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1370                          证券简称：国科恒泰  

国科恒泰（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6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新闻发布会 

□现场参观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国泰君安：谈嘉程 

华夏基金：常黎曼 

富国基金：孙笑悦 

首创证券：孙少艾 

大家资产：胡筱 

时间 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14:3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小蓓 

副总经理：费海鹏 

证券事务代表：林芬芬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公司接待人员就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 

1、近两年集采密集执行后，高值耗材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的变化情况。 

答：2022年中国高值耗材市场规模超过1,500亿元，还在持续上涨，近

两年，随着不断落地的医械带量/集采政策，高耗的价格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高耗市场规模上涨的速度有一定放缓。但同时，政策大力鼓励

产品创新，伴随后续人口老龄化、人均收入增加以及国产替代的进一

步推动，医械行业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2、行业竞争格局如何，龙头份额是否会继续集中？公司的优势是什

么？ 

答：随着国家医改政策的推进，医疗器械流通行业在向集中化、规模

化的方向发展。集中带量采购及“两票制”等政策简化了医疗器械的流

通环节，压缩了流通环节的利润空间，传统多级经销的流通层级逐渐

趋于扁平化，器械流通行业整体向集中化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提到：“推进医药流通行业转型升级，

减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市场集中度”。在此背景下，拥有广泛市场

覆盖、高效管理能力和高质量服务的规模型器械流通企业将受益于行

业集中化、扁平化的发展趋势。 

优势：对比竞争对手，公司创新的商业模式，一体化的管控体系和创



新的数字化系统，打造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公司创新性“一站式分

销平台+院端服务平台”商业模式，通过整合替代传统渠道的仓储、物

流、配送、开票、结算等职能，成功打通了从厂家到手术室的医疗器

械供应链全链路闭环一站式服务，提高了整个链条的效率。公司依托

一体化管控，将10余年的行业运营经验流程化、标准化，实现了非标

服务的标准化，保障了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服务质量的稳定、可靠。公

司凭借丰富的线下场景积累，经过十年迭代，打造了最懂业务场景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精准贴合了厂家的需求，形成了独特的“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的优势。随着带量采购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国科恒

泰的服务保障了医疗器械稳定、安全、高效的供应，成为医改落地的

抓手，切实落实了国家对医疗器械流通领域的“四化”建设要求。 

 

3、集采后，生产企业和平台商合作的趋势变化。 

答：自2020年医械带量采购后，医械生产厂家对于供应链的稳定、安

全、成本可控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原有渠道模式在不断整合，

渠道利润在不断压缩，在利润压缩下滑的趋势下，原有流通模式难以

保障医械供应链的持续稳定服务。厂家会侧重寻找大型规模化的流通

平台承担供应链仓储、物流、配送、数据等综合服务，在保供的前提

下，短链、缩链、强链，提效降本是行业发展的趋势。 

  

4、公司直接对接医院会提供什么服务，会跟台吗？ 

答：自公司成立以来，通过整合仓储、物流、配送、开票、结算的医

械流通环节职能，为医疗器械流通行业提供从原厂到手术室的整体数

字化供应链综合服务，经过10余年的发展，公司建立了涵盖出厂、流

通、入院、手术配台、手术跟台、院内供应链管理（SPD业务）等全

链条综合专业化服务。未来，公司将会进一步通过整合加自建的方式

，满足一件医械从厂家到医院手术的全链条综合服务需求。 

 

5、公司院端业务的发展情况。 

答：自2016年，随着国家医改“两票制”政策的推进，公司在原有平台

业务的基础上，加快了院端业务的拓展，医院开户逐步增加。2020年

国家推进冠脉支架带量采购政策，后续带量采购逐步覆盖心血管介入

、骨科、眼科、口腔科等品类，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推进，平台型供

应链服务模式的优势逐步显现，公司被中标原厂点选，为原厂提供仓

储、物流、配送等综合服务。 

 

6、怎么看反腐对医疗器械流通行业的影响？ 

答：医疗行业反腐集中整治力度不断加强，促进了两票制、带量采购

、DRGs/DIP等政策的有效执行，加速医疗器械供应链集中化、规模

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加强了医疗行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为全产业

链提效降本，高质量发展助力。 

 

7、公司未来的增长来源是什么？ 

答：公司将继续深耕供应链主业，并借助数字化技术的赋能，推动供

应链平台业务的增长。在国内供应链业务稳步拓展的基础上，开拓数



字化业务，同时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开展医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医

疗器械第三方生产制造业务，积极开拓海外供应链业务，拓宽业务发

展空间；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科技含量，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8、口腔产品的增长趋势。 

答：《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23）》数据显示，近年来，口腔市场

保持持续增长，2022年口腔市场增速为14.8%，利好公司口腔业务发

展。2023年，公司口腔业务营业收入增幅超过30%。 

 

9、其他商品主要有哪些？ 

答：公司经营的其他商品主要有眼科，血液净化、外科以及低值耗材

、IVD、医疗设备等。 

 

10、最近还有哪些重要集采落地，相应的影响是什么？ 

答：最近即将落地的集采主要是国家组织的人工关节接续采购，经过

第一轮的集采，关节的价格已经趋于稳定，有利于关节市场的稳定增

长。 

除此之外，各省还在纷纷落地带量采购，例如：  

据河北省文件，京津冀“3+N”联盟28种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拟

定于2024年5月15日在全省落地实施。 

新疆医保局的通知称，人工晶体、运动医学等六类医用耗材在全区落

地实施，首年采购执行时间为：2024年5月22日—2025年6月30日。 

陕西省医保局执行通知要求，自2024年5月31日起执行人工晶体、运

动医学、硬脑(脊)膜补片、疝修补材料、通用介入和神经外科等六类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 

广东省国家组织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学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

选结果，同样自2024年5月31日起执行，采购周期为2年。 

辽宁省将于2024年5月25日零时开始执行人工晶体、运动医学、通用

介入、神经外科、骨科创伤、超声刀头、止血材料等7类耗材集采中

选结果。 

河南省将于2024年5月10日开始执行人工晶体、运动医学、超声刀头、

骨科创伤、腔镜吻合器等5类耗材集采中选结果。 

 

11、高值耗材哪些细分赛道下游增长情况比较好？ 

答：《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23）》数据显示，从2022年市场规模

来看，血管介入与骨科植入类的市场占比最高，分别占比32%和20%。

从2022年同比增速来看，受集采影响，骨科植入是唯一负增速的细分

赛道；同期血管介入、血液净化、眼科、口腔、外科等各细分赛道均

保持10%-15%的增长。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