谈判药品的
处方限制也有明显放宽

• 尽管线下渠道仍是医生与药企及医疗器械公司互动的首选方式，但如在线会议、企业官网、第三方医学平台/应用等线上
渠道，正逐步获得医生群体的认可和使用

• 多数受访的公立三级医院表示，计划在未来一至三年内参与或扩大医疗数据交易，其积极程度明显高于公立二级、一级医
院及民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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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的调研结果相比，公立和民营医院对于未来的预算和盈利能力展望都更加乐观

私立医院未来3年盈利能力展望 – 中国**
受访者比例

公立医院未来3年预算展望 – 中国*
受访者比例

亚太地区
医院调研

（2020年12

月）

*问题：您预估未来3年您所在医院的预算盈余/赤字情况如何？选择“我不知道/不方便透露”的已剔除; **问题：您预估您所在的医院未来3年息税前利润 (EBITDA) 水平（不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如何？选择“我不知
道/不方便透露”的已剔除
L.E.K. 2020、2023和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15% 85%

89%

98%

N=59

N=72

-2%N=94

-11%

预算赤字 收支平衡/预算盈余

-9%

-21%

91%

79%

94%

N=23

N=20

-6%N=17

亏损/EBITDA为负 盈利/EBITDA为正

亚太地区
医院调研
（2023年5

月）

亚太地区
医院调研
（2025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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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受访医院表示已收到医保基金预付款项，其余大多数医院预计该预付款将比以往医保基金的结算时间提
前1至2个季度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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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听说过医保预付金或相关政策

预付金的拨付时间相较以往的
医保结算时间可提前1-3个月

预付金的拨付时间相较以往的
医保结算时间可提前4-6个月

预付金的拨付时间相较以往的
医保结算时间可提前6个月以上

预付金拨付时间提前了1-3个月

预付金拨付时间提前了4-6个月

预付金拨付时间提前了6个月以上

*问题：国家医保局于2024年11月颁布政策，医保部门年初将预付部分医保基金帮助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采购等医疗费用周转支出。以下哪种说法最能说明您医院医保基金预付工作的执行情况？
L.E.K. 2025年度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医保基金预付工作执行情况
受访者比例（N=111）

还未申请或执行预付金

已收到过预付金

国家医保局：医保基金预付

医保基金预付制度
（2024年11月）

• 医保预付款基金是指将部分医保基金提
前拨付给医院，用于缓解其短期资金压
力，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 2024年11月，国家医保局正式出台相关
政策，建立国家医保预付款基金制度。
该基金实行专款专用，明确限定用于药
品和医用耗材的采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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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产医疗器械的鼓励已成为常态 ……

*问题：以下哪项陈述最能说明您所在医院对于进口医疗器械产品的态度？**551号文件指《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
L.E.K. 2020、2021、2023和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66% 65% 67%

34% 35% 33%

所有公
立医院
（N=95)

公立三级
医院

（N=40）

公立二级
医院

（N=55）

对于进口医疗器械的限制*
受访者比例

64% 60%
67%

36% 40%
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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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公
立医院
（N=95)

公立三级
医院

（N=40）

公立二级
医院

（N=55）

2020年12月 2021年12月2021年5月

551号文件**

签发

2023年5月

N=120 N=120

89%
83%

93%

11%
17%

7%

所有公
立医院
（N=80)

公立三级
医院

（N=35）

公立二级
医院

（N=45）

N=100

2025年3月

78% 75%

89%

22% 25%

11%

所有公
立医院
（N=94)

公立三级
医院

（N=76）

公立二级
及一级医

院
（N=18）

当前存在限制进口产品情况

目前没有限制进口产品

N=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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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同医院对“国产”的解读不尽相同；有些医院的定义已超出了产品制造地的范畴

56% 55%
61%

13% 16%

31% 29%
39%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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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所有公立医院
（N=94）

公立三级医院
（N=76）

0%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
（N=18）

必须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

中国本土品牌

中国境内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
无论是由外资企业或中国企业生产

招标采购中对“国产产品”的界定标准*
受访者比例

*问题：在医疗器械/医疗设备招标采购过程中，您医院对于“国产产品”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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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0%的受访公立医院声称具备医保谈判药品自动进院机制；医保谈判药品的处方限制也有显著放宽

