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業概覽

– 119 –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予更改。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摘錄自我們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
編製的報告，並摘錄自各種政府官方刊物及其他公開出版物。我們委任弗若斯特沙
利文就 [編纂]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獨立行業報告）。來自政府官方來源的資料
並未經我們、保薦人、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其各自的任何董事及顧問
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各方獨立核實，亦無就其準確性作任何聲明。

中國大健康行業

中國大健康行業為中國經濟的最大組成部分之一，大健康行業指有關健康維護、
康復及推廣的服務及產品，涵蓋醫療健康服務、藥品、營養保健品、醫療器械、母嬰
產品以及健康管理及老年醫療服務等其他服務。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大
健康行業於2022年的市場規模達人民幣10.1萬億元，並預計於2030年增至人民幣20.0

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9.0%。

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

概覽

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主要包括疾病預防、治療及康復。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
資料，中國醫療健康開支於2022年達人民幣8.8萬億元，預計於2026年將達到人民幣
12.5萬億元，並預計於2030年進一步增至人民幣16.6萬億元，2022年至2030年的年複
合增長率為8.3%。

受若干因素推動並預計繼續受其推動，中國醫療健康市場增長迅速。具體而言，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口老齡化及慢病發病率上升是推動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
持續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於2022年，中國人口為14.1

億，人均可支配收入預計將由2022年的人民幣36,883元增至2030年的人民幣64,745

元，年複合增長率為7.3%。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醫療健康消費預計2030年將
佔人均消費總支出的27.7%。同時，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加速增長，贍養負擔逐漸加重。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2022年65歲以上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14.9%，該比例預
計將於2030年增至19.6%。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伴隨著人口老齡化，中國的
醫療健康開支預計將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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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療健康市場的發展落後於眾多發達國家。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美
國、德國及日本2019年的醫療健康開支分別佔其GDP的17.1%、14.2%及11.7%，而中
國2019年的醫療健康開支僅佔其GDP的6.2%。因此，中國的醫療健康行業具有巨大的
增長潛力。

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的痛點

優質醫療資源的稀缺及分佈不均

在中國，醫療資源分佈不均始終是一個重大問題。優質醫療資源主要集中於東部
沿海城市及經濟發達的大中型城市（尤其集中於三級醫院），而農村地區的基層醫療健
康服務能力仍然滯後。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於中國36,570家醫院中，三級醫
院僅佔9.0%（或3,275家），且於2021年僅有14個省市擁有100家以上三級醫院。此外，
由於缺乏對患者醫治的有效管理，以及傳統而有限的醫療健康服務方式，導致患者就
醫困難重重且費用高昂，這亦是長期以來阻礙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發展的結構性弊
端。由於基層醫療服務體系及分流機制尚未完全建立，患者集中於大型醫療機構，尤
其是三級醫院。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三級醫院於2021年共承擔了中國50%以
上的醫療諮詢，而三級醫院僅佔中國醫院總數的9.0%。

同時，大部分三級醫院均位於北京及上海等一線城市以及山東、江蘇及浙江等較
富裕及人口密集的東部沿海省份，上述各省均有逾100家三級醫院，相當於每百萬人口
擁有多於一家三級醫院。相反，河北、河南及湖南等較不富裕但人口密集的省份，各
省的三級醫院均不足100家，相當於每百萬人口擁有少於一家三級醫院。

供需的嚴重不平衡連同優質醫療資源（包括基層醫療資源）相對緊缺導致中國醫
療資源的低效及不合理利用。

患者醫療健康服務體驗差

醫療資源供需不匹配導致了中國醫療健康服務市場的另一個痛點，即患者醫療健
康服務體驗差。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2021年中國的患者平均花三個小時用於
門診就診，當中專用於為患者診症的實際時間僅為八分鐘，或佔平均門診就診時間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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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醫療保險的潛在資金短缺

中國日益增長的醫療健康需求及開支不僅對醫療健康服務提供者構成挑戰，而且
對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也構成挑戰。目前，中國醫療保險制度主要包括由政府資助的
社會醫療保險（包括基本醫療保險及醫療援助計劃），以及由私營保險公司提供的商業
醫療保險。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預計未來基本醫療保險開支的增速將超過收
入的增速。倘無實施及時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預計將於2028年出現資金短缺，並且
該短缺將於2030年擴大到超過人民幣1,255億元。

