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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 “十四五“规划的元年，也是我国医药行业深化改革的一年。国家密集发布一系列政策，将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和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医疗健康行业也逐步走向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路
径。2021年，医药企业在后疫情时代，经历了估值震荡与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洗牌，市场再次回归理性。

回顾这一年间企业与行业发展的内核驱动力与变革因素，我们结合医药企业海内外发展最佳实践，
梳理总结其背后支撑的关键领导力，助力企业洞悉发展前沿，加快全球布局，力争于变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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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1：
数智变革

2021年，数智化变革成为企业战略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驱
动新一轮行业竞争从规模化生产走向多元化竞争模式。就
医药健康产业而言，其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起点略晚于
互联网、金融和零售等数据原生或数字运营高依赖度产业，
但在疫情、技术和政策的叠加影响下，其数智化转型正处于
急速上升阶段。

从供给端看，医药健康产业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研发方向，数
字化辅助诊断和辅助医疗广泛应用于不同场景，例如以人
工智能影像提高癌症诊断精准度、以VR数字疗法治疗精神
类疾病、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药物研发、以智能化手术室提
高医疗效率与安全等。从需求端出发，疫情的持续影响，也
驱动了在线诊疗、互联网医院、可穿戴设备的技术突破和扩
大应用。

数智化转型在为企业带来技术创新与多元发展的同时，也
为其产业链、价值链重塑与深度构建带来新的挑战。迄今为
止，医疗企业围绕数字化改造的投资大都集中在孤岛式AI/
ML平台上，规模化平台鲜有涉及。其次，基于传统性发展，
企业对其数据基础的投资明显不足，包括数据治理、质量和
互操作性等。此外，企业内部数智化人才短缺的现状日益凸
显，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电子商务、数字化运营人才和“数
字原生一代”炙手可热，跨界争夺人才以推动企业各职能部
门数智化变革，最终提高业务效率和效益成为重要趋势。 

对比中外医药企业， 晶态科技联合创始人、CEO马健则认
为，在AI应用上，人才团队是核心差异，“ 国际大药企的计
算团队往往比较完善，国内药企内部的计算团队则多数还
在建设当中。”

领导力关键词：颠覆精神、协同驱动

企业数智化领导者的视野宽度和专业精度，将成为企业在新
竞争环境下能否占领先发优势的关键所在。具有行业远见、
精通技术、能够驾驭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领导
力。优秀的数智化领导者们了解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发展趋
势以及自身所处的位置，而这个生态系统未来还将为其带来
新的竞争对手、新的利益相关者和互动的全新可能性。

在实践中，企业数智化转型无法由某一个人单独完成，它需
要由董事会和高管层协同驱动。成功的领导团队需具备提出
并直面尖锐问题的能力，能够认识到自身对数智技术的认知
局限，有能力打破传统、改变组织思维和组织文化的领导团
队更加被需要，这在董事会层面可能更为突出。

在寻找和发现数字化人才的过程中，具备赋能和转型潜质
的内部人才建设非常重要。但现实中，大多数传统医疗技术
企业面临着经典的“如何在飞机起飞时制造飞机”的问题，
因内部人才建设不足，通常优先考虑从外部招聘技术部门的
领导者来填补专业度空缺。

“科技产业的人才竞争热潮令人
难以置信，主要体现在一些最精通
技术的顶尖人才上，比如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AI / ML专家······
这类人才的争抢是真实的。”

——爱齐科技、因美纳董事会成员
Sue Siegel 



行业趋势2：
应对未知
2021年，各国经济复苏和产业增长呈现高度不确定性。不断
变异的病毒导致医疗系统持续高压运行，医疗服务与医药
产品供需变化缺乏规律性，而大规模反复性感染亦为社会
和经济运行带来新的考验。在疫情常态化面前，企业被动打
破原有规划，在短期内迅速响应。

作为刚需，医药健康产品，特别是防疫物资的全球供应更是
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在中美
贸易争端、制造业回归、关税上涨、供应商质量与稳定性等多
重因素叠加影响下，药械产品全球供应链一度已被打乱节奏。
疫情爆发后，各国对医用耗材、检测试剂、疫苗和部分药品需
求高企，供不应求，为全球生产与贸易企业带来新的挑战。

然而，面对同样的挑战，那些能够快速应对变化，善于在困
境中抓住机遇的企业，则顺势加快推进其产品和产能的全
球布局进程，推动企业提早完成产业链布局，这一点在疫苗
和诊断试剂企业中充分体现。

领导力关键词：果断决策、敢于冒险

在应对未知时，果断、灵活和敢于冒险是领导力的关键。在
危机来临时，敢于冒险的医药领军人即使在没有充足信息的
情况下，依然选择了果断行动。他们能有效管理压力，灵活
应对各种变数，带领企业在各种不确定性中，把握机遇，弯
道超车，追赶全球速度。而正是在这种风险偏好的推动下，
企业不断取得突破、实现愿景。