谈判药品纳入医院药品清单的情况*
受访者比例

*问题：对于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 (NRDL) 的药品，若此前该药尚未被纳入医院药品清单，医院一般会如何决定是否将其加入医院药品清单？** 问题：一旦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进入医院药品清单，在处方该药品时是
否有任何限制？
L.E.K. 2020、2021、2023和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医保谈判药品无处方限制的公立医院占比**
受访者比例

51%

76%

48%

18%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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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

公立医院（N=94） 民营医院（N=17）

大多自动纳入

一部分自动纳入，
另一部分需要逐案批准

即便纳入医保，大部分谈判药物也
未被医院纳入药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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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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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N=95)

2022 
(N=95)

2023
(N=80)

2025
(N=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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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线下方式仍是医生最倾向的与药企及医械企业互动的渠道，但部分线上渠道的接受度正在不断提升

同医药/医疗器械/医疗设备企业沟通的渠道或方式*
受访者比例（N= 111）

42%

37%

32%

32%

31%

19%

14%

23%

23%

36%

28%

36%

32%

38%

41%

30%

49%

37%

20%

27%

26%

30%

28%

35%

41%

18%

35%

8%

5%

5%

5%

15%

11%

5%

0 20 40 60 80 100

2%公司医学网站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电子邮件

企业微信

4%第三方医学网站/APP

线上1对多会议

线上1对1会议

线下行业或学术会议

面对面拜访

经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问题：您通常通过哪些渠道或方式同医药/医疗器械/医疗设备企业沟通或获取信息？您愿意通过哪些方式同医药/医疗器械/医疗设备企业沟通？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同医药/医疗器械/医疗设备企业沟通或者获取信息的频率 您愿意通过哪些方式与企业沟通

39%

23%

31%

27%

37%

36%

26%

63%

51%

0 20 40 60 80

线上方式

线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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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受访的公立三级医院表示，计划在未来一至三年内参与或扩大医疗数据交易活动，其积极性明显高于公立
二级医院和民营医院

*问题：国家数据局于2024年1月颁布《“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医疗数据应用，多地数据中心开始落地医疗数据交易。以下哪种说法最能说明您医院数据应用和交易情况？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6%

14%

26%

35%

17%

2%

整体
（N=111）

没有听说过医疗数据交易的政策

听说过，但本院没有参与过交易，未来3年也暂
无计划参与

本院在进行数据采集和清洗等工作，准备在未来
1年内参与交易

本院在进行数据采集和清洗等工作，准备在未来
1-3年内参与交易

本院参与过数据交易，未来准备进一步扩展交易
数据维度

本院参与过数据交易，未来暂不计划进一步扩展
交易数据维度

3%

9%

28%

38%

20%

3%

公立三级医院
（N=76）

6%

39%

11%

22%

22%

0%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
（N=18）

24%

6%

35%

35%

0%

0%

民营医院
（N=17）

医院参与数据交易现状*
受访者比例国家数据局：医疗数据交易相

关政策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
2024-26》

（2024年1月）

• 2024年1月，中国发布《“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旨在加快构建全国性
的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的合规高效
流通，培育涵盖数据提供方、平台和服
务机构在内的产业生态

• 该计划将医疗健康数据作为重点试点领
域之一，鼓励在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及
第三方平台之间开展标准化的数据共享，
同时强调加强隐私保护和监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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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的其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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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三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依然显著高于二级及以下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

50%

6%

29%

30%

6%

12%

16%

28%

35%

56%

18%

6% 6%

0

20

40

60

80

100
3% 1%

公立三级医院
（N=76）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
（N=18）

民营医院
（N=17）

>80%

71%-80%

61%-70%

50%-60%

<50%

公立与民营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与财务前景概览*
受访者比例

*问题：贵院过去12个月的平均床位使用率是多少？**问题：住院患者入院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L.E.K. research and analysis