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

概覽

隨著技術的進步及有利的政策支持，數字醫療健康理念應運而生。數字醫療健康
是以價值為基礎的醫療健康與數字醫療服務的結合。這不僅是醫療服務、消費醫療健
康服務及健康管理服務的數字化，還是該等服務之間建立的互聯性產生的增值。其被
視為解決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痛點的有效途徑。

目前，中國的醫療服務體系大體上仍依賴於醫療服務業務運轉相對脫節、低效
率、低透明度的發展模式。相反，數字醫療是一種更加互聯、組織良好、協作暢通、
線上線下結合、高效率、高透明度的發展模式。數字醫療模式預期將構造一個沒有物
理邊界的醫療生態，共享數據，共享知識，使AI、大數據、智能穿戴及社區成為醫療
服務體系的新元素。在這個過程中，數字技術和模式創新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兩者
相輔相成，共同為(i)構造精準、標準化、可度量的醫療健康服務模式；(ii)從整體上創
造出更多醫療服務資源，使好醫院更大，好醫生更多；及(iii)使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走出
醫院，進入家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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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近年來發展迅猛。其涵蓋了四個關鍵組成部分：(i)數字醫
療基礎設施；(ii)數字醫療服務；(iii)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及(iv)數字健康管
理。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2022年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市場規模達人民幣
1,751億元，預計將於2030年進一步增至人民幣16,074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31.9%。
下圖載列自2018年至2030年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歷史及預測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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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在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四個組成部分中，每一部分的市場參與者都面臨挑
戰。對於數字醫療基礎設施分部，主要挑戰包括(i)由於該分部投資規模相對較大，投
資週期相對較長，因此資金需求較高；及(ii)醫療機構應用及經營數字基礎設施所需的
經驗及專有技術。對於數字醫療服務分部，主要挑戰包括(i)基層醫療機構缺乏規範的
病歷和處方，以及缺乏市場教育，使得市場參與者難以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及(ii)實
施與診斷有關的分類要求市場參與者擁有技術能力，能夠納入使用及控制醫療保險預
算的功能。對於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分部，主要挑戰包括精確定位有用的醫
療信息及有效連接線上與線下的醫療資源。對於數字健康管理分部，主要挑戰包括(i)

收集詳細數據以及正確分析及管理數據的能力；(ii)對所提供的數字健康管理服務的專
業性及可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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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特點

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最為顯著的特點為該行業參與者之間的互聯性，體現在以
下方面：

• 線上與線下之間的連接。線上與線下之間的連接使得傳統意義上的線下醫
療健康服務在線上得以實現，這使得醫療健康服務提供者及患者均可得益
於多樣化的醫療健康服務渠道。尤其是，就醫療健康服務提供者而言，其
有助於重組及優化醫療資源的利用；就患者而言，其有助於簡化患者尋求
醫療健康服務時的繁瑣程序。總體而言，線上與線下醫療健康服務的連接
促進了醫療健康體系的整體效率，提高了醫療資源的可及性。

• 醫療機構內外部之間的連接。醫療機構內外部之間的連接是旨在為出院後
患者建立醫療服務的持續性及解決他們於醫療機構外的康復護理需求。該
等連接亦專注於將個人數據的追蹤由醫療機構內部延伸至外部。通過將醫
療機構的內部電子病歷與醫療機構外部產生的個人健康數據連接起來，其
可創建個人健康數據的連續性，為個人捕捉到更準確及全面的健康狀況，
這構成改善醫療健康質量的基礎，以實現更佳的醫療健康決策、更一致的
健康管理及有效的費用控制。電子病歷即病人就醫時，醫療機構以電子方
式生成的電子醫療記錄。另一方面，利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智慧醫療健康
產品，通過監測身體情況，可生成個人健康數據記錄。數字醫療服務涵蓋
了數字醫療服務和健康管理服務，使電子病歷和個人健康數據通過開放的
數字渠道連接，而醫生可利用這一渠道獲得病人的若干健康相關數據，以
準確全面地了解病人的情況。

• 醫療機構之間的連接。醫療機構之間的連接是指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的聯
繫，並形成區域性的合作醫療健康服務網絡。通過共享醫療信息及開放相
互傳遞的渠道，醫療健康服務網絡可輔助分級診療，提高患者管理慢病的
便利性，並為遠程醫療提供技術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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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數字化加速

數字化是實現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參與者之間互聯互通的一種常見方式。受益
於技術的發展，包括通信技術及信息技術，建立數字平台變得更方便，數字醫療健康
服務提供商能夠加速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數字化。病人的醫療健康需求升級（彼等尋求
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包括方便快捷的線上診斷或治療建議）推動了數字醫療健康服務的
需求。

