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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COVID-19

I. 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和医疗器械行业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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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主要观点

面对疫情，
我们的思考方向

 相较于2003年非典，宏观经济在2020新冠疫情中更为突显的方面？

 该疫情对公共卫生支出及投入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影响，未来公共卫生发展的趋势会怎样？

 医药行业产业链的相关公司机构的运营模式在疫情稳定后是否有较大的转变？

 疫情中患者就医及医院诊疗路径和诊疗方式的格局能否保持一种常态或者说进一步发展？

 政府在疫情中对医保的改变及医药支付方式的创新在疫情后会如何影响相关企业的运营？

 医疗器械领域中各细分领域在本次疫情中的受影响程度如何？

 疫情对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意义是什么？

 … … 

COVID-19疫情爆发至今，各行各业经历了大规模的停工后纷纷迎来了复工潮。但在过去近两个月中，医疗健康行业冲在了抗疫
前线。相较于2003年的非典，我们看到了更完善有效的医疗体系结合新科技的涌现，为新冠患者的诊断治疗和疫情下公众日常
健康需求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从对新冠相关临床试验的积极推动、“互联网+”纳入医保的利好，到大批医院门诊量和手术量的
骤减等问题 ，这些变化对国内经济和公共卫生的发展以及医疗行业，尤其是医疗器械公司，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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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COVID-19病毒疫情影响经济节奏，但不改变趋势；2020年中国经

济预计将现深V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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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信息来源：经济学人智库，国泰君安证券，国家统计局，Ipsos分析

*2003年非典周期：
2月6日~6月15日

疫情对服务业消费打击明显：

2020年春节之后的日均耗电量同比下降约25%, 2月中旬起有所回升
日均耗煤量：6大发电集团合计

• 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
近平强调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 商务部：2月18日，商务部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工作的通知》，要求把疫情对商务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 国资委：截止2月19日，央企所属2万余户生产型子企业复工率超过80%，石油石化、
通信、电网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超过95%，有的已达100%。

中央高层强调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且可控的

GDP 
增长率

对GDP增长的拉动. ppt. GDP增长贡献率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2002 5.1 3.6 0.4 55.6% 39.8% 4.6%

2003 3.6 7.0 -0.6 35.4% 70.0% -5.4%

2004 4.3 6.2 -0.4 42.6% 61.6% -4.2%

2017 3.9 2.3 0.6 57.6% 33.8% 8.6%

2018 5.0 2.2 -0.6 76.2% 32.4% -8.6%

2019 3.5 1.9 0.7 57.8% 31.2% 11.0%

9.1%

10.0%

10.1%

6.9%

6.7%

6.1%

• 固定资产投资：基建预计在Q2、Q3大幅反弹；制造业预计将延续补库存进程
• 消费：交通、餐饮等服务业对Q1 GDP贡献为负；Q2、Q3预计处于连续修复期
• 贸易：一季度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疫情可控后，进出口均会出现快速修复

COVID-19对经济的影响大于2003年非典，预计2020年GDP增速下滑0.1~0.4%

2020-01-012019-12-01 2020-02-01 2020-03-01
0

60

80 (万吨)

4

2003年非典期间，Q2季度经济收到冲击，全年经济影响较小

2月17日以来中央和主要地方政府努力把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为首要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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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020年数字来自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到2020年，
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到202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达到6.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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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明确强调：优化医疗卫
生资源投入结构，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公
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 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数字技术，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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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有机会成为政府和社会机构深化医疗改革与体系建设的催化剂

数据和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Ipsos分析

2009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在GDP%占比持续增高

2016年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卫生总费用GDP占比%

非典之后政府卫生支出占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持续提升

长期来看社会卫生支出占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上升潜力巨大



医药生产

医药研发

医药产业链 “COVID-19”疫情主要影响预计 2020年及未来影响程度预计 关键政策/影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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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对药品、疫苗及生物医药、医疗设备、工业互联网等研发创新支持力度提升(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 短期受医疗资源、患者入组速度阶段性下降等影响，研发速度放缓和新增研发同比下降