64%

77%

41%

38%

34%

37%

12%

31%

49%

56%

62%

56%

43%

43%

12%

12%

85%

59%

39%

39%

39%

26%

33%

13%

0 20 40 60 80 100

医生个人口碑/声誉

医院知名度/口碑

政府补贴医疗服务
（例如：国家医保）

急症入院

差异化服务/前沿技术

院内门诊转诊

商业保险/HMO网络

院外门诊转诊

患者入院主要驱动因素**
受访者比例（N=111）

公立三级医院（N=76）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N=18）

民营医院（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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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人员成本是中国医院支出的主要构成；资本性支出预算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快速增长，其中公立三级医院
尤为突出

*问题：贵院在本财年中，各项预算类别分别占总预算的百分比是多少？包括公立和民营医院; **问题：您预计贵院在未来12个月的支出将会如何变化？包括公立和民营医院; ^包括市场营销、社区项目等内容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23%
16% 16%

29%

28% 27%

13%

12% 11%

12%

16%
14%

19%
23%

24%

4% 5% 9%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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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公立三级医院
（N=76）

公立二级及
一级医院
（N=18）

民营医院
（N=17）

当前医院预算分配（FY25）*
受访者比例

未来医院预算分配（FY26）**
受访者比例（N = 111） 

-100 -50 0 50 100

其他^

医疗物资

基础设施与运营支出

非临床人员的薪酬、
福利与培训支出

临床人员的薪酬、
福利与培训支出

资本性支出（Capex）

大幅增加

小幅增加

无变化

小幅减少

大幅减少

-100 -50 0 50 100

公立三级医院
（N=76）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
（N=18）

民营医院
（N=17）

-100 -50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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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的工作重点多元，主要聚焦于医疗标准化、数字化建设及员工安全保障

63%

49%

44%

42%

42%

33%

32%

31%

26%

23%

院内或同一集团医院之间的医疗器械产品使用标准化

投资数字化医疗相关的能力

提高医护人员（医生、护士等）的安全防护

提高工作效率及工作流程优化

与替代性医疗服务机构开展合作

投资于新的 IT 基础设施

提升供应链韧性

降低大型设备采购成本

应对一线医务人员疲劳所引发的人力短缺问题

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未来三年内的十大战略重点*
选择“6”和“7”的受访者比例 整体

（N=111）

65%

53%

71%

35%

35%

35%

35%

6%

12%

12%

53%

39%

31%

38%

33%

31%

23%

22%

23%

21%

民营医院
（N=17）

公立三级医院
（N=76）

受访者也被问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战略优先事项，但未将其列
为最主要的战略重点之一

50%

44%

44%

28%

56%

33%

44%

39%

33%

17%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
（N=18）

关键细分领域的优先事项

*问题：在未来三年内，下列战略重点对您所在医院的重要性如何？（请选择五项最重要的）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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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肾脏和肿瘤是未来三年内医院计划重点投入和扩充的前三大专科领域

*问题：贵医院目前提供哪些临床专科服务（即设有专科床位、专科医生、专科诊所、亚专科及专科特定技术）？ ^2025年调研新增科类
L.E.K. 2023和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医院寻求拓展的专科*
选择在未来三年内“扩张相关医疗服务”的受访者比例
（N=111）

0

10

20

30

40

50

肾脏科 肿瘤科 儿科 眼科 生殖医学
与试管婴
儿服务

神经科 骨科 心内科 介入放射/心
血管介入科

消化内科 妇产科 理疗科 减重外科 普通外科 整形外科 皮肤科 老年科 内分泌科医美科

43%
41%

38%
36% 35%

33%

29% 28% 27%
25% 24% 23% 23%

20%
18% 18%

14% 14%

44%

排名变化

N/A^ N/A^

与2023年调研
结果的变化：  

大幅增长 无变化

小幅减少 大幅减少

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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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采购标准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在科室层面与同一供应商集中合作

*问题：请说明您所在医院采用以下哪些方法来标准化医疗用品和器械的采购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采购标准化的主要方法*
受访者比例

72%

40%

50%

43%
47%

24%

35% 35%

0

20

40

60

80

同一临床科室的采购
集中于同一家供应商

减少同一产品类别中
可选产品SKU数量

特定手术或产品类别
指定供应商

减少每个产品类别中
供应商数量

公立医院（N=94）

民营医院（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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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标准化最有望率先在医用耗材和诊断设备领域实现

