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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细胞治疗是指将正常或生物工程改造过的人体细胞直接移植或输入患者体内，新输入的细胞

可以替代受损细胞、或者具有更强的免疫杀伤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细胞治疗在

治疗癌症、血液病、心血管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高的应用价值。一

般来讲，细胞治疗包括肿瘤细胞免疫治疗以及干细胞治疗两大类。目前，CAR-T疗法

和PD-1/PD-L1免疫疗法分别占据了肿瘤免疫疗法的半边天。

2021年，我国细胞治疗市场规模为13亿元。其中，CART细胞疗法市场规模为2-3亿元；其他

细胞治疗市场规模为10亿元。预计2030年我国细胞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584亿元，年均增速高

达53%。  

现如今，细胞治疗技术已经成为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虽然国内细胞治疗研究不断

取得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会对细胞治疗技术的临床转化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规范现象。为

促进细胞治疗技术科学、有序地发展，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规范细胞治疗临床研究

和应用行为的政策和法规。2021年2月1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免疫细

胞治疗产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为指导我国免疫细胞治疗产品研发，提供可

参考的技术标准。2022年10月31日，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发布《细胞治疗产品生产质量管理

指南（试行）》，该指南以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规范开展细胞治疗产品的生产和质量管

理，保证产品质量。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对规范我国细胞治疗产品的研发，提高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水平，推动细胞治疗领域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国内细胞治疗领域共发生融资时间73起，融资总金额为71.91亿元。2022细胞疗法领域

的融资事件多集中在干细胞疗法（15起融资事件，融资总金额3.67亿元）、实体瘤治疗（13起

融资事件，融资总金额12.5亿元）、通用细胞疗法（12起融资事件，融资总金额15.29亿元）

，或是NK（7起，8.2亿元）、TIL（3起，9.17亿元）等细分领域。在经过早期国内血迈

瘤CAR-T同质化竞争，以及经历了生物医药市场融资寒冬期后，有创新、有差异化的项目更

受资本青睐。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细胞治疗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细胞治疗的概念、分类；然后报告深入分析了细胞治疗产业的相关政策及产业

发展现状，然后详细阐述了肿瘤免疫细胞及其热点CAR-T以及干细胞产业的投资潜力；随后

，报告对细胞治疗产业做了重点区域分析、企业布局分析；最后，报告对细胞治疗产业的投

融资状况及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

想对细胞治疗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细胞治疗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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