76% 
36%
34%

的领导者看到了市场需求的快
速变化 

表示产品物流受到深层次影响

的领导者则表示在应对变化的
生产制造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罗盛咨询《全球医疗器械供应链领导者
调查》中显示

中国医药人聚力赢变共赴星辰大海   4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动态变化。当危机
发生时，我们不得不迅速做出改变，将企业
关注点从长期发展变成应对眼前。我于年
初开始担任首席执行官，起初，我们带着宏
伟的计划进入新的一年。公司有一个五年
规划——你将如何领导这个组织，你将如何
实现长期目标和愿景。但是，当危机随之而
来的时候，你必须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边。”

——富乐医疗集团首席执行官
Kuen Loo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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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3：
源头创新

2021年，中国创新研发蓄势出征，“真创新”日趋C位。从创
新数量上看，不论是大分子还是小分子，新药申报受理数量
迎来指数型增长，获批数量又创新高；众多生物技术初创企
业也纷纷在2021年首次举办研发日活动，早期披露其新产
品布局情况。从创新质量上看，高光下的生物制药和体外诊
断产业涌现出不少硬核先锋，产品“芯片”。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CDE）发布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
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明确了新药研发应以为患
者提供更优的治疗选择为最高目标。这意味着未来医药研
发将加强临床前干预、充分探索临床价值，引导产品创新逐
步从me-too和me-better，向first-in-class和best-in-class
转型 ，避免同质化竞争和临床资源浪费。

这一年，创新继续受到资本市场热捧，投资风向受市场和政
策略有调整。随着新一轮创新鼓励政策的发布，未来投资将
更加向价值链的两极延伸，即加大早期研发和商业转化投
资布局，从而真正打造创新产品闭环。

“研发需要适度承担‘早’的风险，”复星国际执行董事兼联
席CEO、H50轮值主席陈启宇表示。另一家已上市生物试剂
企业董事长则强调, “科技创新要从源头赋能。生物试剂的
上游技术扎实，才能提升产业链的整体产品能力。”

生物药研发与临床实践、成果转化的紧密结合更加重要，这
将对人才提出更加多元的要求。 

领导力关键词：使命驱动、坚韧不拔

产品创新，任重道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领导力特质上
看，除创新能力的支撑外，企业家精神是引领创新型企业突
破极限的必备素质。

“创新需要胸怀梦想 ，”博安生物董事长姜华这样分享。

而在我们访谈的许多医药企业掌舵人当中，很多也都希望
通过自身努力，让中国和世界变得更健康、更美好。而正是
这份初心与责任感，是他们在产品研发的漫漫长路上，不断
追求长效创新的源动力。

一位在中国和美国联合创立了三家生物科技初创公司的创
始人表示：“创新研发是我个人的动力。 我非常享受尝试新
方向的自由和将假设转化为实际影响的喜悦。但对于想赚
快钱的人来说，这条路不适合。”

“在生物药创新开发的道路上，科技引领性人才和成果转化
型人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即使研发项目有原创性，但成药

性和产业转化落地不足，依旧无法转化为商业价值。”

——博安生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姜华

“病人的需求是我们做研发
创新的靶标。让无药可医的病
有药，让产生耐药的病有新
药，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信达生物董事长
刘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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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创新药继续加大海外注册力度、本土药械企业
加速全球战略布局，以国际化引领企业“第二发展曲线”，
成为诸多医药企业家的核心关注。

国际化合作模式也从单一产品授权或单纯委托加工，快速
向技术合资、渠道并购和自建国际营销网络等复合模式转
变。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热度显著上升，本地化生产、集团
军作战、产业链合作、多元化商业平台建设成为新的国际合
作与发展路径。

从国内转战国际，从跟跑转向并跑，中国医药企业正在经历
一场文化、规则、体系、环境、角色的复杂转型。面对同样变
化的外部因素，企业如何在内部打造领导力、扩大核心竞争
力，出海时准确选取目标国别、确定商业模式、精准产品定
位、拓展商业渠道、优化排兵布阵，是能否成就全球化发展
的关键所在。

领导力关键词：战略思维、开放包容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监管差异、市场环境、多
元组织文化、团队与人才建设的多重挑战下，中国药械企业
扬帆出海、砥砺前行，领导者的格局、视野、战略思维与实
战经验，在掌舵企业时显得格外重要。

企业全球化发展需要大格局、大视野，需要以更强的战略性
思维和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成
熟企业如此，初创企业亦是如此。

凌科药业创始人兼CEO万昭奎博士说：“中国生物科技公
司需要有全球化思维，勇于跳出‘立足中国、服务中国’
的心态。我们应该致力于研发符合国际质量要求的产品，
并将其提供给全球患者使用。”加科思药业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王印祥则强调，“没有中国的Biotech，只有全球的
Biotech。”