• 未来药品和耗材配送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耗材配送信息化水平迅速提升
• 商业公司持续延伸服务能力，如药事服务能力深化

• 短期研发开展影响明显，中长期创新和研发
支持力度加大

• 复盘2003年SARS期间医药工业累计收入增速发现，疫情对医药工业仅带来了3-6个月的阶段性增长波
• 新冠疫情预计拉动抗病毒类药物(尤其OTC)、 医用卫生材料、医用消毒、体外诊断等子行业短期需求激增

• 预计行业整体需求影响或将两向相抵

• 电商平台交易、线上问诊、疫情更新和心理咨询等服务迅速推出，用户量激增
• 未来线上商城，线上平台与城市卫健委合作药物配送、与医院合作线上预约+问诊

• 未来国家持续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投入和建设

• 短期基于预防、储备的需求导致的感冒/抗病毒药物(如中药OTC)销售额大幅增长
• 未来持续延伸服务能力，如线上处方、承接院内处方外流等

• 在”处方外流”的利好政策推动下，未来大型
连锁药店扩张加速，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 受疫情影响，Q1 门诊和住院病人量预计同比下降50~70%，2020年医院整体收入影响幅度为25~30%
• 2020年2月25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全面推广应用医保电子凭证通知》

• 互联网+”医保服务发展加速;医疗资源下层，加
强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医院投入和建设；

• ICU受高水平医疗层次人才限制，未来投入维持

• 随着民众健康意识增强，未来体检量和全名
占比将稳步提升

• 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年COVID-19核酸检测量和CT检测量激增，其他检测下降明显。随着基层医疗
机构投入加大，未来市场增长利好 • 整体影响有限

• 电商平台强大的商品品类、规格、仓储和物流
优势凸显，未来发展加速

• 国家医保局：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服务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全年降幅在20~30%左右
• 医保局成立以来，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22.9个月

• 疫情对局部医保带来的压力警示多元化支付体系的重要性
• 国家认可商业保险在疫情中的补充作用，未来将进一步鼓励商保的覆盖：商业保险在非典后短期迅速增长

• 国家银保监2月3日出台：支持人身险公司将意外
险、疾病险等产品责任扩展至新冠肺炎

• 2020年2月起，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可实行
减半征收，最大可为企业减负1500亿元

• 截止2018年全国个人卫生支出占比28.6%，其中北京~16%,上海~20%
• 未来国家将持续推动个人卫生支出缓慢下降

•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个人卫生支出比
例将降到25%左右

6

预计本次疫情对鼓励创新、医疗资源下层、互联网+医疗服务影响明显

数据和信息来源：Ipsos分析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影响程度：低→高

• 受疫情影响，Q1 体检量预计同比下降60~70%，短期影响明显
• 未来健康意识持续增强，2021年及未来3年体检量增速仍将保持15%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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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 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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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病咨询问诊

◼ 分级诊疗尚处于起步阶段: 截止2019年上级医院就诊量占比仍在逐年上升, 家庭医
生服务也面临着追求签约率而服务质量不足的问题

◼ 分级诊疗模式在疫情防控中凸显成效
✓ 家庭医生发挥“健康守门人职责” , 对发热的患者、疑似患者进行全面的、分

类分层的有效排查和分流，减少居民盲目到医院就诊，检查交叉感染性
✓ 社区医院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承担了新冠病毒的初筛、转诊以及分流轻症

患者，但也暴露出了传染病诊断经验欠缺以及硬件设施的缺乏
◼ 预计国家将加大对基层医疗的资源投入，加快优质资源的下沉，让分级诊疗充分达

到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作用
✓ 2月16日，卫健委副司长诸宏明提出健全“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
✓ 强化医联体、医共体的同时，由家庭医生最终在基层为居民提供连续性、责任