*问题：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贵医院希望优先标准化采购的医疗用品、器械和设备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医院拟推进采购标准化的医疗物资/设备类别 *
受访者比例

61% 60%

38%

13% 14%

33%

43%

32%

7%

71%

59%

47%

35%

24% 24%

18% 18%

6%

0

20

40

60

80

医用耗材 诊断影像设备 临床辅助设备 非治疗性设备 非临床物质 创新药/专利药 植入式医疗器械 外科手术器械 仿制药/非专利药

公立医院（N=94）

民营医院（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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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创新性

医生偏好

支付模式的适配性

售后维护合同

对于公立医院而言，随着资本性支出金额的提高，成本因素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而“创新性”在各类支出水
平中始终被视为关键考量因素

18

采购医疗器械产品时最重要的决策标准*
将以下选项列为前二的受访者比例

耗材

45%

47%

43%

53%

35%

35%

39%

41%

38%

24%

0 10 20 30 40 50 60

中成本资本性支出设备
（例如：呼吸机、透析机、内窥镜与腹
腔镜系统、床旁监护仪）

高成本资本性支出设备
（例如：MRI 磁共振成像设备、CT、
PET、直线加速器（LINAC）扫描仪、
手术机器人、DNA 测序仪）

低成本资本性支出设备
（例如：除颤仪、输液泵、病床、
手术台、血压监测仪）

32%

29%

45%

41%

28%

47%

31%

35%

44%

47%

0 10 20 30 40 50 60

50%

59%

38%

41%

29%

24%

19%

47%

53%

29%

0 10 20 30 40 50 60

55%

47%

45%

59%

21%

53%

34%

24%

45%

18%

0 10 20 30 40 50 60*问题：请根据重要性对以下选择制造商的考量因素进行排序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公立医院（N=94） 民营医院（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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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医疗设备维护策略*
受访者比例

在大型设备维护方面，对于低成本资本性设备，通常由医院内部人员维护；而对于高成本设备，则更倾向于委
托设备制造商进行维护

*问题：您医院的大型设备主要由谁负责维护？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13%

51%

36%

5%

55%

40%

17%

42% 42%

公立三级医院（N=76）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N=18）

民营医院（N=17）

中成本资本性支出设备
（例如：呼吸机、透析
机、内窥镜与腹腔镜系
统、床旁监护仪）

高成本资本性支出设备
（例如：MRI 磁共振成
像设备、CT、PET、
直线加速器（LINAC）
扫描仪、手术机器人、
DNA 测序仪）

低成本资本性支出设备
（例如：除颤仪、输液
泵、病床、手术台、血
压监测仪）

25%

50%

25%

11%

50%

39%36%
40%

24%

59%

22% 19%

60%

15%

25%
35%

39%

26%

由医院内部人员维护 委托设备原厂维护 委托第三方服务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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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瑞、西门子和联影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市场中维修与支持服务表现最优的供应商；其他国内外厂商的认可度则
较为平均分布

首选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维修与支持服务）*
提及次数**

仅为部分示例

*问题：您认为哪一家医疗设备制造商在提供及时的维修与支持服务方面表现最为出色？ **另有53家公司被提及次数不足三次，未在图表中展示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15

10

5 4
3

2 2 2

2

2

2

0

5

10

15

20

1

1 1 1

16

14

7

4
3 3 3 3

公立三级医院（N=76）

公立二级及一级医院（N=18）

民营医院（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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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调研显示，数字化/人工智能最有望提升人员效率、接诊能力与患者护理质量

*问题：您认为数字化方案/人工智能将为贵院带来哪些价值？（最多选择三项）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数字化医疗解决方案带来的价值*
受访者比例

68%

47%

45%

34%

31%

30%

32%

14%

59%

65%

29%

35%

35%

29%

18%

29%

67%

50%

42%

34%

32%

30%

30%

16%

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和能力

提供更好的患者诊疗

促进向衡量医疗价值过渡

扩大医院服务的覆盖范围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减少医疗过失

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满意度

为医院提供新的收入来源

整体
（N=111）

公立医院
（N=94）

民营医院
（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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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最关注的问题是IT系统和基础设施的缺乏，而民营医院则更加重视患者隐私保护

