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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制造业/医疗设备制造

放疗（放射治疗）是利用高能射线（如X射线、γ射线、质子或重离子束）精准照射肿瘤组织，破坏癌细胞DNA从而抑制其增殖的癌症治疗手

段，与手术、化疗并列为肿瘤三大核心疗法。

放疗设备是实施放疗的专用医疗装置，通过产生、控制和定向释放放射线，确保辐射剂量集中于病灶区域，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周围正常组

织，其核心作用在于提升肿瘤治疗的精准性、安全性和疗效，涵盖从传统直线加速器到尖端质子治疗系统等多种技术类型。

不同性质的放射线在物理特性、生物学效应及临床应用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放射线性质分类有助于精准选择合适的放疗设备来满足不同患

者和病情的治疗需求。

根据放射线性质，放射治疗设备可以分为光子线放射治疗、粒子线放射治疗、其他类放射治疗。

光子线放射治疗利用γ射线、X射线等电磁波传递能量，其光子束进入人体后能量衰减，存在穿射性与散射性射线损伤。临床上常用的医用

直线加速器、伽玛刀、射波刀、TOMO刀等放疗设备。

粒子线放射治疗通过物质形式传递能量，射线能量高于光子线。粒子线放射治疗包括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硼中子放疗技术等。

其他类放射治疗设备包括磁共振引导放射治疗系统、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海扶刀）、纳米刀肿瘤治疗系统纳米刀）。

放疗设备的行业特征包括技术含量高，产品更新换代快、市场需求量大，政策环境良好、市场竞争激烈，国产设备崛起。

技术含量高，产品更新换代快

放疗设备行业涉及物理、电子、计算机等多个学科领域，技术含量高。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型放疗设备不断涌现，产品更新换代快。例

如，直线加速器、旋转式加速器、伽马刀等新型设备的研发成功，提高了放疗的精度和治疗效果。进入21世纪，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

摘要 放疗设备行业利用高能射线治疗癌症，技术含量高且更新换代快。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癌症发病率上升，市场需求量大，政策环境良好。国内外企业竞争激烈，国产设备逐步

突破。中国通过财政贴息贷款、设备配置规划及国产优先采购政策推动行业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未来，政策规划与市场需求共振、人口老龄化与医保支付体系完善将

推动放疗设备市场加速发展，迎来新一轮机遇。

行业定义

行业分类

放射线性质

光子线放射治疗

粒子线放射治疗

其他类放射治疗设备

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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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放疗设备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不断提高。新型放疗设备如伽马刀、质子治疗系统等相继问世，为患者提供了更加安

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市场需求量大，政策环境良好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癌症发病率的上升，放疗设备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放疗作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手术和化疗相辅相成，共同构

成了现代肿瘤综合治疗体系。国家对医疗健康领域的重视，以及对放疗设备行业的扶持政策，为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些政策包

括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鼓励创新和研发等。

市场竞争激烈，国产设备崛起

放疗设备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国内外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型放疗设备，以争夺市场份额。过去，中国放疗设备市场一直由医科

达、瓦里安等海外巨头垄断，但目前，国产放疗设备开始逐步突破，加速崛起。国产放疗设备获批数量大增，且国产品牌推出高端放疗设

备。例如，医用直线加速器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放疗设备之一，目前已有超十家国产企业推出相关产品。国产品牌在商业化方面实现突破，

部分企业在放疗设备市场的份额较之前有所提升。

中国放疗设备产业历经从依赖进口到低端国产化，再到高端突破的历程，当前已具备与国际厂商竞争的实力。未来，行业将聚焦智能化、精

准化技术研发，通过优化放疗计划算法、提升影像引导精度等，持续提升设备性能与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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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萌芽期 1980-01-01~2000-01-01