式的健康管理

全国就诊人次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疫情中，线下医疗资源的短缺以及对医院交叉感染的担忧推动大批居民转向线上问
诊平台

◼ 互联网医疗借机完成了深刻的消费者教育，加速地培养了患者就诊常见病和慢性病
从线下转向线上的接受度；例如对比疫情前：

◼ 近期上海和武汉加入福建、银川等地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明确
指向了政府逐步认可互联网医疗在提升医疗资源效率方面对分级诊疗的促进作用

x10

x9

新用户注册量

用户问诊量

CAGR
15-19

8%

2%

预测

3%

1%

4%

3%

4%

6%

CAGR
19-24F

慢性病复诊

互联网医疗平台

线下医院

互联网医疗能为线下医院有效分流

分级诊疗仍处初期，疫情或将进一步加大政府推动力度

互联网医疗逐步成为主流诊疗路径的选择，为线下医院分流

1

21

如有必要，转诊

面诊、检查、确诊后制定治疗方案

8

分级诊疗落地加速，互联网医疗助力

数据和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服务数据，Ipsos分析



医疗产业研发创新在政策改革的推动下已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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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个）
CAGR 15-18

13%

27%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MAH)

2016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方案》

特殊/优先审批急需和创新药品、器械

2017 《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2018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接收海外临床试验数据

疫情造成临床试验受阻，短期内冲击医药研发进程

同时，医疗创新的重要性在新冠肺炎的防控、治疗中凸显，
中长期来看相关政策将进一步优化

◼ 据路透社报道，全球的临床试验中20%在中国推进
◼ 随着医院的重心转向防控疫情、医院方对CRA/CRC到院随访的限制以及对

未启动或集体入组项目的建议推迟，大量临床试验进度停滞
◼ 患者脱落、数据缺失、方案偏离等问题也对临床试验造成影响

◼ 国内外企业和研发机构快速投入到抗疫相关药品、器械的研发生产中
◼ 据药监局对疫情防控所需的药品医疗器械采取特殊审批程序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科研、临床合作，加强有效药品和疫苗研发”

检测

治疗

预防

近百家企业投入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及软件的研发

新药瑞德西韦(Remdesivir)进入中国通过临床特殊审评

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按5条技术线路同步开展

124 108 129

92

42

Regular Clinical Trials

2017

COVID-19

2018 20202019

134

2020年2月开始的非COVID-19相关临床试验数量同比下降29%
资料来源：clinicaltrials.gov

9

医药和医疗器械创新初见成效，中长期政策将进一步鼓励研发创新

数据和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高科技产业数据，clinicaltrials.gov, NMPA 医疗器械注册数据库，Ipsos分析



电子病例

问诊 初诊 治疗 复诊 随访

患者

智慧医疗体系下的家庭、社区卫生所、医院、卫生管理部门、医疗保险的信息互联互通

互联网医院

家庭医生

社区医院

医院

第三方体检中心

线上药房 DTP药房

疾控中心

◆ 医院与政府部门之间，在上报系统和医保上对接
➢ 医防结合：建立预防临床体
➢ 医保IT：控费系统，服务平台，上报对接平台

◆ 线上药房的处方流转和医保报销
➢ 2020/02/23上海的支持互联网+医疗服务试行

纳入医保政策，让互联网医院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药房

政府

卫健委

诊疗

✓ 小型便携式家用设备将流入家庭医疗器械常备军

◆

医
疗
信
息
集
成
平
台

◆

区
域
医
疗
信
息
化

TIPS ✓ 医疗器械设备及耗材应急管理及集采

10 数据和信息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上海发布，Ipsos分析

◆ AI机器人病房管理：疫情
爆发后 ， 钛米向武汉输送
了 10 台智能消毒机器人

◆ 检验科外包：出于需求及成
本的考虑,医院开始将部分检
验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实验室

