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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 

为落实国家《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进一步促进本市医疗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市经济信息

化委、市科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药品监管局联合制

定了《上海市促进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 2 — 

附件：上海市促进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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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促进本市医疗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助力打

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制定本行动方案。 

жȽᙱ։㾷≸�

1.指导思想 

瞄准医疗机器人微型化、智能化、仿生化发展趋势，以促进

医疗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为重点，主动谋划医疗机器人未来科技

和产业变革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促进产学研医协同创新，

强化场景应用示范，形成产医融合、数智驱动和开放领先的创新

体系。聚焦医疗机器人现代工程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推进产业

链、创新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强化品

牌塑造推广，发挥医疗机器人龙头企业的带动力、顶尖团队的创

造力和重磅产品的影响力，打造一批国内领先乃至国际先进的创

新医疗机器人产品。 

2.主要目标 

力争到 2025 年，本市成为国内医疗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

高端制造集聚地和协同应用示范地，产业能级大幅提升，产业规

模达到100亿元。 

——前沿成果加速突破。布局智能医疗机器人底层技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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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攻关控制、感知、运动等核心部件，涌现10款以上国际先进

创新产品。 

——产业能级显著提升。打造不少于2个医疗机器人特色产

业集聚区，培育10家左右医疗机器人细分赛道龙头企业。 

——创新生态持续完善。建设5家左右专业技术公共服务平

台，建立3个以上医疗机器人应用示范平台，形成10个以上可推

广可复制的应用示范场景。 

ӂȽਇኋ䠃⛯�

——手术机器人赛道。推动腔镜手术机器人、口腔种植机器

人、消化道诊疗机器人持续提升性能，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加

快研制多通道血管介入机器人、术中三维透视一体化骨科机器人、

多模态影像导航支气管镜机器人、狭窄腔道柔性手术机器人、整

形修复手术机器人等。支持腹腔镜/支气管镜全自动手术机器人、

5G远程手术机器人等创新发展。 

——康复机器人赛道。推动上下肢康复机器人、外骨骼机器

人、手功能康复机器人持续深化多模态融合，提高协同康复治疗

效能。加快研制多元环境模拟及行为量化分析康复机器人、中医

治疗康复机器人，基于脑机接口技术开发面向功能性神经疾病的

康复机器人等。 

——辅助服务机器人赛道。推动消毒清洁、配液送药、智能

配药/巡检等辅助服务机器人便捷化和智能化升级。加快研制具有

复杂环境感知和导航能力的医疗物流机器人，发展人工智能辅助诊

断机器人、重症监护机器人、陪伴护理人形机器人等。 

пȽ䠃⛯Աࣗ�

1.加强产业前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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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微型化研制，聚焦多材料微纳制造、微成像系统、微尺

度高效驱动和运动控制等技术创新融合，布局光机生电一体化、

功能多样化的精准诊疗微纳机器人。强化智能化支撑，促进大数

据、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机器人融合，

布局术中实时多模态融合感知技术，探索智能精准可视化自动手

术新范式。探索仿生化应用，支持扩展现实、柔性感知、脑机接

口等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医疗机器人与生成式大模型创新融合，

探索具身智能发展新形态，促进医疗机器人智慧化和个性化发展。

（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卫生健康委、上海科创办） 

2.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底层技术自主研发，推进3D超高清手术视觉系统、高精

度轻量化医用机械臂、多模态影像导航、高精度主从双边稳定控

制、医疗机器人实时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创新突破。推进专用技

术迭代创新，深化手术机器人不同临床应用场景磁共振兼容、导

丝尖端定位跟踪、人体复杂动态环境下“人-机-环”感知信息融

合、术中推送力精准感知与反馈等技术研究；加快康复机器人肌

电刺激与运动认知交互融合、实景化实时评估与康复训练一体等

技术创新；推动辅助服务机器人多传感器与多算法融合高精度实

时定位等技术迭代。（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上海科创办、市
发展改革委） 

3.加快关键材料器件攻关 

凝聚产业链协同攻关合力，支持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生态主导

力的医疗机器人“链主”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

第三方检验平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产学研医检一体化协同

攻关。夯实核心材料器件基础，加快超硬医用不锈钢、超细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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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耐疲劳钨丝、变尺寸纤维复合材料、高强度生物相容性好的高

分子材料等先进材料攻关；加快微型化高可靠性低回差伺服电机、

100 轴以上高算力低延时总线运动控制器、高动态高精度光纤形

状传感器、亚毫米级实时光学运动捕捉系统、配液消毒装置等关

键元器件突破。（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上海
科创办） 

4.引育壮大优质企业 

招引做强龙头企业，加快引进医疗机器人领域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头部企业、爆发力强的高增长企业和重大产业化项目。支持

医疗机器人龙头企业开展功能性总部、开放创新中心建设，对产

业链上下游进行生态赋能。培育做大创新企业，优化创新创业环

境，加强对医疗机器人初创企业的培育扶持，鼓励创新型企业在

细分赛道深耕厚植，培育一批细分赛道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鼓励本市医疗机器人企业