行业趋势4：
全球布局

“国产创新药出海不是‘选择题’，而
是‘必答题’。在国际化道路上，管理者
也应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素质与能力，
既要懂科学，还要具备国际视野，精通
全球的政策法规和市场营销的状况，
最好还拥有跨国医药营销企业的具体
实践，积极寻求发展中国家的互认。”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
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

王磊

“国际化领军者必须具有开放性思维、
战略格局和国际视野，这对于企业走向
世界舞台至关重要。企业与国际接轨，
最重要的是思维接轨、规则接轨、文化
接轨，只有扎实耕耘，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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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趋势5：
多元共融

2021年，医药健康产业多元共融的特征进一步显现，女性
掌托人和高管数量明显增多，为重压之下的医药行业带来一
缕清风。无论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更多的女性领导者惊
艳登场。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一道苛刻的考题，那么，它却让女性领
导者充分展现出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优势。过去是，现在是，
未来也将是。这种难得一遇的挑战在企业与个人层面上影
响着每位职场人，而女性领导者的韧性与张力，显然赋予了
她们迎接并最终战胜挑战的独特力量。

一位具有25年经验的医疗行业创投人Jodi Hubler说，“在
大流行病的早期，我们有勇气承认自身存在认知盲区，且我
们要一起努力度过这个难关。”

领导力关键词：同理心、复原力

当危机来临时，员工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灵活应变和学习新技
能的领导者，那些即使在困难时期也强调员工发展的领导
者，那些表现出诚实和正直的领导者，以及那些对人们的压
力、焦虑和挫折敏感并理解的领导者。而《哈佛商业评论》
的分析表明，这些特质更多的是由女性表现出来。

这种与员工和客户进行公开沟通，并控制局面回归正常的能
力，是最大的领导力差异化因素。女性领导尤其善于使她们
的组织在关注业务发展的同时，也支持员工在家中与家人的
自我照顾。

“我遇到的许多女性医药健康产
业的领导者，已经开始对自己和她
们所做的工作有更大的思考。她们
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头衔或职位，
而是专注于推动变革和她们对医
药健康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

——医疗行业创投人
Jodi Hubler

女性领导者在19项能力指标中，
有13项得分更高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指
出，根据其一项在新冠早期的研
究发现，女性在新冠疫情期间，
成为比男性更好的商业领袖

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疫情突
出了女性领导者积极的特质

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以前所看
到的：女性领导者更愿意在危
机中，以真实的态度来承认所
发生的事情



中国医药人聚力赢变共赴星辰大海   8

报告联合发布
合作伙伴：

作者
管云鹏（Cynthia Guan）拥有超过15年为政府部门、联合国机
构、非盈利组织和中外资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人力资源服务的经
验，包括中国医药产业结构升级、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市场
准入、企业对外投资与经贸合作、行业配套人才建设、高端人才寻
聘和组织发展等。她常驻北京。

覃雯（Justine Qin）女士是罗盛咨询市场分析团队的成员，专注
于中国本土企业咨询。她常驻北京。

该报告于2022年11月，在《中国医药手册2022 – 数据、
洞见和趋势》首发。



罗盛咨询简介 罗盛咨询是一家全球领导力咨询公司。依托全球47个办事处的600+余位顾问，我们与众
多行业和地区的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密切合作，帮助客户建立由变革型领导
者组成的团队，应对当下面临的挑战，并预测正在重塑全球商业环境的数字化、经济及政
治趋势。从董事会架构、董事会文化和有效性，到企业卓越领导力的选拔和评估，我们的
团队将数十年的咨询经验，用于帮助客户解决复杂的领导力问题。我们致力于重塑引领世
界前行的力量。

www.russellreynolds.com

全球 办事处 美洲

• 亚特兰大
• 波士顿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卡尔加里
• 芝加哥
• 达拉斯
• 休斯顿
• 洛杉矶
• 墨西哥城
• 迈阿密
•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
• 蒙特利尔
• 纽约
• 帕洛阿尔托
• 圣保罗
• 多伦多
• 旧金山
• 斯坦福
• 华盛顿

欧洲、中东和非洲

• 阿姆斯特丹
• 巴塞罗那
• 布鲁塞尔
• 哥本哈根
• 迪拜
• 法兰克福
• 汉堡
• 赫尔辛基
• 伊斯坦布尔
• 伦敦
• 马德里
• 米兰
• 慕尼黑
• 奥斯陆
• 巴黎
• 斯德哥尔摩
• 华沙
• 苏黎世

亚太地区

• 北京
• 香港
• 墨尔本
• 孟买
• 新德里
• 上海
• 深圳
• 新加坡
• 悉尼
•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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