◆ 社区预防教育：社区医院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特殊群体健康管理，
为辖区内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为疫情的区域性管理做出了解除贡献

◆ 上门问诊：通过社区居民与具备临床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经历
的家庭医生签约的形式，因地制宜地为居民提供综合、连续、便捷、
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 在线问诊：丁香医生、好大夫、微医等10余个互联网医疗平台，联
动全国医生发起在线问诊，缓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线的分诊压力

◆ 患者教育：千人
千面线上教育

◆ 移动APP预约：
在线签约医生
随定期随访

◆ 随访及慢病管
理：物联网健
康设备联网

◆ 外科机器人手术：广泛地
用于传统整形外科到微创
全身外科的不同外科手术

◆ 远程会诊：华为提供技
术支撑的首个远程会诊
平台在火神山医院启动

◆ AI诊断：影像科医生+AI快
速响应并给出诊断报告，排
查筛选高度疑似肺炎患者

药 患者
互联网医院

 掌握线上主动权
✓ 配合完善长期患者依从性：互联网长处方方式延长患者DOT
✓ 密切关注医保与线上销售渠道：《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全面推

广应用医保电子凭证的通知》实现线上医保购药

开发线上线下硬件配套
✓ 下级医院诊断，上级医院治疗配套云病例系统
✓ 医院便捷系统及设备建设

充分发挥KOL和区域ROL影响力
✓ 诊断治疗分开进行，分流三甲医院门诊流量
✓ MDT多学科会诊，横向病历大数据共享

药企营销方式将迎来新的转变

处方医生 院药房

自动发药机云病例

药店

电子病例

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驱动着患者治疗路径的巨大变化，新兴的智慧医疗生

态的布局，在患者整体治疗路径的每一个环节，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线下

线上

物流

◆◆◆◆◆

医院



✓ 健康报销的完善程度：商业保险是必要推动的，基础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结合会使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的报销增加完善

➢ 商业报销与医疗保险的打通及纳入智慧医疗医保IT，与医院及互联网医院直接进行结算，避免二次报销流程

➢ 突发情况应对：在新冠疫情中，政府拨款及修改医保覆盖药品及服务项目进行保险调控，而这种突发性流病的商业保险，目前是个市场空白

✓ 疫情后，商业保险或有报复性增长,全国保险监管局对市场保险监管力度会增大

➢ 明确商业保险的发展规划

➢ 推动商业保险完善产品与服务，“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医疗服务”的闭环生态

基础社保

商业保险

传统社保

互联网医保

住院报销险

住院补贴险

重疾险

我国现阶段的商业保险环境需要有较大突破，在健康报销完善度，突发情况应对和报销路径及报销渠道方面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

◆基本医疗保险
➢ 几乎已经实现全民覆盖，但基本医保距离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还存在明显差距

◆互联网保险：政府2020/02/26：《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
➢ “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纳入现行医疗服务价格的政策体系统一管理
➢ 按照线上线下公平的原则配套医保支付政策，并根据服务特点完善协议管理，结算流程和有关指标

◆商保现状
➢ 中国现阶段的商业报销：报销额度(统筹账户支出) = (总花费 – 自付 – 自费 – 起付线)* 报销比例，并需

要提供所有单据，个人与保险公司结算
➢ 《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即2020年银保监4号文,将促进商业保险的发展

◆疫情中的医保调控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全部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 对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结算，报销不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定
➢ 医保部门将预付资金减轻集中收治的医院垫付压力，患者医疗费用不再纳入医院总额预算控制指标

◆疫情后的商保需求
➢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的5-8月，健康险单月保费增速达到309%，265%，158%，131%

11 数据和信息来源：银保监官网，Ipsos分析

商业保险作为医疗生态系统的重要角色，在疫情后国家的支持与监管下

或有短期迅猛需求和长期稳定发展的态势

预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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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医疗器械领域影响及发展趋势预计



