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行业强监管形势解读
及市场趋势
2023



医疗行业强监管形势解读及市场趋势

1



2

医疗行业强监管形势解读及市场趋势

概述：中国反腐集中整治力度不断加强

2023年1月5日，中央纪委发布《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文，进一步针对几大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中的 
反腐问题展开集中纠治整改工作。在前期筹备工作完成后，国家卫健委等十四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 
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对制药公司、经销商、销售代表、医院等群体中存在的各种贿赂形式加强调查力度。这场全国

范围的整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持续时间长且各有侧重点：

经过几个月的推进，整改工作呈现出以下特征：

 • 医疗行业被纳入中国为期五年

的反贿赂反腐败运动中

直到2027
全国范围的强监管

第四阶段： 

 • 基于前期发现的问题，制定制

度文件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2024年6月
总结整改阶段

第三阶段： 

 • 各医院收集增量，突出重点问

题予以调查，严肃惩戒，对典

型案例予以重点督办

2023年8月 ~ 2024年5月
集中整治阶段

第二阶段： 

 • 各医院开展教育学习以及动

员，组织自查自纠，整改自查

问题

截止至2023年7月
自查自纠阶段

第一阶段： 

联合协作

各省根据不同重点和领域采用多种方法和流程开展检查工作，跨省跨部委的检查措施已经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

全面覆盖、聚焦重点

这场全国范围的行动全面覆盖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包括但不仅限于医院、制药和医疗器械公司、分销渠道、医药外包（CXO）和

学协会（HCO）等。与此同时，政府展示出解决腐败问题的强大决心，重点针对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行业中在关键岗位的重点

对象。

影响持久

在定期专项的检查行动以外，中央政府还发起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反贿赂反腐败行动，因此对医疗领域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到

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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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反应观察

8月份门诊量出现8%的小幅度下降，同时医疗消费下降16%，手术量下降12%，整改期间全国临床总量也同步出现了下降。

市场活动会议是制药和医疗器械公司典型的宣传方式。此类活动会议总量从7月份到10月份出现了明显波动。

市场活动会议量波动

不同治疗领域的市场活动会议量波动

来源：德勤分析

来源：德勤分析

通过对行业市场活动会议量趋势的分析，可以发现：

各治疗领域的变化和需求各不相同

肿瘤领域的自办会议量和临床药物消费下降幅度最大。

明显下降的治疗领域 下降较少的治疗领域

-76%肿瘤科

-75%呼吸科

-73%免疫系统

-43%疫苗

-51%神经科

-54%综合科

+20%

-15%

7月 
上半月

7月
下半月

8月 
上半月

8月
下半月

9月 
上半月

9月
下半月

10月 
上半月

10月
下半月

-50%
-75% -71% -63%

-77%

-38%

从8月份开始，企业自办
会议总量出现明显下滑

从8月到10月初，持续保
持下滑趋势

从10月下半月开始，
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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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受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直辖市表现更为稳定

虽然在8月份和9月份，所有区域都出现了下降，但根据数据表现，西北、东北和华北区域的恢复能力略强于其他区域。

区域 下降率 - 8月 下降率 - 9月 下降率 - 10月

华中 -73% -70% -65%
西北 -69% -59% -49%
华南 -69% -61% -59%

华东 -66% -64% -63%

西南 -62% -66% -52%

东北 -54% -56% -50%

华北 -54% -53% -51%

下降比例范围

>70% 

60%-65%

65%-70%

<60%

黑龙江

内蒙古

新疆

西藏

青海

四川

陕西

山西

河北

山东
河南

湖南

江苏
安徽

上海

浙江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宁夏

云南

甘肃

天津

北京

辽宁
吉林

重庆

贵州

湖北

各区域活动会议量变化趋势

来源：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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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灵活的”自办会议

活动会议旨在医学理念传递，可以观察到，没有医疗卫生专业人员（HCP）作为讲者的会议比例逐步上升，会议平均参会人数自6月起

到8月中下旬呈下降趋势，在8月和10月之间出现小幅回升。

更广泛的数字化运用

据观察，无论是自办活动，还是赞助活动，线上会议、直播等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活动会议比例已经超过线下和混合模式，成为了医疗

推广的主流形式。

平均参会人数  

6.6

6.4 6.1 6.3
6.5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7.0%

+6.6%

单场活动会议平均参会人数

来源：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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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趋势和关键执行点

合规适远，事变长青

在这场不断扩大、持续进行的医疗卫生行业反腐整改行动中，制

药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根据当前观察，本轮反腐行

动不论是持续时长，还是影响，都不仅限于短期；作为一个为期

五年的深入整改项目，其后续还将伴有定期的严格执行。基于这

些情况，合规将是在中国市场运营的制药公司的必经之路。制药

公司的合规管理必须评估所有因素，以保证公司运营符合法律

法规要求。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在提升公司声誉和竞争力以

及支撑公司长期发展方面也至关重要。为了减轻商业贿赂处罚

风险，建议制药公司主动改善自身合规系统并时刻关注政策、市

场需求等市场变化。在合规的理念下，一个成功的企业和其员工

必须适应变化、不断成长和创新。

“销售费用率”下降

随着监管强度的提升，制药公司已经采取行动，对成本结构进

行优化。包括销售费用、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例，以及营销费用占

销售费用比例在内的三个指标持续下降。总体而言，营销费用预

计将逐步下降。因此，市场正在寻找创新性、多样性的分销渠道，

以求能够定向、有效地触达客户。与此同时，传统的一对一销售

代表组织架构被剔除，减少营销支出后，制药公司可以将收入

重新分配到产品研发中，从而催生新的商业机会。

产品力—— 企业回归研发和产品本质

2023年下半年，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比例将出现上升。由创新科

技驱动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在当前的医疗反腐整改环境中，产品

研发不仅可以帮助制药公司提升竞争力，还有希望使制药公司

回归基于价值的竞争，在销售和研发投入之间实现一个更好的

平衡。

数字化转型加速

制药公司必须在重点关注运营合规和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升效率，

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实施数字化 
转型—— 尤其是将重点从传统营销转至学术研究和研发—— 不
失为一种实用的策略。通过数字化转型，公司在改善客户体验的