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數字化的推動因素

該市場的數字化受以下因素推動：

技術發展及升級的醫療健康需求

隨著技術基礎設施的進步，信息技術與傳統醫療健康行業進一步整合，推動了數
字醫療服務的產品及服務模式的創新及升級。該升級亦歸因於人們對高質量醫療健康
服務需求的上升。通過應用信息技術，不同級別的醫院或醫生能夠順利地進行溝通及
合作，患者亦可以跨地區獲得高質量的醫療健康服務。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普及及健康
意識的增強，數字醫療服務正被更多的用戶所認可及使用。

政府有利政策

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通過數字化手段提高醫療健康行業的運營效率，尤其是
社會醫療保險基金的運營效率，以有效解決患者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近年來，中
國政府出台多項政策以促進行業的數字化發展。例如，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醫院標
準，開放社會醫療保險線上支付，推動了多種形式的「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及產品
的發展。尤其是在COVID-19疫情的背景下，中國政府發佈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包括
於2020年2月公佈的《關於加強信息化支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及《關於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聯網診療諮詢服務工作的通知》，以及於2020年3

月公佈的《關於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開展「互聯網+」醫保服務的指導意見》。此
外，根據國家發改委於2019年發佈的《促進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綱要（2019-2022



行業概覽

– 125 –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予更改。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年）》，鼓勵建設省級範圍的醫療健康信息平台，通過相關平台接入醫療機構，共享醫

療資源及數據，促進省內醫療資源的數字化及均衡分佈。該等政策側重於推動整個醫

療健康行業的數字化進程，尤其是以下幾個方面：(i)推進在線自願諮詢；(ii)充分發揮

在線問診的防控作用，科學組織線上診療；及(iii)將互聯網醫療納入醫療保險。

COVID-19疫情

COVID-19疫情期間，中國政府實施嚴格措施控制中國疫情，包括封鎖辦公場所

及出行限制。COVID-19疫情的破壞性影響暴露出傳統醫療健康系統的諸多漏洞，凸顯

整個系統協同工作的必要性。

面對醫療健康系統的巨大壓力，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加速數字化轉型，涉及到

在多個醫療健康參與者之間跨多個醫療健康流程。COVID-19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

醫療機構開始加入數字醫療健康平台並提供在線問診，促使更多的患者體驗數字醫療

服務。患者及醫生對數字醫療的接受程度顯著提高，作為傳統醫療健康服務的補充，

數字醫療健康平台亦獲得中國政府對其所創造價值的廣泛認可。根據國家衛健委的資

料，互聯網醫院的數量由2019年5月的158家增加逾八倍至2022年6月的逾1,700家。於

COVID-19疫情的背景下，2020年的第三方平台線上診療較2019年增加約17倍。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國家醫療保障局首次在國家醫保文件中引入「互聯

網醫療服務」，並落實具體政策，以支持為參保人提供常見病及慢病在線隨訪醫療服務

的互聯網醫療機構的發展。該等政策制定了未來要達到的具體目標及指引，鼓勵醫療

健康數字化向前發展。此外，為應對受COVID-19疫情影響的封鎖，醫療服務提供商已

加快醫療服務的數字化。遠程診斷及治療以其高效、便捷的特點被接受，並將在疫情

後得到更廣泛的應用。COVID-19疫情導致政府相關政策出台並加快醫療數字化應用，

因此，待COVID-19疫情緩解後，對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積極影響有望在未來持續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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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壁壘

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新市場進入者面臨多個障礙，包括與以下方面有關的障
礙：

• 為多個參與者賦能的能力。市場參與者為醫療健康系統中的多個參與者提
供服務和賦能的能力十分重要，其可吸引參與者加入其數字醫療健康解決
方案和平台以實現增長。新市場進入者可能在短時間內難以建立整合患
者、醫療機構、醫療保險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平台及發展該等能力。

• 為全醫療健康週期提供全面的醫療健康服務。倘無法向覆蓋全醫療健康週
期的數字醫療健康平台提供全面的醫療健康服務，則可能面臨流失新用戶
和失去現有用戶的風險，從而降低該等平台的活躍度。現有的市場參與者
通常具有完善的服務產品，或會比新進入者更易於維持用戶滿意度並吸引
和留住用戶。

• 醫療健康質量管理能力。由於醫療健康服務以治療結果為導向，因此建立
全面有效的醫療健康質量管理系統對於用戶體驗和所提供醫療健康服務的
滿意度至關重要。新市場進入者可能無法在其業務的早期階段建立該系統。