2016-2019医疗器械市场符合增长速度为19%，预计新冠疫情对2020

年整体市场影响幅度为10~20%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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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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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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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血液净化类高值医用耗材

医疗软件

电生理与起搏器类

医技耗材类

家用医疗设备

非血管介入类创伤管理

血管介入器械

医用卫生材料类

医用消毒类

药品及血制品输送类

医用高分子材料类

骨科植入物

麻醉耗材类神经外科医用耗材

手术室耗材类
眼科高值医用耗材

影像

医用医疗设备

体外诊断

口腔科高值医用耗材

整形

2016-2019年复合增长速度

正向

负向

整体增速,19%

各地“小汤山”“方舱”模式医院落地，
医用诊断设备需求短期内大幅增长

✓ 监护仪、血氧仪、各类体外诊断设备、
呼吸机、DR、氧疗相关设备和ICU配置
设备、耗材的采购需求大幅增加

✓ COVID-19核酸检检测设备和试剂需求量
快速增长

感控和民众防护类耗材需求量快速上升，
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产能过剩

✓ 口罩、防护服和各类消毒剂等成为家庭常
备、高频使用产品，加之国家战略储备需
求增加

✓ 未来感控相关器械临床需求逐步提高，如
安全/无针、防感染等概念产品等

长期来看，医疗器械通过技术创新，加速
产业升级，逐步实现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
场进口替代的发展趋势将加快

✓ 体外诊断试剂和设备，如分子诊断和
POCT

✓ 高端医疗设备，如CT等影像设备
✓ 骨科植入耗材、血管/非血管介入器械等
✓ 创伤管理及家用医疗器械等

备注：圆圈大小表示2019年市场规模(按厂家出厂价计算)

13 数据和信息来源：《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19》， EvaluateMedTedch：World Preview 2018, Outlook to 2024 ， Ipsos 医疗器械销售监测数据库

医疗器械各行业增速和新冠疫情影响程度预计疫情影响程度

高值耗材 低值耗材 医用设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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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0%

16%

14%

8%

整体医疗器械市场

骨科植入物

眼科高值

血管介入器械

神经外科

血液净化类高值

医用卫生材料类

口腔科高值

4%

电生理与起搏器类

非血管介入类

2%创伤管理

药品及血制品输送类

医用高分子材料类

医用消毒类

麻醉耗材类

家用医疗设备

手术室耗材类

医技耗材类

医用医疗设备

医疗软件

影像

体外诊断

整形

高
值

低
值

医
用
设
备

中国 vs. 全球市场规模对比 2016-18 年增速对比

中国 其他地区
中国对比全球增速全球增速

◼ 中国在全球医疗器械市场占比约
14%

◼ 在细分品类中：
✓ 医疗设备类整体、体外诊断以及医

疗耗材在各自品类中占比偏高，较
成熟

✓ 而高值耗材总体以及创伤管理中国
市场占比偏低，目前在该领域的发
展不足

14%

◼ 中国市场整体增速远超全球
◼ 几乎全品类高速增长，包括目前在全

球低占比的高值和整形类耗材，展现
出了巨大的增长势头

◼ 神经外科高值耗材增速略低于全球市
场，仍有待发展

>20% 中国市场表现出了极大的增长潜力

14

对比全球医疗器械市场，中国体现出了不凡的增速，高值领域仍待发展

数据和信息来源：《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19》， EvaluateMedTech：World Preview 2018, Outlook to 2024 ， Ipsos 医疗器械销售监测数据库

100%

[囊括范围有多种定义]

CAGR  0-5% 5-10% 10-20%

24%5.8%

21%

20%2.3%

26%7.3%

24%7.8%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带量采购普遍延期3~6个月，预
计下年带量采购逐步以省级和省际联盟为主，阳光挂网和线
上交易平台建设将加速

