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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年中，虽然外界对生命科学行业的估值结果喜忧参半，但行业的基本表现和未来前景都保持着健康状态。

新冠病毒的治疗取得了一些进展，许多企业因此而实现了增长；其他多数企业最初担心的疫情负面影响，例如延缓

患者招募和试验执行等，也并没有对行业造成过多冲击。随着生命科学企业持续推进转型，预计整个行业将维持增

长势头。

有些企业通过采用数字化优先模式和调整内部规范，正在摆脱疫情的影响，其中传统办公模式占比有限的企业表现

尤为突出。随着生命科学价值链各环节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在疫情之前大力进行数字化投资的企业，正在享受当

初这一远见所带来的红利。2022年，深谋远虑的企业领导者们将继续增加对长期战略性数字化目标的投资，包括利

用自动化、智能工厂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制造业务转型，并使用新技术提升供应链韧性。

企业在动荡时期需要加大投入，提升敏捷性。虚拟办公和混合办公的新模式对企业运营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大

多数生命科学企业仍在努力适应这种新常态以及近期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战。聚焦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重塑办公空

间，是身为企业CEO的战略重点；而满足人的需求和在工作场所创造以人为本的工作体验，从未像如今这般重要。

在过去两年里，伴随着疫情的肆虐，生命科学行业与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协作。为了救助患者，所有人都

被动员起来，包括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在通过数字途径分享各自的研究结果。1明年，业界将逐渐形成更强调以患

者为中心的、共同创造的体验模式，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够公平地参与决策，帮助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更有效、更

加个性化的健康成果。在分散式试验等策略的推动下，患者的参与和对健康公平理念的重视，将会提高临床试验的

多样性。

2022年，在新的行业洞见和真实世界证据的支持下，受数据驱动的科学家们将致力于攻克那些曾经以为棘手的疾

病。2科学上的突破，例如新冠疫苗使用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和细胞基因疗法等，在未来有许多潜在的使

用场景；为加快开发新冠疫苗和治疗产品而采用的新工艺，目前也被用于加快其他药物和疗法的研发；并且，企业

不能回到旧的研发模式中去。

2022年，企业面临更严格的披露要求，需要遵守新的全球标准，因此环境、社会和治理依旧是生命科学企业的首

要任务。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客户将密切监督生命科学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工作进展。3未来一

年，生命科学企业的领导者将着重关注对该行业至关重要的ESG因素，如药品可及性、药品定价、环境可持续性、

健康与种族公平、领导力多元化等。

在2022年及以后，变革依旧是生命科学行业的主旋律。许多企业经历了业绩增长，并且拥有了一份更加良好的资

产负债表，因此它们都增加了投资。预计企业对产品组合的投资，包括下一代疗法及其投资，将充分利用其数字化

转型的成果。随着可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变得日益丰富，生命科学企业将大规模应用数字技术。新的标准已设

立，那些行动敏捷、愿意打破传统直面最严峻挑战的企业，必将成为最大的赢家。2022年，企业领导者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如何加快数字化进程，避免退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有胆识的企业领导者怀抱着一个整体清晰的愿景，将能

够继续利用因疫情而出现的，或因疫情而加快到来的更多机遇。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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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成为现实

持续的加速增长和创纪录的投资规模 

德勤和《财富》杂志近期的联合报告显示，来自15个行业77%的CEO们表示，新冠疫情危机加快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

且，CEO们对明年依旧保持高度乐观。1预计2022年数字化转型趋势将加速，更长远的战略性数字化目标将成为促进企业发

展的新动力。2

过去18个月发生的一切，相当于将数字化创新向前推进了10年。

Manoj Raghunandan ，总裁，强生全球个人健康护理与消费者体验。3

大规模数字化企业：
2022年企业CEO们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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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生物制药企业的高管，德勤发现，82%的高管认为这种趋势将会延续到后疫情时代。约半数受访者认为，需

要有更好的数字创新策略。4据IDC预测，在未来五年内，全球的数字化转型支出将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见图1）。5 

图1：2019 - 2025年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预测

扩大数字化规模，实现端对端转型

在生命科学行业，企业是否应该，或在什么时候开始更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转

型（见图2）。6随着企业大力推动价值链数字化，企业领导者，不只是首席信息官（CIO）或首席数字官（CDO），

而是整个管理团队，都在积极响应数字化转型。7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的每一个部门都势在必行，包括研发、生产、供

应链到商业部门，甚至人力资源等核心职能部门。8  

注：DX代表数字化转型

资料来源：《IDC支出指南显示出数字化转型正持续增长》，IDC，202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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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数字化规模和应用人工智能将帮助企业形成全新的行业洞察。Raghunandan表示，强生目前致力于组织部门之