• 數據累積和平台技術能力。能夠獲取大量醫療數據和技術能力以確保數字
醫療健康平台的可延展性和可靠性對於數字醫療健康解決方案和平台的持
續發展至關重要。相比之下，新市場進入者相對難以在短期內獲得這種機
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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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格局

於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所有主要參與者中，出現了不同內容及方式的多樣化
合作模式。由於單個城市集齊了醫療健康系統的所有主要參與者（包括當地衛生管理部
門（監管方）、醫療機構（醫療健康服務提供者）、患者（需求方）及醫療保險公司（付款
方）），有關合作模式通常於市級層面建立，相應形成市級系統。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
的資料，按截至2023年3月31日市級戰略合作的城市數量計，東軟熙康於五大參與者
中排名第一，如下表所示：

主要參與者(1)

背景及上市情況

（如適用） 業務模式描述

市級戰略

合作城市

（截至2023年

3月31日） 戰略合作內容

東軟熙康 主要專注於提供雲醫院
平台服務、互聯網醫
療服務、健康管理服
務及智慧醫療健康產
品

提 供雲醫院平台運營服
務、互聯網醫療服
務、健康管理服務及
智慧醫療健康產品

29個城市 已 建立以城市為入口的雲醫院平
台（一種數字醫療基礎設施），
以促進地方醫療健康格局的數
字化。詳情請參閱「業務－我
們的解決方案」。

公司A 成立並運營中國第一家
線上醫院，其創新模
式為「互聯網+醫療健
康」；於2004年註冊
成立

提 供在線醫療服務及健
康維護服務

17個城市 推 出由互聯網醫院賦能的數字慢
病管理服務模式，由中國公共
醫療保險直接結算。於該模式
下，可為患有若干慢病的用戶
提供全市範圍的數字諮詢、治
療及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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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與者(1)

背景及上市情況

（如適用） 業務模式描述

市級戰略

合作城市

（截至2023年

3月31日） 戰略合作內容

公司B 致力於打造一個以醫藥
健康產品供應鏈為核
心的健康管理平台，
亦專注於數字驅動的
醫療服務；於2020年
12月在香港上市

提 供零售藥房運營服務
及線上醫療服務

10個城市 已 建立區域性互聯網醫院，提高
包括醫療諮詢、健康管理、慢
病管理等綜合醫療健康服務的
可及性。基層醫療機構數字
化，提高管理能力，進一步利
用大數據與當地醫療保險合
作，更好地監督並防止醫療保
險濫用及欺詐

公司C 主要專注於醫藥電子商
務、醫療服務及數字
醫療領域；通過向當
時的上市公司注資於
香港上市

提 供醫藥直銷業務、醫
藥電子商務平台業
務、醫療健康服務業
務及藥品跟蹤與消費
醫療健康

7個城市 於 市級層面建立了合作，以提高
包括醫療諮詢、藥品處方、健
康管理等醫療健康服務的可及
性，從而形成區域層面的居民
健康數據管理基礎，幫助區域
更好地控制醫療健康開支，平
衡醫療健康資源，並促進商業
醫療健康保險發展

公司D 作為互聯網醫療健康行
業的領先公司之一運
營；於2018年 

5月在香港上市

提 供在線醫療服務、消
費醫療健康服務、健
康商城、健康管理及
健康服務

5個城市 形 成了互聯網醫院平台，與當地
醫療機構對接。該平台包括5個
服務模塊，即在線診斷、處方
流通、健康管理、數據監控及
後台管理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公司的公開文件

(1) 同行公司的身份用代號表示。儘管公司B至公司D均為上市公司，但相關資料並非直接摘錄自彼等
各自的公開文件，而是由弗若斯特沙利文根據最新可獲得的公開文件及後續的新聞報道、新聞稿及
其他公開來源編製而成，作為弗若斯特沙利文資料編製方法的一部分。因此，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由於我們尚未取得該等公司的同意，未經授權的披露可能會引起潛在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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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了我們於2022年或截至2022年12月31日（如適用）按子行業劃分的中國
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競爭格局的詳情：

子行業 市場參與者類型 競爭強度及本公司行業地位

數字醫療基礎
 設施行業

醫療健康IT解決方案提
供商，如在醫療健康
行業有業務足跡的傳
統IT解決方案公司，
以及專業的健康科技
公司

我們面臨來自中國各地競爭對手的競爭，且該市場具有相當高的競爭強度。該市場
大概有幾十家競爭對手，而僅有極少數競爭對手建立了市級戰略合作。

就擁有以城市為入口的雲醫院平台的城市數量而言，我們排名第一。

就接入數字醫療健康平台的醫療機構（包括基層醫療機構及醫院）總數而言，我們排
名第三。我們的醫療機構網絡覆蓋了中國醫療機構總數的3.4%，而排名第一的競
爭對手覆蓋了中國醫療機構總數的12.6%。

