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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以

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  

      其本质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

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

，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

准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

      2010年全球干细胞市场规模大约为215亿美元，2014年已经超过500亿美元，预计到2022年全

球干细胞医疗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2591亿美元。从市场分布来看，目前北美和西欧仍是最

大的干细胞市场，分别占据了44%和38%的市场份额，亚太地区排名第三，约占17%的市场份

额。

 2010-2022年全球干细胞产业市场规模走势图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本精准医疗行业研究报告共十章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

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

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

位。本中国精准医疗产业深度调研与发展前景评估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

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精准医疗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精准医疗行业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精准医疗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

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

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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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汽车尾气排放加剧、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活

方式的改变，导致癌症的发病率持续上升。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报告：全球2008



年癌症新发病例为1，266万，死亡病例为756万，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3%。未来几十年内，癌

症发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将有2，136万癌症新发病例，死亡病例将达1，315

万，癌症治疗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

癌症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同时也是促使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据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评估，2010年美国与癌症有关的总花费为2

，638亿美元。根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公布的数据，2010年美国癌症治疗的直接花

费为1，245.7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至少增加到1，577.7亿美元。

目前，癌症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杀手。2008年卫生部发布《第三次全国人

口死因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而且呈持

续的增长趋势，死亡率分别比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增加83.1%和22.5%。恶性肿瘤是城市首

位死因（占城市死亡总数的25.0%），农村为第二位死因（占农村死亡总数的21.0%）。

2008-2030年，中国实际及预计的肿瘤发病和死亡人数将持续增长。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

）报告显示，2030年中国预计将有487万癌症新发病例，死亡病例达到360万，中国癌症治疗市

场需求将保持持续增长。

目前我国每死亡的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而在0-64岁人口中，每死亡4人中，即有1人死于

癌症。这不仅严重影响人民健康，而且成为医疗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每年用于癌症患者的

医疗费用近千亿元。

一、肿瘤治疗行业技术手段分析

当前全球主要的肿瘤治疗常规手段包括传统手术、化疗、放疗等，其基本情况及特点如下。

一）传统手术

传统手术是目前常用的肿瘤根除手段，其手段是在人体麻醉状态下，通过一系列操作器具直

接对人体进行外科操作，达到肿瘤部位、切除肿瘤组织的技术，在实体肿瘤治疗中较常应用

，大部分早期肿瘤可以通过传统手术根治，是最有效、最彻底的肿瘤治疗手段。但大多数中

晚期肿瘤难以手术，或手术治疗效果有限。此外，对于多数器官型肿瘤，如胃癌、肝癌、肠

癌、胰腺癌等，传统手术需要对器官或部分器官进行切除，对人体的创伤较大，特别对一些

年老体弱的肿瘤患者不适合采用传统手术治疗。

二）化疗

化疗是利用化学药物杀死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繁殖的一种治疗方式，它是一种全

身性治疗手段，但化疗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将正常细胞和免疫细胞一同杀灭。此外，

化疗在治疗过程中，会相对产生较为强烈的毒副作用，导致病患者免疫能力和身体机能下降

，生活质量降低。化疗的应用面很广，特别对于化疗敏感型肿瘤的治疗效果较好，但对大多

数肿瘤的治疗的有效性较低，特别对中晚期肿瘤患者，治疗效果有限。



三）放疗

放疗是用 X 线、&gamma; 线、电子线等放射线照射癌组织，以抑制和杀灭癌细胞的一种治疗

方法，是大多数肿瘤的辅助疗法、少数放疗敏感型肿瘤的首选疗法。放疗可单独使用，也可

与手术、化疗等配合，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以提高癌症的治愈率。放疗系大多数肿瘤治

疗的辅助疗法。由于放疗对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没有分辨能力，多次放疗后，患者会产生一系

列毒副作用和反应，对中晚期肿瘤患者，放疗作用有限。

传统手术、化疗、放疗系全球肿瘤治疗的三大主要治疗手段，其中传统手术切除系肿瘤行业

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肿瘤治疗手段，大部分早期发现的癌症，均可以通过传统手术切除达到

治愈的目的。

常规三大肿瘤治疗手段系目前全球医疗机构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欧美发达国家的知名肿瘤

医疗机构如美国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新加坡中央医院、新

加坡伊丽莎白医院等医疗机构亦普遍使用的主要肿瘤治疗手段。

国内三级甲等以上的医疗机构必须配备肿瘤治疗科室，传统手术、化疗和放疗系国内肿瘤治

疗科室必备的常规肿瘤治疗技术，这三类传统治疗技术仍然是目前国内医疗机构占据主流的

肿瘤治疗技术。

 应用传统肿瘤治疗技术的国内知名肿瘤医疗机构或医疗科室情况     医疗机构   情况说明       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全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国家重要保健基地之一，其肿瘤治疗包括