间的端对端连接，为消费者、客户和供应商创造更加完善和透明的体验。他表示：“我们需要通过供应链，将从研

发初期收集的所有数据，分享给我们的零售客户，乃至消费者”9

图2：从“分子到市场”：价值链的数字化

资料来源：《生物制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突破性数字化创新获取优势》，德勤洞察，2021年12月8日。

资料来源：《医疗科技企业的商业转型：从“数字化之术”到“数字化之道”》，德勤，2020年

从“数字化之术”到“数字化之道”

生命科学企业希望成功提升自身价值，提供以客户和以患者为中心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漫无目的的数字化将难

以发挥作用。生物制药企业和医疗科技企业有望从“数字化之术”向“数字化之道”转型。10“数字化之术”意味

着企业会临时应用数字化能力，但并不具备一个完整的愿景。“数字化之道”意味着企业设计和执行差异化数字策

略，并将其融入到企业的基因当中（见图3）。11

图3：从“数字化之术”向“数字化之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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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数字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规模数字化意味着企业将对敏捷性、分析能力和自动化等领域进行投资，并整合数据。如果没有针对数据使用的

战略性计划，相关工具将很难充分发挥其数字化价值。12

领悟数字化之道的核心包括：

 •  不受交易的限制，为客户和患者创造有意义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体验

 • 赋能基于实证的医疗和支付决策

 • 实现整个价值链和核心职能部门的流程/系统现代化

 • 利用数据/分析形成可行的行业洞悉，助力增长，提高经营效率

 • 打破职能孤岛，组建得到赋能和负责任的跨学科团队，跟踪和推动投资决策与绩效13

 • 增强业务敏捷性，紧跟潮流变革14 

在未来的12至18个月内，将有更多企业直面挑战，走出试错阶段，开始大规模部署数字化技术。在中国，有利于企

业发展的长期政策、基础设施升级、实力雄厚的资本市场和疫情防控等因素，正在推动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见图4）。15 

图4：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资料来源：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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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提高企业敏捷性  

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和规模化，需要企业具备敏捷性和适应能力，对于大型生命科学企业和医疗科技企业来说，这是

它们在2022年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许多企业为了提高适应能力，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管理理念。16  

采用基于团队的方法应对需求变化

发挥企业的敏捷性，支持大型全球化企业通过赋能团队网络，让团队以创业心态经营企业，及时调整以满足不断变

化的需求。17基于团队的设计将关注点从“为谁工作”转移到“与谁一起工作”。18根据自然行为方式，按非正式制

度安排工作，有助于为推动试验、创新和构思诞生最大程度创造机会，提高工作场所的幸福感（见图5）。19 

图5：自上而下的正式结构与跨职能部门协作

持续自我完善，引领企业转型

在生命科学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内部采用了基于敏捷性的模式，这要求企业领导者清楚如何提高自身的敏捷性。

敏捷的领导者明白如何依靠韧性带领企业度过危机，而这种能力已在疫情期间接受了考验。20

事实证明，最有韧性的企业，其数字化程度更高，适应能力更强，其行为模式也与众不同。21在快速变革的时代，这

些能力会不断受到挑战，最终胜出的将是拥有变革和持续改进能力的那些企业。

资料来源：《更具适应性的组织结构：驾驭基于人的韧性打造出的网络化企业》，德勤，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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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可持续、可拓展的敏捷性，企业领导者需要采用敏捷的办公方式，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打造促进

创新和鼓励学习的职场文化。22领导者应该思考跨职能沟通这个主题。23通过开放且真诚的沟通，领导者能够对员工

和依旧不确定的疫情保持良好的响应能力。24

员工在适应企业转型的同时，还要应对个人生活中的变化。成功的企业领导者秉持同理心和乐观心态，为团队提供

支持，为员工提供心理安全感，使团队成员同样能够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25

对于罗氏而言，保持和展现组织的敏捷性，意味着我们需要具备创造性

思维，在速度、灵活和稳定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我们之前为培养创造

性领导技能和创造性思维进行了投资，最近，这一投资帮助我们克服了

疫情期间的严峻挑战——我们找到了新的产品开发途径，并能够向患

者和医护人员紧急提供这些产品。

Cris Wilbur，罗氏首席人事官。

敏捷的跨职能团队领导者

提供清晰的愿景

秉持同理心和乐观心态

坦率承认自身弱点

开放透明地沟通

提供心理安全感

协调vs命令与控制（“拉”而不是“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