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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医药与医疗行业六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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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德勤对104名来自国内领先的内资和外资医药企业的管理层展开的一
项调查显示……

几乎所有的受访企业都制定了促进日常业务运作和员工健康监
测相关计划

然而，约40%的受访者认为，在实现公司2020财年目标方面仍然存
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问：贵司针对本次疫情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多选题】 问：据您预测，这次疫情将对贵公司2020年的收入有何影响?

来源：德勤调查样本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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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销售会提升，能够达到

全年业务目标
全年销售收入会超出预期

无法判断

建立应急管理团队以便针对
疫情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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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公司2020业务指标

追踪全体员工健康状况、
所在城市及差旅信息

实行灵活工作制

建立复工及业务可持续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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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由于销售、市场活动及供应链管理面临诸多挑战

问：在本次疫情中，贵司的业务开展面临最大的挑战是？
【多选题，最多三项】

问：本次疫情对贵公司可能造成影响最大的是哪方面？
【多选题，最多三项】

来源：德勤调查样本 = 104

23%

37%

76%

30%

39%

43%

14%

59%

45%

32%

51%

33%

产能布局

供应链管理

业务渠道模式

人力资源配置

财务压力，现金流、运营成本

客户的留存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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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产能无法满足业务指标

市场波动，需求不确定

市场和销售活动因受限无法开展

研发活动无法恢复，如临床试验中断

远程办公工作效率低

由于仓库和物流的限制，
无法将产品运送到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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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受访者认为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模式以及加强合作是优先举措

贵司短期内将采取哪些措施以降低疫情对业务的冲击？【多选题，最多四项】

来源：德勤调查样本= 104

减轻疫情影响最重要的3项举措

38%

43%

39%

28%

42%

38%

50%

利用新技术维持客户服务（网络端/移动端）

加强供应链管理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加快新产品上市

布局更多的线上业务模式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强化资源布局，加强与政府及医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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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医药企业的短期影响

研发、临床试验管理

例如，临床试验计划暂停，可能
会推迟新品发布时间

销售拜访及市场推广

采购与制造

例如，难以或无法吸引目标
客户，甚至失去重要客户

例如，缺乏原材料和劳动力
用于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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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疫情过后行业的发展作出六大预测

公共系统/政府部门 医疗服务提供者 医药企业短期

长期

1 加速升级医疗卫生系统，同时更加注重公共卫生资源优化和疾病预防基础设
施建设

4 愈发迫切地需要重新审视现有供
应链模式以提高可见度及效率

2 更多的采用医疗技术，包括采用医疗大数据进行疾病管理以及采用AI智能工
具为临床决策提供支持

5 需进一步投资数字化客户交互
平台

3 提升疾控中心的作用及
决策权

6 可能加强对以下领域中的产品组合及投资布局 -
• 加强预防保健产品组合，例如：诊断试剂盒、疫苗、AI智能问诊服务及应
用，等等

• 建立从早期诊断到后续治疗的生态系统，全程捕捉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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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进一步加速医疗系统升级

主要发现：新冠肺炎的爆发再次暴露了医疗系统在诊疗量和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例如：三级医院床位数有限，二级及以下医院的诊断和治疗
能力及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预计新冠肺炎将成为公立医疗体系和基层诊疗能力加速转型的重要推手

将继续改善公共系统…… ……尤其重点关注基层诊疗

未来定位

三级

医院

一二级

医院

及其他

社区

卫生中心

保留资源，用于专科
和重症诊疗

康复护理及常见疾病

/慢性病

“守门员”

早期诊断和健康管理

更多联盟

处方导流

当前状态

数量：2.5 K

问诊人次：1335Mn1

同比问诊人次：+7.4%

数量：29.7 K

问诊人次：1293Mn1

同比问诊人次：+2.9% 

数量：94.6 K2

问诊人次：3277Mn1

同比问诊人次：+1.5% 

来自上级医院的
慢性病患者

对来自上级医院专科诊疗
的患者进行随访

未来社区医疗中心——公立与民营携手合作

疾病筛查
电子处方
和药物发放

… …健康咨询

未来的社区健康中心

1

注释：1.2018年1月至2018年9月累计问诊人次 2.包括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卫生室以及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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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医疗服务技术将被应用到更多研究与诊疗场景中