 2020年各省市高值耗材带量采购陆续落地，试剂尝试阳光挂网，低值
耗材品类扩充减速

3+5省际联
盟

长三角联
盟

省级集中采
购努力加入省级联盟

✓ 高值耗材优先眼科耗材、血管介入类耗材、电生理与起搏器类和血液净化类带量采购

✓ 处带量采购手段外，预计提升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医用医保耗材目录和DRGs等政策

多管齐下

2020-2024年医疗器械带量采购类别覆盖趋势

15

2020年带量采购开展普遍延期3~6个月，预计下年高值耗材省级和省际

联盟带量采购全国范围落地，低值耗材关注度趋于平缓

数据和信息来源：Ipsos 医疗器械市场准入监测数据库, Ipsos分析

✓ 国家医保局将逐步推动建立全国价格共享平台，实现”一省挂网、全

国可采”受医疗器械统一编码、阳光平台建设、线上交易结算协调等

进度影响，预计需要>3年逐步实现

✓ 预计2020年下半年-2021年上半年以北方联盟(3+5)、、广东和河南

省级招标、长三角联盟将迅速扩大耗材带量采购 影响区域



新冠疫情对医疗器械行业企业的启示和应对策略

数据和信息来源：Ipsos分析16

1

高 低优先级

业务模块 对医疗器械行业企业的启示

确保渠道和临床服务支持的畅通，高效支持临床、科研和工业客户逐步复工
• 合理安排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线上营销准入

和医学服务团队的安全复工
• 协助供应商全部复工，确保与客户沟通、线上/电

话服务支持、订单、物流和结算的畅通

• 及时了解客户受影响程度，动态调整客户工作安排
• 有针对性地帮助临床、科研机构和工业客户解决复

工过程中出现的棘手问题，帮助客户全面复工

2 把握2020年及未来1-2年政府卫生支出和国家新一轮基建投资市场机遇
• 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中

需要的关键类别
• 互联网+医院带来的软件和硬件设备等需求
• 分级诊疗，用于基层医院建设的创新诊断、医疗设

备和耗材等

• 疫情触发患者/医生的药品、器械和商业保险需求
变化

• 2020年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发改委出台的新一轮>34
万亿重点项目投资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机遇、影响

3 深入优化企业内部部门设置和资源配置，提升运作速度和产品效率

• 加强政府事务部门与销售部门协作，提升带量采购
反应效率和精细化应对策略

• 增加临床注册部门投入，提升信息化和大数据能力
，创新与政府、医院临床试验和注册合作模式

• 逐步自动化生产比例%，降低生产工人依赖度
• 提升供应体系效率和稳定性，积累长期抗风险能力

4 制定企业整体规划，为“数据化”应用全面提速作准备
• “互联网+”医院发展加速，企业未来渠道供应和

服务支持需要更多线上模式支持
• 线下销售、营销活动和临床支持受限，需要投入更

多资源开发高效线上模式

• 密切关注医保与线上销售渠道对未来医生处方，患
者就医等行为变化，以及对企业产品、设备影响

• 密切关注未来医疗资源下层，特别是医联体、医共
体模式对未来大数据应用需求趋势



THANK YOU!
Please contact us!

Ipsos MedTech consulting service(Shanghai)

Angie Li, Country Service Line Leader
Angie.li@ipsos.com

Peter Yang, Director
Peter.yang@ipsos.com

Catherine Lei, Senior Consultant
Ming.lei@ipsos.com

Daisy Yuan, Senior Consultant
Xizi.yuan@ips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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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CHANGERS

In our world of rapid change, the need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to make confident decisions has never been greater. 

At Ipsos we believe our clients need more than a data supplier, 

they need a partner who can produce accurat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urn it into actionable truth.  

This is why our passionately curious experts not only provide 

the most precise measurement, but shape it to provide True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Markets and People. 

To do this we use the bes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know-how and apply the principles of security, simplicity, 

speed and  substance to everything we do.  

So that our clients can act faster, smarter and bolder. 

Ultimately, success comes down to a simple truth:  

You act better when you are 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