手术、化疗和放疗，以及精准介入治疗、细胞移植治疗、分子靶向治疗等各种治疗手段。       

湖南省肿瘤医院   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按病种建有 10 多个治疗中心，在巩固完善手术、

放疗、化疗、中医、中西结合等综合治疗的同时，还开展了器官重建、功能保留、核素治疗

等多种治疗手段。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肿瘤防治研究中心，在肿瘤学基础理论研究、常见

主要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胃癌高发现场的预防干预等领域均有创新性，在国内外具有较

大影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设有上海市病理质控中心、放

射治疗质控中心、肿瘤化疗质控中心，特别是在放疗、化疗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南方

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院在消化病诊治、肾病的综合治疗

、血液病治疗、心血管病诊治、肿瘤综合和生物治疗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特色与优势。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市级肿瘤专科医院，主要承担广州地区的

肿瘤防治、研究的工作，设有多个临床重点肿瘤科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我国第

一个肿瘤专科医院，也是亚洲地区最大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具有放射治疗、外科、内科以

及介入治疗、生物治疗等多种肿瘤治疗手段，在肿瘤基础研究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国内规模最大的肿瘤学医教研基地之一，国家重点学科，为患者施行

肿瘤综合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介入、微创、生物及中医中药等治疗措施。       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面向全国，为患者提供医疗技术服务的综合性医院，建有国内规模最

大及技术水平最高的肿瘤放疗中心之一，在氩氦刀治疗癌症方面亦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天

津肿瘤医院   我国最大的肿瘤防治研究基地之一，在临床肿瘤外科诊治技术、肿瘤放射治疗与

热疗、肿瘤生物治疗、肿瘤病理、肿瘤流行病学等五个方面具有学科优势，以外科技术优势

著称于国内外。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以上述国内著名的三级甲等公立医疗机构为代表的国内肿瘤医疗机构均具有较长的办院历史

，在癌症防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常规肿瘤治疗技术系其最基本的治疗手段。

传统手术、化疗、放疗系肿瘤治疗行业主要的三大治疗技术，亦是目前全球及国内肿瘤治疗

行业医疗机构主要使用的肿瘤治疗技术。

二、肿瘤治疗行业进入壁垒

1、技术与人才壁垒

肿瘤治疗系医疗领域技术要求最高、最复杂的领域之一，肿瘤治疗临床医生是肿瘤医疗机构

最核心、最关键的资源，需在特定领域经过较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临床实践，方能形成安全、

成熟的医疗诊治能力。肿瘤医疗机构需要经过较长的研究积累、较长的临床实践，方能培养

出掌握特定医疗技术、高水平的医疗团队。尤其对于冷冻治疗、联合免疫治疗、血管介入等

新型肿瘤治疗技术，其医生资源尤为稀缺，对医疗团队的实践经验、研究与学术能力要求极

高。

市场新进入者在短时间内难以具备较强的学术研究及临床操作能力，难以充分掌握治疗技术

；亦难以在短时间内培养成熟的、高水平的医疗团队。市场准入壁垒我国的卫生主管部门对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有着总体性和区域性的规划，新办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需按规划进行，以

避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同时，为确保诊疗质量，卫生主管部门对涉及肿瘤治疗的医疗机

构设置了较高的设立标准，审批极其严格。因此新设肿瘤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较高

的门槛。

2、资金投入壁垒

肿瘤医疗行业既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亦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肿瘤的治疗和检测多为高端、精

密医疗项目，对诊疗设备的要求很高。目前我国主要的肿瘤诊疗设备，尤其是新型设备，大

多需要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投入较大。同时，肿瘤医疗机构在品牌培育、市场渠道建设

、学术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而新进入者难以在短时间内具备充

足的资本实力在各方面进行投入。

3、品牌与口碑壁垒

医院的品牌与声誉，是长期医疗技术及成功案例积累的结果，是医院历史医疗价值影响力的



总体反映，是病患者选择医院的重要考虑因素。新进入者在短时间内难以积累大量的成功案

例，难以累积口碑，尤其在肿瘤治疗领域，其医疗技术短时间内难以成熟，在重大疑难病症

的治疗上难以形成影响力，其品牌的树立存在较大的困难。

三、肿瘤治疗行业特点分析

1、肿瘤治疗需求的刚性特征

肿瘤系常见重大疾病，其发病率和分布具有显著的统计学规律，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因肿

瘤关系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其治疗需求刚性特别强，行业周期性特征不明显，行业抗风险

能力较强。即便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肿瘤治疗市场依然保持了平稳的增长

。

2、市场对新型肿瘤治疗技术的需求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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