我們亦為中國少數幾家平台網絡接入2,000多家醫院的公司之一。我們的網絡已覆蓋
中國醫院總數的6.6%。

數字醫療服務行業 數字醫療服務公司，如
在線醫療預約及問診
平台公司、在線處方
處理平台公司以及其
他提供各種數字醫療
服務的公司

由於有近100個競爭對手提供數字醫療健康平台，該市場競爭相當激烈。

就接入平台的醫療機構數量而言，我們排名前三，就於平台上註冊的醫生數量而
言，我們排名前15。

就互聯網醫療服務量而言，我們在前15名參與者中排名13。前五名參與者年服務量
介於84.0百萬次至188.1百萬次。

數字健康管理行業 健康管理服務公司，如
私營健康檢查公司的
特許經營機構及公立
醫院的健康檢查部門

健康管理服務公司可分為以連鎖方式經營的私營體檢機構及主要由公立醫院提供的公
共體檢機構。該市場相對分散，就收入而言，前三名參與者貢獻的市場份額不到
15%。這主要是由於健康檢查服務的線下性質導致服務的地理覆蓋面受到限制。於
不同地區，各自的市場領導者都受到該地區實體體檢中心數量的限制，因此表現
出地域差異。

數字消費醫療健康
 產品及服務行業

數字健康產品公司，如
醫療器械公司及提供
醫療健康服務的傳統
物聯網產品公司

該行業有大量的參與者，具有不同的專業性及業務重點。該行業內的子行業是多元
化的，包括物聯網、家用醫療器械、醫用器械及物理治療設備行業等，導致該市
場相對分散。各子行業均有自己的參數及標準以及獨特的權重分配來評估排名最
前的參與者。例如，家用醫療器械行業的若干領先參與者向醫院銷售醫療設備產
生的收入很少，倘若其在更多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行業中進行排名，則
將無法顯示其競爭優勢地位。與此同時，本公司專注於針對機構場景的智慧醫療
健康產品，包括基層醫療機構及農村社區的從業人員。與其他參與者相比，我們
的業務重點較為獨特，因此沒有擁有類似業務重點的直接競爭對手。因此，缺乏
統一的指標定性或定量評價該行業特定參與者的排名，以有意義及準確地反映競
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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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行業

概覽

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行業指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通過數字手段滿足醫療健康需求的
基礎設施系統。數字醫療基礎設施可用於發展醫療健康行業，增強國民健康意識，實
現全民平等享有醫療健康服務。數字醫療基礎設施是數字醫療服務的基礎。數字醫療
基礎設施包括一套基於數字技術、網絡技術、通信技術、電子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用於
醫療目的的基礎設施和系統，是一種由醫療數字化驅動的創新型現代服務系統。

受益於數字醫療基礎設施的發展，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已通過提供多系列醫療健康
服務升級至包含擴展功能的平台，而非僅僅開展建立醫院信息系統等基本功能。具體
而言，通過數字醫療基礎設施，醫療數據可在醫療機構不同科室甚或在不同醫療機構
之間實現共享，以通過這種連通縮小醫療健康系統中的信息差距。

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行業是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最大的組成部分。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資料，2022年中國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行業規模達人民幣925億元，預計將於
2030年增至人民幣6,104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26.6%。下圖載列自2018年至2030年中
國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行業的歷史和預期市場規模：

50.8 61.4 68.7 80.4 92.5
125.9

177.5

235.2

301.5

373.8

444.8

526.2

610.4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期間
2018年至2022年

年複合增長率

2022年至2030年（預測）
16.2%

26.6%
人民幣十億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2030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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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趨勢

中國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行業已呈現出以下趨勢：

• 擴張與集成。各種高級醫療機構及基層醫療機構預計加入數字醫療健康平
台，從而共享相同的資源池及患者需求，預計這將進一步吸引更多的醫療
機構加入平台。同時，各種功能預計將集成至數字醫療健康平台，以最大
化信息技術優化的平台價值。

• 標準化。標準化預計將提升醫療數據的質量，引領數字醫療健康平台與醫
院信息系統、公共衛生系統及社會醫療保險系統實現更好的合作。此外，
中國政府對患者分類的倡導預計將引領診療流程的進一步標準化。臨床指
南預計亦將建立針對不同疾病的標準化治療模式。