1980s：中国开始引进国外放疗设备，如医科达的伽玛刀和瓦里安的直线加速器，价格昂贵。 1995年：深圳奥沃（后被大医集团收

购）研发出中国首台国产伽玛刀，打破国际垄断。 1998年：奥沃推出首台国产体部伽玛刀，推动国产放疗设备初步商业化。

依赖进口设备，国产放疗技术处于起步阶段，以低能设备为主。

启动期 2000-01-01~2015-01-01

2006年：全国放疗科加速器数量达918台，国产占比55%，但高能设备仍依赖进口。 2007年：医科达收购北京医疗器械所，瓦里安设

立中国公司，外资加速本土化布局。 2010s：新华医疗、联影医疗等企业进入直线加速器市场，但国产设备市占率仅10%左右。

2013年：联影医疗进军放疗领域，2018年推出全球首台CT一体化直线加速器（uRT-Linac 506C），提升国产高端设备竞争力。

国产企业加速研发，部分设备实现国产替代，但高端市场仍被外资垄断。

高速发展期 2015-01-01~至今

2019年：新华医疗推出国内首台高能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中核安科锐成立，推动TOMO国产化。 2023年：大医集团TAICHI系统获

FDA“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成为首个获此认证的中国大型医疗设备。 2024年：中核安科锐TOMO C国产螺旋断层放疗系统量产，联

影医疗uLinac HalosTx环形加速器发布，国产高端设备市占率提升。

国产高端放疗设备崛起，政策支持推动国产替代，AI与精准放疗技术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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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放疗设备产业链上游为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环节，负责生产加速管、微波功率源、多叶光栅等关键组件，是决定设备性能与精度的技术

基础；中游为设备整机生产与系统集成环节，将上游零部件组装成直线加速器、伽马刀等放疗设备，并完成软件系统适配与调试；下游为设备销

售、医疗服务及运维环节，通过医院采购、放疗中心运营为患者提供治疗服务，并保障设备全生命周期维护。

中国放疗设备产业链已形成上下游协同发展体系，在技术突破与政策支持的双重驱动下有望加速实现进口替代和市场拓展。

上游核心部件领域已实现部分突破，中核集团成功量产医用钴-60放射源，但在磁控管、加速管等高技术壁垒部件仍依赖进口，Teledynee2v等国

际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游设备制造领域，外资品牌在高端市场保持优势，2024年上半年医科达和瓦里安合计市占率达78.09%；国产品牌通过

技术创新快速追赶，联影医疗市占率提升至12.95%，县级医院市场国产化率五年间从9.93%增至25.12%。下游应用市场存在显著供需失衡，约

75%县级医院缺乏放疗设备，实际放疗渗透率仅10-15%，与理论需求存在100-180万患者的服务缺口，但分级诊疗政策推动下，设备下沉和第三

方肿瘤中心建设正加速市场扩容。

中国放疗设备行业正处于技术升级与市场重构的关键阶段，创新质量持续提升，竞争格局深度调整，在政策与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行业向智

能化、精准化方向加速转型。

中国放疗设备行业正处于技术升级与市场重构的关键发展阶段。从技术层面看，行业创新呈现"量减质升"特征，2024年专利申请总量下降但高端

设备专利占比提升，联影医疗等头部企业专利质量指数显著提高。市场竞争格局加速分化，外资品牌仍主导高端市场但价格稳中有降，国产品牌

通过技术突破实现均价提升8-12%，在县级医院等中端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十四五"配置规划与国产替代政策形成合

力，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当前，智能放疗、精准定位等新技术研发活跃，核心部件国产化进程加快，预示着行业将向智能化、精准化方

向加速演进。

生产制造端

电子零部件、放射性同位素供应商

上游厂商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链分析

放疗设备产业链的发展现状

放疗设备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上 产业链上游环节分析

上游分析

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突破与智能化技术创新，中国放疗设备上游产业链正实现从进口依赖到自主可控的转型升级

中国放疗设备上游产业链由多层级核心部件构成，主要包括基础组件（电子枪、功率源、微波系统）、关键部件（阴栅、加速装置、束

流测流装备）以及辅助设备（准直器、真空泵、冷却系统、治疗床）三大类，加速管、磁控管等部件技术壁垒较高，亟待国产突破。医

用加速器较工业加速器具有更高的技术要求，需集成肿瘤定位系统、图像引导系统等精准放疗技术模块。其中，伽玛刀设备的核心原料

钴-60放射源因5-7年的半衰期特性需要定期更换，该领域曾长期受制于进口依赖。为突破这一"卡脖子"环节，中国核工业集团于2016年

启动"龙腾2020"专项计划，并于2019年成功实现医用钴-60原料的国产化量产，不仅完善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更为国产伽玛刀设备