在国内外全方位布局知识产权，支持企业上市。（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 

5.打造“双核”产业空间 

聚焦双核带动，依托“张江机器人谷”，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

作用，建设医疗机器人设计研发、集成创新和产业集群示范基地；

依托“大零号湾”，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研究院等研发机

构新范式，建设集成前沿技术创新、临床测试和成果孵化转化示

范基地。加强区域产业联动布局，推进松江G60科创走廊、宝山

机器人产业园、临港生命蓝湾等联动发展，培育医疗机器人产业

新增长点。（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教委、浦东新区、闵行
区等相关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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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化产医融合发展 

加速临床创新成果转化，畅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交流渠道，

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

通过企业化、市场化运作，推动更多医疗机器人创新成果在本市

转化。加大优质临床资源供给，重点面向国家医学中心和特色专

科医院，推动企业临床试验需求和医疗机构临床资源有效对接；

深化市级医院医企协同研究创新平台（HI-CLIP）建设，鼓励本市

医疗机构为优质医疗机器人项目提供临床资源。（市卫生健康委、
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7.优化产品上市服务 

加强重点产品上市指导，增强与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

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沟通协调，拓展研审联动，指导企业解决重

点医疗机器人产品注册申报过程中遇到的个性化问题。支持创新

产品申报，搭建医疗机器人企业与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沟通渠

道，鼓励临床应用价值高、创新性强的医疗机器人进入创新医疗

器械特别审查通道，为企业研发、临床、注册、生产等提供针对

性跨前精准服务，延伸生物医药产品注册指导服务工作站服务触

角，加强衔接和指导；对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并首次

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在本市生产的产品，提供全程跟踪服务，给

予相应支持。（市药品监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卫生
健康委） 

8.推进产品应用示范 

开展产品入院应用，鼓励医疗机构结合新基建打造医疗机器

人综合应用示范院区、科室，建立人形机器人、骨科和康复养老

示范平台，支持临床应用价值高、创新性强的地产医疗机器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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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纳入《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上海市创新

产品推荐目录》。推动产品开展上市后再评价，支持本市医疗机构

牵头整合区域医疗资源，与医疗机器人生产企业合作创新，开展

医疗机器人应用示范和上市后再评价，形成“应用示范-反馈改进

-水平提升-辐射推广”的良性循环，不断提升医疗机器人性能质

量。建立应用示范创新中心，支持医企协同建设医疗机器人细分

赛道应用示范创新中心，加速产品临床应用与迭代升级。（市卫生
健康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医保局、市科委、市药品监管局、
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9.完善专业服务体系 

搭建专业服务平台，支持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建设医疗机

器人评价验证研究中心，开展医疗机器人安全和人因工程测试评

价方法研究。支持医疗机器人企业建设实验动物开放创新平台，

支撑产品临床前研究。支持医企协同建立手术机器人国际临床培

训中心，搭建“可展示、可操作、可教学、可应用”的培训平台。

支持特色产业集聚区联合龙头企业建立医疗机器人应用赋能中

心。汇聚产业、科技、医疗、监管等领域专家，依托龙头企业和

重点医疗机构，搭建本市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交流平台。发挥国

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用，支持专业服务平台建设。推进标准体系

建设，支持企业、科研院所参与研究制定医疗机器人领域基础、

产品、方法等方面的国际、国家、行业、团体标准，提升本市医

疗机器人品牌影响力。（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药品监管局、市科委、
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10.推动开拓海外市场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本市医疗机器人企业利用多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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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更优质的高端医疗装备及

解决方案。拓展发达国家市场，对本市研发生产且通过 FDA（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EMA（欧洲药品管理局）、CE（欧洲共同

体）、PMDA（日本药品医疗器械局）等国际注册并实现销售的医疗

机器人产品，给予相应支持。（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 

Ƚؓ䳒᧠᯳�

1.加强组织保障 

充分发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

工作推进机制。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重点围绕

医疗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验证、注册上市、入院应用、迭代创

新等关键环节，在制度机制、资源供给、生态建设、监管服务、

应用示范等方面协同合作，强化市区联动、区区联合、医企协同，

解决共性诉求和重大问题。（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
科委、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市医保局、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上海科创办、市知识产权局、市药品监管局、申康医
院发展中心） 

2.加强政策支持 

统筹利用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等专项资金，支持医疗

机器人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重磅产品研制、产品上市、首台套、

上市后再评价。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在医疗机器人审评审批、

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纳入医保支付、加快入院、应用示范、医院

考核评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委、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市医保局、上海科创办、市
药品监管局、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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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人才引育 

面向全球吸引医疗机器人顶尖人才和创业科学家，加强高层

次人才服务保障，提供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充分发挥本市白玉

兰人才计划、东方英才计划等各类人才计划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

集聚、培养支持作用，进一步完善医疗机器人领域人才评价机制

和激励举措，加快引育医疗机器人领域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

（市委组织部、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教委、市卫生健康
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4.加强支付支撑 

加大对医疗机构申请新增相关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的政策指导，优化相关业务流程，加快申报审核速度，及时向申请

医疗机构反馈相关结果，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和动态调整机

制。鼓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和诊疗规范，使用临床应用价值高、

创新性强的医疗机器人开展医疗服务。（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药品监管局、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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