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悉资本变化，解读产业趋势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资本报告



2022年已过去一半，医疗健康领域仍在动荡中孕育回暖。2022年开年的供应链危机和能源中断、局部冲突、市场调

整以及实时变动的防疫政策成为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2022年上半年的资金规模不及同期。不过，投资方和医疗

健康企业在往年筹集的资金也有利于其在未来进行业务布局，并完善进入市场的策略；此外，一些重科研、高技术

门槛的早期项目也在一众对资本趋势的不乐观预期中逆流而上。

我们如往年一样，为您提供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领域资本报告。我们通过动脉橙数据库超过3.1万条投融资数据

的挖掘与清洗，继续用真实的投融资数据来佐证2022年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变化趋势。

我们一直在持续进行后台数据库的更新与勘误。如果您在本份报告中发现某些数据与往期数据有出入，这正代表了

我们在数据搜集和整理工作上做出的不懈努力。

感谢您对动脉橙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会在未来的路上与您相伴。

前言



*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在对投融资数据处理时遵循以下原则：

1．本报告中涉及的融资事件仅包括从天使轮到IPO以前的融资事件，不包括IPO、定向增发、捐赠和并购事件等。

2.将天使轮、种子轮、种子VC等合并为天使轮，所有带A的轮次合并为A轮，所有带B的轮次合并为B轮，所有带C的轮次合

并为C轮，C以上IPO以下的轮次合并为D轮及以上。

3.本报告图表中金额计量单位均为美元，根据事件发生当年平均汇率换算，其中2022年6月30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6.70016。

4.文中数据截止日期为2022年6月30日，若在2022年6月30日之后公布的数据，不计入本报告的统计范围，将在动观投融

资频道动态更新。

5.将融资额为数百万/千万/亿统一划定为1百万/千万/亿。

6.在图表中统计的融资事件仅包括披露融资金额的事件，不包括未披露金额的融资事件。

数据定义规则



一． 局部冲突、新冠病毒变异、能源冲击、债务、经济通胀等因素让2022年H1海内外融资总额减少，投资者也趋于谨慎；

不过，由于融资项目数量还在增加，且融资额的下降更多是和异军突起的2021年比较，2022年医疗健康产业领域也有

望在下半年迎来新的转机

二． 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方面，资金持续聚焦在癌症早筛、基因检测及CGT技术这类高估值黄金赛道上；国内数字健康

领域遇冷，但海外数字健康领域新晋独角兽势力强劲 

三． 受私募股权融资发展、并购趋势加剧以及2021年上市的医疗健康公司表现欠佳的影响，2022年H1在美股上市的医疗

健康企业减少；另一方面，国内多家企业在6月底集中递交招股说明书，二级市场回暖在即

四． 国内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政策引导下，以创新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为主的早期项目优先受到关注，如脑科学和小分子创

新药成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重点关注对象

五． 亚洲地区创新医疗势力崛起，江苏省成为国内资本热土

六． 2022年H1融资TOP10公司：诺威健康7.6亿美元融资领跑全球，国内合成生物学、大分子CDMO等赛道备受资本青睐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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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融资总额

427亿美元(约2777.34亿人民币）

一共发生交易1598起

其中公开披露金额的融资事件为1330起



一、2011年-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融资变化趋势

➢ 1.1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融资额同比下降约43%

➢ 1.2  2022年H1过亿美元融资交易102起，占比为6%

➢ 1.3 2022年H1中国早期医疗项目持续增长，逆“行业寒冬”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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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局部冲突、疫情、能源、债务、通胀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H1海内外资本市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国内外都有业内观点就资本市场给出并不乐观的预期，并

影响到了2022年上半年的医疗健康产业——

•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共发生1598起融资事件，同比增加6起；融资总额达427亿美元（约2777.34亿人民币），居历史第二位，同比2021年H1的历史巅峰下