*问题：您对数字医疗解决方案有哪些顾虑？
L.E.K. 2025年亚太地区医院调研 

数字化解决方案应用的主要顾虑*
受访者比例

公立医院
（N=94）

民营医院
（N=17）

38%

37%

32%

30%

29%

27%

21%

21%

18%

15%

13%

9%

6%

3%

1%

缺乏采用数字化健康解决方案的 IT或基础设施

工作人员对采用数字化健康解决方案的准备不足

需要调整或改变现有诊疗规范以适应数字化医疗

不同数字化健康解决方案的不兼容性

缺少开发和实施数字化健康解决方案的人才

造成患者隐私问题的顾虑

缺乏有关数字化健康解决方案价值的证据

随着 AI 和数字健康方案的发展，担心岗位被取代

实施数字化健康解决方案的预算不足或未设预算

缺乏明确的数字健康解决方案医保报销指引

行政负担增加

医院收入可能减少

采纳数字化健康解决方案未被纳入政府推荐

认为数字健康解决方案不适用于本院

患者尚未为数字化医疗做好准备

18%

24%

29%

18%

29%

24%

35%

29%

12%

29%

6%

18%

12%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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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旧金山

洛杉矶

圣保罗

休斯顿

芝加哥

波士顿

纽约

亚特兰大

华沙

麦纳麦

弗罗茨瓦夫巴黎

伦敦

Zurich

孟买

新德里 东京

上海

悉尼

墨尔本

马德里

慕尼黑

新加坡利雅得

阿布扎比

迪拜

台北

lekchina@lek.comWeChat http://www.lek.com/contact

陈玮（Helen Chen）

全球医疗和生命科学业务联合负
责人、大中华区主管合伙人

h.chen@lek.com

王景烨（Justin Wang）

合伙人，中国区业务负责人,

医疗和生命科学行业

j.wang@lek.com

曾凡凡（Evan Zeng）

合伙人，医疗和生命科学行
业

e.zeng@lek.com

郭维超

副董事，医疗和生命科学行
业

w.guo@lek.com 

秦嘉伟

高级经理，医疗和生命科学
行业

j.qin@lek.com

孙德岚（Stephen Sunderland）

合伙人、亚太区负责人，医疗和
生命科学行业

s.sunderland@lek.com

王韵之（Grace Wang）

合伙人，医疗和生命科学行
业

g.wang@lek.com

皮婷婷

合伙人，医疗和生命科学行
业

t.pi@lek.com

法夏杰

副董事，医疗和生命科学行
业

a.fa@lek.com 

http://www.lek.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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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演示文稿仅供提供信息和说明之用。因此，本演示文稿仅可用于其指定场景和目的，属于保密内容。

请谨慎使用本演示文稿，接受本演示文稿即代表您同意艾意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成员、董事、管理层、雇员和代理(统称为“L.E.K.”)不对您或任何

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无论是在合同、侵权(包括过失)、违反法定义务或其他任何方面，无论该等义务或责任是在使用本演示文稿过程中发生、与本演示文稿相

关、由本演示文稿产生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产生。

L.E.K.对您或任何第三方因依赖或使用本演示文稿所导致的任何性质的损失、损害或费用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或第三方同意自行承担因接受本演示文稿可能产生的相

关风险。

本演示文稿基于编制时可获知的信息并基于一定的假设，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未来事件、发展情况和不确定性的假设，并包含“前瞻性表述”(该等表述可能包括但不限

于关于市场机会预估、策略、竞争、预期活动和支出等的表述，且该等表述可不时通过“可以”，“可能”，“应该”，“将会”，“预计”，“相信”，“预期”，

“期望”，“计划”，“估计”，“预测”，“潜在”，“打算”，“继续”等词语以及该等词语或类似词语的变体识别)。  

L.E.K.无法预测未来事件、发展情况和不确定性。因此，本演示文稿中包含的任何前瞻性表述可能被证明不正确或不完整，实际结果可能与本演示文稿中预测或估计

的结果存在重大差异。 L.E.K.无义务在本演示文稿发布之后对任何前瞻性表述进行更新，L.E.K.也不对本演示文稿中的任何预测或预估与未来事实相符作出陈述或保

证。本演示文稿中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是、亦不应作为对未来的承诺或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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