• 專業化。隨著對實現不同疾病的生命週期管理並提供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
的需求日益增加，醫療健康服務變得更加專業化。為順應這種趨勢，預計
未來醫療基礎設施提供商將能夠提供相應軟件服務，以便利診所合作和若
干疾病的全過程管理，從而增強醫療健康的專業化水平。

• 數據保護。保護患者的記錄和隱私一直至關重要，因為這有助於維持基本
的醫患信義關係。因此，為了使這種基礎設施的效益實現最大化，預計基
礎設施服務提供商將增強數據安全性，解決隱私問題。

准入壁壘

中國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行業的新市場進入者面臨多個障礙，包括與以下方面有關
的障礙：

• 吸引客戶的能力。公立醫療機構依然主導著中國醫療健康系統，這意味著
數字醫療基礎設施業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公開招標和品牌聲譽來吸引客
戶。醫療資源、醫療健康行業的知識及經驗以及整體獲客能力對吸引新客
戶而言至關重要。

• 多學科技術。在醫療機構中應用和運營數字醫療基礎設施需要軟件和硬件
技術，且對於服務於醫療機構的市場參與者而言，融入醫療服務中的經驗
和專有技術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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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覆蓋。數字醫療基礎設施與醫療健康服務的整合使線下醫療健康服務
得以在線化，並提高可及性和便利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系統地實
現一系列功能，包括不同實體之間的數字連接，以打破單一醫療機構的孤
立狀態，從內部進行有效的信息化等。從客戶的角度而言，由於不同功能
模式之間更好的兼容性和更低的供應商管理成本，具有一站式服務覆蓋的
市場參與者為首選。

• 先發優勢。提前建立平台、解決客戶基本需求並與醫療健康系統的利益相
關方建立業務關係的平台提供商有望在數字醫療基礎設施市場中處於領先
地位，原因是醫療健康系統的複雜性以及各方參與的規模及深度使得現有
平台參與者難以轉換至新平台，且成本高昂。

數字醫療服務行業

概覽

通過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可以有效地提供數字醫療服務，該平台連接了中國的醫
院和其他醫療機構、醫療專業人員及患者，以幫助醫療健康系統提高生產率和效率。
尤其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傳統在線下進行的醫療健康服務可於線上實現。通過建
立線上和線下服務之間的聯繫、把控醫療費用及打破信息壁壘，實現從掛號到取藥全
過程的數字化，以解決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當前的痛點。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
料，2022年中國數字醫療服務行業規模達人民幣494億元，預計將於2030年增至人民
幣4,952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33.4%。下圖載列自2018年至2030年中國數字醫療服務
行業的歷史和預期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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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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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醫療服務具有以下優勢：

• 改善醫療資源分配。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可以有效整合資源並打破時間和地
域的限制。在此等平台上，醫生可以利用零散的業餘時間進行問診和隨
訪，從而增加醫療資源的供應。該等平台還可以匹配供求關係，從而使偏
遠地區的患者可以通過尋求在線診斷來享受優質的醫療健康服務，克服了
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 優化醫療程序。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可將某些通常耗時且費力的線下服務（如
預約掛號、檢查結果和付款）轉移至線上，從而縮短了患者在醫院的等待時
間，提升了整體體驗。

• 節約保險基金成本。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可以累積並存儲健康數據。整合數
據和AI技術，可以為節約醫療開支和保險基金的成本提供支持，以潛在緩
解社會醫療保險的預期赤字。

• 削弱信息不對稱。患者和醫生之間經常存在信息壁壘，且診斷和治療通常
基於醫生的知識和經驗。通過數字醫療健康平台，患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
求同時尋求不同領域專家的建議。

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可以有效地收集、存儲、傳輸和整合患者個人病歷信息以及來
自付款人的衛生經濟信息，並將所有此類信息整合到醫療健康數據庫中，從而優化患
者和付款人的用戶體驗。此外，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可定期處理醫院管理的日常問題，
以提高行政效率。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可以幫助對患者、提供商和付款人進行整合，以
建立市級區域醫療健康系統，即市政醫療健康系統。市政醫療健康系統通常具有以下
特點：

• 從患者的角度來看。由於通過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和服務提高了公共醫療的
可獲得性，患者可在其所居住的城市尋求慢病的隨訪諮詢，從而提高了便
利性和醫療健康服務體驗。