的国际化竞争提供了关键支撑。行业领军企业如大医集团等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在动态引导技术、智能放疗系统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

推动伽玛刀设备向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未来，随着技术融合的深入，伽玛刀与医用直线加速器的系统集成将有望拓展放疗设备的

临床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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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端

放疗设备生产制造商

中游厂商

瓦里安医疗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医科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影医疗等国内企业仍需进口磁控管，但国际领先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本地化布局为中国放疗设备产业链升级创造了条件，未来实现

磁控管等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仍是行业发展重点。

放疗设备上游产业链中的磁控管作为核心部件，在放射治疗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中国放疗设备龙头企业联影医疗仍依赖进口磁

控管产品，反映出该领域国产化进程仍需突破。以Teledynee2v为代表的国际领先企业，凭借60多年的技术积累，开发了从1MW到

7.5MW峰值功率的系列磁控管产品，广泛应用于瓦里安、医科达等知名医疗加速器厂商的设备中。这些磁控管产品不仅获得RoHS等专

业认证，还通过了FDA/CFDA及CE等国际认证，支撑了全球90%以上的医疗加速器应用。其最新推出的MG8076磁控管可输出7.5MW

脉冲功率，具有体积紧凑、成本优化的特点，适用于需要高剂量率或穿透效果的临床应用场景。为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Teledynee2v

已在北京建立运营中心和生产基地，提供本地化的技术支持和服务。这些技术进步为放疗设备的性能提升和国产化替代提供了重要支

撑。

中 产业链中游环节分析

中游分析

中国放疗设备市场呈现外资主导高端、国产加速替代的竞争格局，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正推动国产厂商在中端市场快速崛起，行业

结构面临深度调整。

放疗设备行业当前呈现出外资品牌技术主导与国产品牌加速追赶的双轨发展态势。从市场格局来看，以医科达（Elekta）和瓦里安

（Varian）为代表的国际厂商凭借先发技术优势和成熟的产品体系，持续占据高端市场主导地位，2024年上半年两大外资品牌合计占

据直线加速器市场份额达78.09%，行业CR3集中度接近99%，反映出较高的市场壁垒和品牌集中度特征。从国产化进程观察，近年来

国内厂商在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方面取得显著突破。截至2024年6月，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境内注册产品数量占比已达51.16%，但受

制于品牌影响力和高端市场接受度，实际国产化率（按金额计）从2019年的4.42%提升至2024年上半年的16.35%，五年间实现近四倍

增长。其中，联影医疗作为国产龙头表现突出，市占率达12.95%，其高端直线加速器的获批标志着国产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实质性

突破。从市场结构演变趋势看，县级医院成为国产设备的重要突破口。2019-2023年间，该细分市场的国产化率从9.93%快速提升至

25.12%，增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国产设备在中端市场的竞争优势正在形成。政策层面，"十四五"规划明确释放1968台常

规放疗设备配置指标，叠加医疗新基建投入加大和国产替代政策支持，为国产厂商提供了重要发展契机。

当前国内放疗设备行业呈现"专利提质、市场分化"的发展特征，尽管专利申请量下降，但技术结构优化与国产替代深化推动行业向

高质量发展转型。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2024年国内放射治疗器械领域呈现出"量减质升"的显著特征。尽管专利申请总量同比下降至1327件，但专利

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电子加速器、轻离子治疗系统等高端治疗设备的专利占比提升，反映出行业研发资源正加速向关键技术领域集中。

头部企业表现尤为突出，联影医疗以累计924件专利领跑行业，其专利质量指数（PQI）较上年提升15%，表明国内企业在核心技术创

新能力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产创新产品审批速度虽放缓，但已获批的91件注册证中国产产品占比持续攀升，民族自主品牌企业数量

占比达77.3%，近五年保持8%的复合增长率，显示出国产替代进程的稳步推进。市场数据表明，在医疗反腐等政策影响下，行业呈现

出结构性调整特征：一方面，医用电子加速器等核心设备国产化率快速提升至26.4%；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格局加速分化，内外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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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医疗机构、患者

渠道端

2019年—2024年，放疗设备行业市场规模由158.09亿人民币元增长至230.41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7.83%。预计2025年—2029