主要发现：
• 疫情爆发后，医疗健康大数据在防疫中的应用从政府层面获得了更高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2月3日强调，“推动相关
数据和病例资料的开放共享，加快病毒溯源、传播机理等研究，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

• 正如“2019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峰会”所建议的那样，“AI+医学影像”将成为医疗服务提供商最有前景的领域之一，具有商业化潜力。
例如上海已有20多家三级医院引进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和治疗研究项目，旨在提高患者的临床路径效率

2

公立医院改革——从注重治疗到重预防

预防 诊断 治疗

例如人工智能
增强影像诊断

新冠肺炎患者的AI诊断：达摩院联合阿里云针
对新冠肺炎临床诊断研发了一套全新AI诊断技
术。此技术可以在20秒内准确地对新冠疑似案
例CT影像做出判读，分析结果准确率达到
96%，大幅提升诊断效率

例如嵌入人工智能，
促进早期药物研发

药物筛选与研发：阿里云与全球健康药物研

发中心（GHDDI）正在合作开发人工智能药

物研发和大数据平台，采用相关临床前和临

床数据资源，计算靶点和药物分子性质

例如病毒基因序列
开源分析平台

疫苗的研发：研究病毒基因序列，为疫苗研
发提供支持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1月22日发布新冠肺炎病毒资源库，整合全
球多个权威机构新冠肺炎相关研究成果，助
力疫苗研发

应
用
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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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应用数字技术与大数据
——采用“健康二维码”控制和监测新冠肺炎

2

• 基于支付宝，使用三色二维码（红/黄/绿）

作为数字健康证明

• 将通过检查二维码来确定隔离措施

• 应用场景：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高速

公路收费站）；小区及办公楼入口等

• 2月11日，杭州市率先推出“杭州健康二维码”，用于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 该二维码符合浙江省、杭州市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流行病控制监管要求。为了满足杭州市民以及等待进入杭州旅客的出行需求，采用
此数字工具，最大限度地降低大批人群从其他城市前往杭州复工/返校时发生严重疫情的风险

• 截止2月18日，已有100多个城市采用了这一数字管理工具，并且在全国范围推广

背景介绍

• 自我描述：申请人自行网上申报

• 建立数据库以及数据交叉核对

• 区域/地区筛选

• 动态实时更新：如果申请人完成所需检疫或

已更新申报信息，则二维码将自动改变颜色

工作原理

• 在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的指导

下，支付宝正在加快开发全国统一的健康

码系统

• 健康码系统于2月24日在全国推广

下一步举措

此项技术可用于创建“全国
电子健康代码”，以解决医
院之间数据孤岛问题

未来场景

任何医院的患者，在整个
诊疗过程中都可以使用该
代码访问自己的个人健康
数据

医生可快速了解病人的过
往病史，大大提高医院就
诊效率

有助于分级诊疗、双向转
诊、健康管理、在线医院
就诊等工作

使
用
说
明

登录支付宝 选择所在区域 自我评估 完成申请 生成二维码

无需隔离

7天隔离

14天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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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未来疾控中心的角色和决策影响力会得到提升

Key observation:

3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制定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体系设计指导原则：“更加重
视疾病预防……并且向基层诊疗分配更多资源”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重点关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突发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

因此，预计疾控中心系统将在未来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公立医院与美国疾控中心政府预算比较

中国疾控中心
2019年，国家给疾控中心的财政拨款为4.5亿元，

与2014年相比同比下降14.9%

2019年，国家给公立医院的财政拔款为50亿元，
与2014年相比同比增长38.8%

美国疾控中心每年的预算超120亿美元，相当于每人近40美元

中国公立医院

疾控中心的资金继续减少，并且资源也相对不足

美国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猜想……

• 平衡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的资源支出，加大对
疾控中心的资助

• 给专业疾控机构充分赋权
• 优化人才结构并完善管理体系
• 加大健康教育和全民疾病科普，建立“预防为主”
全民健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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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企业更加迫切需要审视现有供应链的整体运作效率