• 從提供商的角度來看。基於市級醫院集群建立的市政醫療健康系統可通過
與該區域中所有醫院共享，緩解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平衡。

• 從付款人的角度來看。預期保險費用將通過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和服務在市
級層面得到批准、處理和把控，這可能會緩解社會醫療保險的預期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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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2021年於公共及民營機構的醫療機構明細以及按醫療機構類型劃分的患
者就診次數明細：

2021年中國基層醫療機構明細 2021年中國醫院明細

509,128
52.1%

468,662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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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機構

11,804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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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公共機構
民營機構

2021年中國醫院及基層醫療機構患者就診次數明細

公共機構
民營機構

單位：患者就診次數以千計

5,175,294
63.6%

2,958,744
36.4%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附註： 基層醫療機構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衛生服務站、鄉鎮衛生院及其他診所（如中醫診所、
普通診所等）。具體而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鄉鎮衛生院主要為公共機構，而其他診所及社區
衛生服務站則主要為民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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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趨勢

中國數字醫療服務行業已呈現出以下趨勢：

• 醫療健康服務支付系統的進一步完善。在有利的政府政策的推動下，預期
將加快各地區數字醫療服務與社會醫療保險的整合。預期此類有利政策的
發佈將在未來極大地改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以涵蓋更多類型的數字醫療
服務。

• 以健康為導向的數字醫療服務模式的普及率不斷提高，數字慢病管理模式
的迅速擴展。以健康為導向的數字醫療服務模式預期於未來將擴展至更多
地區，且覆蓋更多人群。此外，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公共衛生管理意識的增
強，線上和線下數字慢病管理服務預期將得到快速發展。

• 醫療健康服務和專科醫療健康服務的快速發展。由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加和健康意識的增強，預期未來的醫療健康服務市場將進一步擴展以滿足
多樣化的醫療健康需求。客戶需求可能會從疾病治療擴大至側重於高端或
專科醫療健康服務（如輔助生殖服務和醫療旅遊）的健康管理。

准入壁壘

中國數字醫療服務行業的新市場進入者面臨許多阻礙，包括與以下方面有關的阻
礙：

• 先發優勢。為了解決因信息共享受阻而導致的數據孤島問題，數字醫療健
康平台需要盡可能多的醫院加入，以獲得足夠規模的醫療健康數據。因
此，完善的平台能夠佔據數字醫療服務市場的很大份額，並有效降低平台
運營成本。

• 廣泛的專業科室。隨著醫學研究的不斷發展，醫院的專業科室得以細分，
甚至拆分為單獨的專科醫院。由於數字醫療健康平台為各種傷病患者提供
個人醫療健康解決方案，因此此類平台的治療領域需要廣泛全面，這對於
新進入者而言是很難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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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進行市政訪問的途徑。由於建立市政醫療健康系統的趨勢，市場參與
者進行市政訪問對其業務發展變得日益重要。市場的新進入者可能難以通
過其平台成功訪問市級醫療健康系統。

• 數據保護。數字醫療健康平台將收集和存儲大量來自患者和機構的數據。
此類數據不僅對患者而且對整個國家都是嚴格保密的。新進入者可能無法
在短時間內以現有市場參與者的身份實現確保其平台醫療健康數據安全的
功能。

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行業

概覽

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通過提供非公共資助、非治療性和以市場為導向
的醫療健康服務（包括健康檢查、醫美及癌症篩查和檢測等），有效整合線上和線下資
源。通過數字平台技術賦能，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市場預計將吸引更多潛在
消費者，並實現可持續增長。

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行業是中國數字醫療服務市場最小的組成部分，
但該行業潛力非凡，將在未來快速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2022年中國數
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行業規模達人民幣130億元，預計將於2030年增至人民幣
3,270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49.6%。下圖載列自2018年至2030年中國數字消費醫療健
康產品及服務行業的歷史和預期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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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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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趨勢

中國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行業已呈現出以下趨勢：

• 整合消費醫療健康服務。線下消費醫療健康服務通常專注於特定領域，例
如特定健康檢查。該等服務向線上遷移有望加速市場參與者對該等服務的
整合，以捕捉客戶的多樣化需求。

• 與數字醫療服務市場中其他細分市場的協同作用。作為醫療服務的補充，
預計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將與數字醫療服務市場中的其他細分市
場產生協同作用。此外，鑒於居民健康意識的提高，消費醫療健康服務有
望以更便捷的方式與其他類型的數字醫療健康服務相結合。

准入壁壘

中國數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行業的新市場進入者面臨許多阻礙，包括與以
下方面有關的阻礙：