年，放疗设备行业市场规模由249.00亿人民币元增长至321.72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6.61%。

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外资品牌均价下降3-5个百分点，而国产品牌均价则上升8-12个百分点，这种反向价格走势预示着行业竞争已进

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下 产业链下游环节分析

下游分析

放疗设备行业下游虽因资源分布不均、人才短缺面临服务缺口，但在政策推动下市场有望扩容，同时对厂商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挑

战。

放疗设备行业的下游应用场景以各级医疗机构为核心，涵盖省市级三甲医院、肿瘤专科医院及基层县级医院等。然而，当前放疗资源存

在显著的分布不均问题。数据显示，中国约75%的县级医院尚未配置放疗设备，部分欠发达地区每百万人口的放疗设备保有量不足1

台，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2-4台标准相距甚远，致使大量患者不得不异地求医。除资源分布不均外，人才短缺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利

用效率的低下。即便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了先进的放疗设备，也常因缺乏专业技术人员，难以充分开展放疗服务。虽然放疗平均费用

在3-5万元，且医保报销覆盖范围的扩大显著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但设备与人才的双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使得放疗实际应用比例

仅维持在30-50%，与临床需求之间存在100-180万患者的服务缺口。不过，随着“十四五”规划大力推动设备下沉与县域医疗能力建设，

下游市场将迎来加速扩容。与此同时，这也对设备厂商的技术培训、售后服务及远程诊疗支持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肿瘤放疗服务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在设备升级、服务模式创新及治疗渗透率提升的多重驱动下，未来市场空间有望突破千

亿规模。

肿瘤放疗设备行业的下游市场需求正呈现加速释放态势，市场空间与增长潜力显著。从设备保有量来看，目前中国伽马刀装机量约400

台，按15%的年新增投放速度及800万元/台的单价计算，年新增设备市场规模约5亿元；直线加速器作为主流放疗设备，存量约2,000

台，市场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在治疗服务端，基于280台伽马刀（70%运转率）单台年收入2,000万元、1,200台直线加速器（60%使

用率）单台年收入800-1,000万元的运营模型测算，当前放疗服务市场规模已达15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受医疗机构资金约束影响，

设备整体解决方案及第三方肿瘤中心运营模式正成为行业重要发展方向，特别是在分级诊疗政策推动下，地市级肿瘤治疗中心建设需求

凸显。从潜在市场空间看，中国目前仅10-15%的癌症患者接受放疗治疗，若按照30%的放疗渗透率（每人5万元）计算，理论市场规模

将超350亿元；若达到国际推荐的70%放疗适应症比例，市场空间可扩容至800亿元。若进一步考虑放射治疗联合微创辅助治疗的综合

治疗方案，整体市场空间有望突破1,000亿元，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行业规模

放疗设备行业规模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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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财政贴息贷款、明确设备配置规划以及坚持国产优先采购政策的协同推进，成功构建起助力放疗设备行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为

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国放疗设备行业正处于政策有力驱动的高速发展时期，已构建起层次丰富、体系完备的政策支撑架构。2022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

的《开展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备的通知》，创新性地运用财政贴息这一金融手段，大幅降低了医疗机构更新设备的成本，有力地激发了

市场对放疗设备的需求。在此政策基础之上，2023年6月发布的《“十四五”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进一步明晰了行业发展的量化指标，明确提

出“十四五”期间全国将新增配置1,968台常规放射治疗类设备，为放疗设备市场的增长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导向。上述两项政策与已有的“国产优先”

采购原则形成了强大的政策协同效应，成功搭建起“需求端财政扶持-供给端产能规划-采购端政策倾斜”的完整政策链条。这一全方位、多维度的政

策组合拳，不仅直接推动了放疗设备市场规模的扩张，更借助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全面推动放疗设备行业发展，实现放疗设备市场规模的显

著扩容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肿瘤专科医疗体系的公私协同扩张，通过增量配置与存量升级双重路径，为放疗设备市场创造了持续稳定的需求增长空间。