同时，还可以提升自身对医疗大数据的管理与分析能力、提高研

发效率、降低研发费用，并且优化自身供应链和销售渠道。

模式和战略创新

随着政策不断改革，医疗健康行业正在经历显著的变化。要想

在行业变化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公司必须主动拥抱创新。创

新的形式多种多样，行业可采用的三种常见方式如下：

创新性研发模式：合作研发、人工智能、药物再利用等

以人工智能（AI）为例：随着AI技术的逐渐成熟，全球范围内有

超过700家公司正在使用AI技术进行产品研发，目前已经有数十

种AI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随着国内外的一些AI药物管线

进入临床二期进行药效评估，整个AI制药行业也进入了一个关

键期。我们看到，国内制药公司和跨国制药公司都在以渗透上

游AI科技公司、中游AI信息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的方式，积极拥

抱AI技术。

创新性营销模式：数字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直播促销等

与传统的快消品不同，随着政策影响和消费者行为模式及使用

习惯变化，制药公司的营销方式出现显著变化。

 • 对于医疗卫生专业人员（HCP）：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互动

逐渐转移至虚拟平台，这不但提供了一种自然且便利的沟通方

式，还有助于公司收集统计数据和统计信息，用于分析和理解

每个客户的活动状态、药物偏好、内容偏好等，从而最终实现

个性化的精准营销。

 • 对于患者：一些制药公司与新媒体平台达成了创造性的合作伙

伴关系。“互联网+诊断+药物+保险”这一数字化闭环建设，以

及内容多样化、场景真实性、精准选题、目标用户兴趣等策略，

正在成功提升患者疾病意识。

其他创新性模型：诊疗一体化、药械一体化等

围绕提升药物疗效和患者生活质量的销售策略将取代通过利益

转移进行的促销活动。在2023年严格的监管治理下，我们看到

患者护理活动的份额出现大幅上升。一些制药公司正在通过自

身力量或者合作关系推广诊疗一体化，以求对全面的真实数据

进行分析，并且直接为病人提供精准治疗。这将实现从早期筛查

和准确诊断，从个性化、标准化治疗到后续复诊和二次诊断筛

查的全方位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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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械企业合规再升级

多数中国生命科学企业已经在使用各种合规工具来监控管理与活动，从第一道防线到第三道防线，以覆盖内外部风险：

但是，集中反腐整治行动的加速也对合规机制建设提出了越来

越高的要求，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性（广度）

随着不断提高的市场及政府强监管要求，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合

规监管体系的覆盖广度和合规管理范围提出进阶要求。一方面

对医药生态价值链中医药公司合作伙伴，包括渠道经销商，代理

商，CMO，CSO，CRO，电商（O2O等多元模式），互联网医院，学

协会（HCO）等合作模式中 ，对“现金流”、“信息流”、“货品物

权流”的合规风险把控应做全面监控和及时回顾，重点加强不

同模式下关键风险点的监控和风险管控。例如学协会合作模式

中，应逐步建立对第四方的风险管控机制，即学协会执行层面的

管理风险，对立项目标及原则、选取第四方流程、执行管控、监

管要求及付款审核进行全面管理。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内部合规

体系建立也应考虑全面性，通过建立合规委员会，对业务流程设

立合规监管职责等多手段将合规要求系统化嵌入业务体系。

专注性（深度）

本轮政策聚焦重点包括：科室/领域/药品/医保结算费用高的医

药耗材、医药公司与关联经销商和销售代表之间的不公平利益

传递、推广赞助领域风险监控等，企业应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及战

略，制定专项的自检查自培训自监控惩戒机制。例如对于医保药

品倒买倒卖风险行为，通过自检机制的建立和实施，销售推广及

合规部协同内部自查，通过培训和考试加强利益相关者的合规

意识并完善内部举报和奖惩机制，促进各部门强参与、重监督。

准确性（精度）

除建立事前、事中、事后闭环管理及监测管控外，准确定位风

险进行预防自纠能够有效提升合规效率及效力。基于全面性

及针对性的有效合规管控，结合数字化大数据沉淀，设定有效

行为指标，建立预测模型，对异常行为模式进行准确有效的监

控。例如对于三方合作，应建立合作供应商品类、金额、合作频

率、评价、行业对标等闭环监督体系，通过建立预测模型刻画供

应商肖像，监控供应商合作运营成本管控及合作风险，达到预

先管控，精准预测，同时结合合规体系的全面性及针对性，辅以

自查自纠，专项审计等手段，提升合规体系完整性，构筑合规体

系护城河。

 

三道防线

来源：德勤分析

合规监控
活动

实时
抽查

数据
分析

事后
审查

一线业务
监控

深度
审核

第三方尽职
调查

员工差旅
审核

第三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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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致远，适变长青。在当下医药强监管趋势下， 医药企业迫切需要思考如何

搭建或完善全面且有效的企业合规体系以实现合法合规的企业经营环境。

结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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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请参阅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更多信息 。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一家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境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种形

式，成员以其所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

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

区超过100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班加罗尔、河内、香港、雅

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孟买、新德里、大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

和东京。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

联机构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

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

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

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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