• 預防性醫療的覆蓋範圍。為預防性醫療提供服務覆蓋範圍的能力對於在數
字消費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市場中的競爭至關重要。新市場進入者可能無
法積累足夠的醫療資源來提供此類覆蓋範圍。

• 建立醫療連續性的能力。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對持續
健康管理的需求顯著增長，市場參與者滿足該等需求的能力對於吸引客戶
至關重要。新市場進入者可能並不具備擁有該能力所需的資源。

• 定位和維持客戶的能力。現有市場參與者可利用其在提供數字消費醫療健
康產品及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客戶健康檔案，提供能更準確滿足各自客戶需
求的服務。然而，新市場進入者可能無法在短時間內擁有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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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健康管理行業

概覽

通過智慧醫療健康產品和服務實現的數字健康管理，是指(i)通過互聯網和物聯網
技術啟用的醫療健康產品，從而使其數字化、人性化和可視化；及(ii)基於採用新興技
術（如物聯網、雲計算和移動互聯網）的健康監測設備提供的醫療健康服務。智慧醫療
健康產品和服務可以幫助構建以人為本的醫療健康管理系統，從而使客戶能夠有效且
方便地管理健康狀況。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2022年中國數字健康管理行業規
模達人民幣202億元，預計將在2030年增至人民幣1,747億元， 年複合增長率為31.0%。
下圖載列2018年至2030年中國數字健康管理行業的歷史和預期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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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未來趨勢

中國數字健康管理行業已呈現出以下趨勢：

• 應用於更廣泛的場景。受客戶對每日健康監測和輕型醫療健康服務的不同
需求所驅動，客戶希望智慧醫療健康產品和服務可適用於更多場景。預計
這將促使出現更多類型的智慧醫療健康產品，該等產品將具有全新功能且
服務利用率更高。



行業概覽

– 139 –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予更改。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 增強醫療健康數據的連通性。智慧醫療健康產品所生成的健康數據歷來是
孤立的，無法自動存儲或集成到客戶的醫療記錄中。由於建立持續健康檔
案可協助作出更精準的醫療決策，客戶的此類需求日益增長，健康管理預
計將連接到數字醫療健康平台。

• 重視服務價值。智慧醫療健康產品的日益普及有望推動醫療數據流向醫療
健康服務提供者，鼓勵彼等長期為客戶提供更多基於價值的個性化醫療健
康解決方案。

准入壁壘

進入中國數字健康管理行業的新市場進入者面臨許多阻礙，包括與以下方面有關
的阻礙：

• 嚴格的監督和監管。醫療健康產品和服務的安全和質量至關重要，因為這
關係到人們的健康，一直是監督和監管的重中之重。新進入者最初可能需
要承擔巨額合規成本，這可能會損害其業務。

• 規模化組織和標準化管理。現有的市場參與者通常是跨地區業務的其他健
康細分領域的既定參與者。彼等或會更易於就其數字健康管理業務產生協
同效應，而對新進入者而言可能並非如此。

• 醫療機構的認可。由於醫療健康行業對精確度的要求，許多智慧醫療健康
產品的數據輸出質量可能不佳，不可供醫療機構直接使用。因此，醫療機
構的認可對於數字健康管理的發展至關重要，而新市場進入者可能難以獲
得此類認可。

• 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由於數字健康管理直接作用於客戶，法律法規要求
此類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對獲取用戶敏感和機密信息採取嚴格的保護措
施。新市場進入者可能會承擔巨額合規成本，以確保必要的數據安全。



行業概覽

– 140 –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予更改。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行業資料來源

我們聘請獨立市場研究顧問弗若斯特沙利文對中國大健康、醫療健康服務和數
字醫療服務市場進行分析並編製報告，以供本文件使用，我們委託的費用為人民幣
1,080,000元。弗若斯特沙利文基於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發佈的數據以及其初步研究
編製報告。

因為無法合理預見的事件或事件組合，包括但不限於政府、個人、第三方和競爭
對手的行為，故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包含的預測和假設具有內在的不確定性。可能
導致實際結果產生重大差異的特定因素包括（其中包括）中國大健康、醫療健康服務和
互聯網醫療健康行業的內在風險、融資風險、勞工風險、供應風險、監管風險和環境
問題。

除另有指明外，本節中包含的所有數據和預測均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董事
確認，在採取合理審慎措施後，總體市場資料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起直至本文
件日期並無可能會對該等資料有重大限制、與該等資料相抵觸或對該等資料造成影響
的重大不利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