2016-2022年间，中国肿瘤专科医疗体系呈现结构性扩张，公立肿瘤医院数量从1,300家增长至1,400家，民营肿瘤医院规模则由400家快速扩展

至700家，形成了公私并重的专科医疗格局。这一体系扩容直接推动了放疗设备市场的规模扩张：在增量市场方面，新建肿瘤医院需要完成包括

伽马刀、直线加速器在内的基础放疗设备配置；在存量市场方面，现有医疗机构基于诊疗技术升级需求，持续加大对图像引导系统、肿瘤定位装

置等高端放疗设备的投入。民营肿瘤医院通过灵活的区位布局和服务能力提升策略，在患者承载量和诊疗水平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与公立医院共

同构成了放疗设备市场的双重增长引擎。这一发展态势不仅优化肿瘤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更为放疗设备市场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能。

政策规划与市场需求共振将推动中国放疗设备市场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规模与配置水平的双重提升。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健康界

规模预测

放疗设备行业规模

放疗设备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

放疗设备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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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全国甲、乙类放疗设备规划配置数量为2085台，相较于“十三五”时期的1843台，实

现显著增长，为放疗设备市场的扩容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截至2022年底，中国放疗设备的总量已达到3,105台。经专业分析预测，在未来三

年，乙类常规放疗设备的潜在新增市场总量预计可达到2,004台，平均每年的增量约为668台。与此同时，考虑到设备更新换代的刚性需求，按照

现有设备保有量的10%进行估算，每年大约会有302台设备步入更新周期。将新增需求与更新需求进行叠加计算，未来三年放疗设备的潜在市场

需求合计接近970台/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逐步落地实施，预计到“十四五”末期，中国放疗设备的总数将增长至5,518台，每百万人均保有量将

达到3.91台。在政策的大力驱动与市场需求充分释放的双重作用下，放疗设备的市场规模将实现快速扩张，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人口老龄化与癌症防治需求推动下，在医保支付体系持续完善的支持下，中国放疗设备市场将迎来加速发展期。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6%。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老年群体高发疾病的

癌症防治形势尤为严峻。数据显示，中国癌症新发病例与死亡人数均居全球首位，预计2025年新发病例将突破510万例。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

国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仅为40.5%，较发达国家70%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在治疗资源配置方面，中国放射治疗覆盖率仅为15%，远低于全球

62%的平均水平，人均放疗设备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面对老龄化加剧与放疗需求缺口扩大的双重挑战，提升放疗覆盖率和增加设备配

置已成为医疗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这一需求将为放疗设备市场带来强劲增长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率超过95%，报销水平稳步提升，肿瘤用药目录不断扩容。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也积极开发针对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创新产品，进一步降低患者经济

负担。在政策支持和支付体系优化的双重推动下，放疗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为放疗设备市场规模扩张提供持续动能。

政策名称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颁布主体

国家药监局

生效日期

2024-07-01

影响

7

政策内容
强调经营各环节质量管理。在采购环节，要求确保放疗设备合法合规、来源可溯；贮存运输方面，对仅经营放射治疗设备等大型医用设备的企业，在库房设置上有特

殊规定，保障设备贮存环境适宜。

政策解读
医疗服务端，规范的经营流程保障了放疗设备质量，让医疗机构能采购到合格设备，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放疗服务，减少因设备质量问题引发的医疗风险。产业层

面，促使放疗设备经营企业优化管理，提升行业整体经营水平，推动产业规范化、健康化发展，利于行业长远进步 。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的意见》

颁布主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生效日期

2023-02-01

影响

7

政策内容
强调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中提升县级医院重大疾病诊疗能力，支持高水平医院专科建设等举措，间接促使医疗机构重视放疗设备更新与优化，推动放疗技术进

步。

政策解读
在医疗服务层面，助力各级医院提升放疗能力，精准治疗癌症患者，降低放疗对正常组织损伤，提升治愈率与生存质量。产业角度，刺激放疗设备市场需求，推动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高端放疗设备，加速产业升级，增强国产放疗设备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

政策性质 指导性

政策名称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4-03-01

影响

10

政策内容
方案旨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水平，推进医疗机构装备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放射治疗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补齐，促

进放疗设备的更新换代与技术升级。

政策解读
在医疗服务方面，能促使医疗机构引入更先进放疗设备，提高放疗精准度，为癌症患者提供更优质治疗，降低放疗副作用，改善患者预后。产业层面，拉动放疗设备

市场需求，激励企业投入研发创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助力我国放疗设备产业蓬勃发展 。