主要发现：

4

医药企业参与机会

医药企业 经销商

零售药店

患者

在线医疗服务

医院

政府医疗机构 1 2 3

4

4

协作完善疾病控制
和预防

1

• 在流行病学和药物筛选与研发方
面，与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及研
究机构加强协作

- 人才
- 基础设施
- 资金

形成统一标准，
提高工作效率

2

• 物流整合：建立多仓协作的物流
模式，通过信息流和物流的整
合，推进供应链一体化方案

• 运营管理：统一分子公司ERP系
统，形成一体化运营模式

把控终端强化网络 3

• 医疗机构服务：支持公共卫生保
健提供者深化变革

• B2B2C 平台：通过B2B和B2C平台
丰富运营网络

开拓新渠道吸引终
端用户

4

• 通过线上线下整合，建立
O2O模式，为患者提供增
值购买等药事服务

短期来看：开拓新渠道/模式，以降低运营风险

长期来看：一体化供应链模式，以促进商业战略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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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患者为中心”的诊疗服务理念和模式将进一步发展 5

病毒的爆发极大地限制了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接触 –加速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的发展

后续跟进系统
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患者教育
减少医患沟通成本

基因检测
为医生赋权，使其具有最新的诊断能力

大数据公司
提供大数据平台，提升研究能力

住院型个人医疗保险计划（PHI）
提供住院型保险

咨询服务
病理咨询

多学科团队（MDT）

注射中心
解决药品注射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以患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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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组合战略的潜在调整——布局疫情触发下的未来投资热点 6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的爆发也暴露出现有的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需求尚未得到满足；随着监管审批改革日益受到关注，预计将在以下领域会有更多
投资。

预防

诊断

治疗

建立疫苗研发流程

增强诊断工具和技术

新药物MoA及指征策略

举例

• 建立高效的疫苗研发流程，并且对于已知病原
体进行深入研究，在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时快
速响应：美国H1N1流感爆发后，由于流感病毒
疫苗制备早有完善的流程，爆发五个月内即有
多个H1N1疫苗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批准上市；赛诺菲基于基因重组技术
平台，以SARS候选疫苗为基础，加速开发新冠
肺炎疫苗

• 开发更敏感、快速便捷的疾病诊疗方式，如：
更好的即时检测（POCT）解决方案：从质控、
成本、通量、互联等几个方面持续地改进即时
检测（POCT）技术。-对于传染性疾病，则需
提高即时检测（POCT）的敏感性和便利性，一
方面避免错过阳性患者，另一方面探索开展家
庭自测的可能性

• AI诊断技术和AI诊断平台：清华大学推出新冠
肺炎智能诊断系统，可提升基层医院诊断水平

• 发现新的抗病毒药物MoA：例如，抗逆转录病
毒新机制的衣壳抑制剂（CAI）已顺利完成临
床前研究；默克药厂研发的新型植入式抗HIV
药物“islatravir”在临床一期实验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 研发高效的药物筛选流程和平台，加快对新型
传染源的反应速度：潜在的应用包括采用老药
新用+药物靶点筛选等方式，利用AI技术提高
药物筛选的效率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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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国内经营的医药企业的主要启示

我们怎样才能抓住新出现的机遇、持续前进？

• 积极关注未来医疗服务及产品交付模式的发展趋势，提前做好布局

• 整合并优化供应链

• 参与疾病预防基础设施建设

• 探索健康大数据和AI在疾病预防治疗以及公共卫生风险识别等方面的机会

• 与政府机构合作，开展针对广阔市场医疗服务专业人员的教育

• 重新审视现已上市的产品战略，在病毒爆发后立即抓住潜在的机会

• 重新审视未来的产品组合，优先考虑特定产品或识别潜在的业务发展机会

激活以患者为中心

的服务模式

协作构建新型

疾病防控体系

重新审视研发

管线中及已上市的

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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