政策性质 鼓励性

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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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

划》

颁布主体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

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

生效日期

2021-12-01

影响

7

政策内容
着重推进放疗设备领域技术革新，将医用直线加速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等常规放射治疗类设备列入发展重点。通过政策扶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放

疗设备性能与质量，推动产业升级。

政策解读
从医疗服务角度，先进放疗设备的普及，能提升癌症等疾病放疗精准度与效果，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产业层面，刺激相关企业创新，吸引资本流入，带

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增强我国放疗设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化 。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十四五”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

划》

颁布主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

生效日期

2023-01-01

影响

政策内容
“十四五” 期间，全国规划配置大型医用设备 3645 台，甲类 117 台，乙类 3528 台 。其强调合理布局，考虑各地经济与医疗服务水平差异，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同时支持医疗机构科学配置设备，推动高端设备在高水平医院合理运用。

政策解读

从医疗服务层面看，规划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均衡，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让更多患者就近享受优质诊疗。在医疗技术发展上，助力高水平医院引入高端设备，提

升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推动医学科研进步。经济层面，刺激医疗设备产业发展，为相关企业带来市场机遇，促进产业创新升级。社会层面，维护群众生命健康，控制

医疗费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

政策性质

中国放疗设备市场竞争格局呈梯队分布。瓦里安、医科达凭借技术优势主导高端市场，属于第一梯队。以联影医疗、新华医疗为代表的国产

企业组成第二梯队。

中国放疗设备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源于瓦里安、医科达、安科锐三大跨国企业依托直线加速器、伽马刀、射波刀等差异化技术优势，结合

中国放疗需求多样性、临床多元化要求及医保与医院体系特点，构建各自市场定位。

自20世纪80年代初，医科达、瓦里安凭借全球最早布局放疗技术的先发契机，率先进入中国市场，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与专利布局，形成难以突

破的技术护城河。中国放疗设备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核心在于三大跨国企业基于各自技术优势构建了差异化的市场定位。瓦里安依托直线加速

器技术的全面性，通过持续创新（如人工智能自适应放疗系统Halcyon）和本土化生产，确立了在中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医科达则凭借伽马刀

在神经外科和精准放疗领域的专长，采取"高端设备+学术推广"策略，在特定适应症领域形成技术壁垒；安科锐则以射波刀的动态追踪技术切入移

动靶区治疗这一细分市场，后期通过合资模式突破进口设备服务瓶颈。这种技术路径的分化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放疗需求的多样性，随着肿瘤早筛

普及和精准医疗发展，临床对设备精度、适应症覆盖和治疗效率的要求呈现多元化特征，促使各厂商通过技术专长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同时，

医保支付政策的区域差异和医院等级体系，也为不同定位的设备提供了并存发展的市场空间。

中国放疗设备市场竞争格局由医科达等跨国企业因政策及本土化策略差异、不同阶段特征，叠加本土企业崛起，推动从产品到服务生态竞争

转型，形成外资主导高端、本土发力中端、多方持续角力的格局。

从市场演进维度看，竞争格局的形成深受政策环境与本土化进程的双重影响。医科达1982年率先进入中国市场，通过早期技术输出和专家培训，

在顶级医院建立示范效应；瓦里安则采取"技术引进+产能本土化"的深度布局，2007年建立北京生产基地实现供应链本地化，有效应对医疗器械

国产化政策要求；安科锐的差异化路径体现在其"技术等待市场"策略，待中国放疗需求升级至精准治疗阶段后，通过2019年合资项目实现本地化

竞争格局

放疗设备竞争格局概况

放疗设备行业竞争格局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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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前以设备进口为主，2010年后加速本土研发，近年则进入创新合作阶段。近年来，联影

医疗、新华医疗等本土企业的崛起改变竞争态势，迫使跨国企业从单纯设备供应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市场从产品竞争转向服务生

态竞争。这种动态博弈最终形成了当前外资主导高端、本土发力中端、多方在技术创新和服务延伸领域持续角力的立体化格局。

中国放疗设备市场因AI等前沿技术突破与国产替代加速变革，联影医疗等企业在高端领域打破垄断，国产品牌直线加速器获批过半，叠加政

策扶持，未来市场份额将加速向本土企业倾斜。

中国放疗设备市场竞争格局正处于变革的关键节点，技术进步与国产替代加速成为驱动其未来变化的核心力量。一方面，AI、Flash放疗等前沿技

术的突破，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国产企业积极投身技术创新浪潮，联影医疗推出的uLinacHalosTx自适应系统，显著提升放疗精准度与智能

化水平；中核安科锐的国产高端螺旋断层放疗系统（Tomo C）成功获批上市，打破了国际巨头在高端领域的长期垄断。在医用直线加速器这一关

键领域，截至2025年2月底，国产品牌获批数量占比已达52%，展现出强劲的技术追赶与超越态势。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国产替代进

程。《高端医疗装备推广应用项目清单》对国产设备的优先支持，叠加“千县工程”等基层医疗升级政策，为国产企业开辟广阔市场空间。新华医

疗凭借在低能设备领域36.8%的市占率，与东软智睿等企业在中低端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国产设备性能不断精进，未来市场份额将持续向本

土企业倾斜。

市场分层与国际化竞争驱动下，中国放疗设备行业将形成“高端外资主导、中低端国产领先、新兴技术中外竞逐”格局，国产全球份额持续攀

升。

市场分层与国际化竞争也将深刻重塑行业格局。高端市场目前虽仍由瓦里安、医科达等国际老牌企业主导，但国产企业通过合资、技术合作等方

式正逐步渗透。例如，中核安科锐与国内企业合作，提升在高端放疗领域的竞争力。中低端市场因民营医院政策放宽、乙类设备审批权下放，以

及基层医疗需求的集中释放，成为国产厂商的主阵地，国产企业凭借性价比与本土化服务优势，有望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同时，国产设备加速

出海，玛西普伽玛刀全球装机量近100台，彰显了中国放疗设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国际巨头则通过本土化生产强化在中国市场的根基，如

瓦里安的北京基地。未来，行业将呈现“高端外资主导、中低端国产领先、新兴技术中外竞逐”的三层格局，国产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有望持续

攀升，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放疗设备行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600587）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271）

放疗设备行业竞争格局未来变化原因

上市公司速览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74.2亿元 1.4

同比增长(%)

26.3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74.3亿元 26.9

同比增长(%)

48.7

毛利率(%)

企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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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600587】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开业 注册资本 60667.7919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淄博市 行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法人 王玉全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000267171351C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735062400000

品牌名称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消毒剂

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生

产；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化学品经营；特种

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制药专用设备制造；制药专用设备销售；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实验动物笼具

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光学仪器制造；电子测

量仪器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压缩机械制

造；终端计量设备销售；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教学专用

仪器制造；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教

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文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日用化学

产品制造；纸制品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电气设备修

理；专用设备修理；汽车新车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

料搬运装备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

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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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12 1.11 1.08 1.11 1.06 1.11 1.1 1.16 1.05

/ / / / / / / / /

59.6122 64.6548 66.7972 66.3837 59.5719 57.9528 54.6368 55.3018 50.4832

20.2273 10.7228 19.3526 3.009 -14.7504 4.3825 3.6197 -2.1138 7.866

-13.9711 -87.6666 89.1909 -65.2303 3680.3259 -72.8161 137.6767 -9.6835 30.7806

/ / / / / / / / /

/ / / / / / / / /

78.9387 78.3102 69.3936 70.144 79.9876 70.7577 62.3707 66.42 66.6522

/ / / / / / / / /

1.068 0.9223 0.9073 0.8708 0.9196 0.9608 1.026 1.0693 1.2577

0.2717 0.4644 2.3303 1.6072 1.5523 2.7018 3.4509 0.9419 2.2073

22.2687 20.7868 19.8507 19.9951 21.2316 23.2769 24.2512 26.4388 27.3731

93.9864 95.0831 92.3904 93.1369 89.6713 90.5814 94.8851 96.4205 95.511

0.5984 0.4783 0.4966 0.4541 0.5286 0.5746 0.643 0.6308 0.7847

4.0504 1.1385 1.252 0.9854 7.171 2.0672 4.8 4.3085 4.7403

18.8534 15.8173 11.9621 16.109 14.3612 / / / /

-30.8499 -451.9115 58.0522 -332.0354 -150.6827 / / / /

8.97 1.07 2 0.69 23.54 5.47 11.97 9.68 9.47

0.69 0.09 0.16 0.06 2.12 0.58 1.37 1.23 1.43

4.7969 1.4421 1.492 1.1884 9.8108 2.6161 5.8639 5.7016 6.757

0.8444 0.7894 0.8392 0.8292 0.7309 0.7902 0.8186 0.7557 0.7015

14.783 -313.5669 174.1214 -235.3501 -46.0133 / / / /

/ / / / / / / / /

3.9211 3.9399 3.9415 3.9398 4.0658 4.1129 4.1017 4.1822 6.4287

/ / / / / / / / /

133.834 136.4205 122.2162 119.6053 127.7094 115.2413 118.3432 145.1906 168.2557

7554444251.06 8364495530.87 9983246172.21 10283639028.29 8766761075.94 9150960410.8 9482198751.57 9281768657.18 10011868423.4

2.7787 2.7937 2.9083 2.9142 4.9492 5.2726 6.4833 7.2519 7.5345

0.69 0.09 0.16 0.06 2.12 0.58 1.37 1.23 1.43

280833881.67 34636290.86 65528722.79 22784139.99 861314742.19 234138976.63 556493783.92 502605761.57 653997275.95

0.51 -0.12 -0.34 -0.16 -0.07 0.48 0.95 1.24 1.35

/ / / / / / / / /

0.2717 0.4644 2.3303 1.6072 1.5523 2.7018 3.4509 0.9419 2.2073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业

收入

扣非净利润同比增

长(%)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

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增

长(%)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实际税率(%)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天)

预收款/营业收入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债

(%)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率

(%)

营业总收入滚动环

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环

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环

比增长(%)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公积金(元)

扣非净利润(元)

存货周转天数(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元)

毛利润（元）

经营现金流/营业

收入

公司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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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2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271】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82415.7988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上海市 行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法人 张强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114570796872F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1300636800000

品牌名称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专业设计服务；电子元器件批

发；金属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

车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专

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软件销售；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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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分析

竞争优势

法律声明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38 1.24 1.41 1.08 1.08 0.97

/ / / / / /

64.3949 68.934 62.6306 51.4224 27.8089 25.4764

/ 46.4333 93.359 25.9107 27.3564 23.5182

/ 41.533 1328.1263 56.9565 16.8573 19.2145

/ / / / / /

/ / / / / /

153.5799 106.8863 49.2569 43.1195 60.2391 83.0036

/ / / / / /

1.4191 1.1518 1.2755 1.5551 3.3509 3.4888

0.31 0.37 4.57 1.3 0.8285 0.1608

39.0575 41.7928 48.6148 49.4248 48.3662 48.4822

73.1712 73.9244 79.2485 84.788 89.3146 89.825

1.0052 0.7416 0.9081 1.0671 2.7753 2.8173

-1.9106 -0.6533 10.7306 14.0194 9.5473 7.9844

/ / / / / /

/ / / / / /

-5.37 -3.24 32.2 32.83 17.48 10.79

/ / 1.3 1.96 2.19 2.4

-6.4914 -1.6126 16.2583 19.3487 17.8617 17.3324

0.2943 0.4051 0.66 0.7246 0.5345 0.4607

/ / / / / /

/ / / / / /

5.0455 5.0619 4.353 4.4174 16.8233 16.8783

/ / / / / /

391.4746 309.119 209.0835 201.8277 220.3182 229.4894

2034680383.14 2979449886.44 5761033749.87 7253755673.4 9238122700.8 11410765602.39

-2.6997 -2.8133 -0.4501 1.2903 2.9303 5.1262

/ / 1.3 1.96 2.19 2.4

-125745683.25 -73519791.43 902915863.45 1417184821.29 1656084034.72 1974292317.49

/ / / / 1.75 2.02

/ / / / / /

0.31 0.37 4.57 1.3 0.8285 0.1608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实际税率(%)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预收款/营业收入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环比增长

(%)

扣非净利润滚动环比增长

(%)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环比增长

(%)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公积金(元)

扣非净利润(元)

存货周转天数(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元)

稀释每股收益(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元)

毛利润（元）

经营现金流/营业收入

公司竞争优势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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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

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

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

的内容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

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

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

箱：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

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

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