降约43%，整体趋于冷静；与此同时，资本在 2022年H1依旧延续了2021年对初创公司的态度：包容度继续提高，更多有潜力和成长性的初创企业得到资本助力。

2011-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趋势

多方因素拉低融资总额，初创企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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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H1，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总额近100亿美元（约647.59亿人民币），同比下降超40%；与此同时国内融资交易数量为到623起，较2021年H1增加77起。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早期投资项目的增多。2022年H1，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180起早期投融资（包括种子轮、天使轮和pre-A轮）事件，累计融资近9亿美元，

无论在融资事件数还是融资总额方面，都直逼2021年全年的指标（296起融资事件超11.94亿美元，约77.6亿人民币）。

• 近年来，受到“绩效考核”的直接压力，科研院校和科学家本身都比以往更加专注于成果转化，国内在政策导向、资金扶持与资源链接上力度较大，促使一批科学家也

顺应时代潮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此外，医疗行业正逐步向高科技领域延伸，具有原始创新技术且市场空间较大的创新项目更有可能在早期市场之中脱颖而出。

2011-2022年H1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趋势

国内早期医疗项目持续增长，逆“行业寒冬”而行

19
6 8

26

57
70

94

194

158

229

340

100

106 129 153

430

858

1035

882

1299

818

743

1362

623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H1

中国2011-2022H1年各季度融资总额及事件数（单位：亿美元）

Q1 Q2 Q3 Q4 事件数

18
3 5

10 32 32 35
120

73 80
143 100106 129 153

430

858

1035

882

1299

818
743

546
623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11H1 2012H1 2013H1 2014H1 2015H1 2016H1 2017H1 2018H1 2019H1 2020H1 2021H1 2022H1

中国2011-2022年H1融资总额变化趋势(单位：亿美元)

总融资金额(亿人民币) 事件数



1% 1% 1% 1% 1% 2% 3% 5% 5% 9% 10% 6%

5 5 9 16 22
44 62

120 114

205

360

102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H1

全球2011-2022年H1医疗健康领域融资额大于1亿美元融资事件数

• 2022年Q1的情况延续到了上半

年末：2022年H1，全球单笔超

过1亿美元的融资共102起，在

H1融资总额中占比超过6%，不

及2021年同期；其中有一半的

事件来自生物医药领域。

• 不仅如此，在数量最多的千万级

美元融资事件中，生物医药领域

企业也在其中占大头、优势明显，

持续与数字健康和医疗器械领域

企业拉开差距。 

• 与2021年一样，全球经济的景

气程度在2022年H1仍旧欠缺，

不过相比2020-2021年医疗健康

产业的防御性促使的资金抱团，

2022年H1的资金抱团现象明显

减轻，初创企业的势头持续上涨。

2011-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大额融资($100M+)变化趋势/融资规模分布

资金抱团放松，市场分化节奏相对放缓

金额未公开

百万美元以下

百万美元级

千万美元级

过亿美元级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公司融资金额规模分布（单位：公司数）

生物医药 器械与耗材 数字健康 医疗服务 医药商业

102

778

449

18

251

$100M+
占比



二、 全球2022年H1医疗健康投融资热门领域

➢2.1 全球融资细分领域分布：生物医药成细分领域之首，国内数字疗法领域平均融
资额下降明显

➢2.2 全球CGT行业正在进入“快车道”，国内政策助力加速发展进程

➢2.3 资本加注基因测序、癌症早筛等高估值黄金赛道

➢2.4 数字健康领域独角兽集中发力，业务规模还有扩增空间

➢2.5 全球融资热门标签：生物制药、医疗信息化、IVD、研发制造外包



• 2022年H1，全球生物医药领域以565起交

易、196.3亿美元（约1316.05亿人民币）

成细分领域之首。数字健康领域和医疗器

械领域分别以484起和447起交易紧随其后。

相较于2021年H1，今年全球各领域整体融

资总额和融资事件数都呈不同幅度的下降，

数字健康领域尤为明显，总额环比下降

42%。

• 结合国内各领域融资概况，可见数字健康

融资下降明显的一方面原因来自国内该领

域的平均融资额下降，2021年上半年数字

健康领域有8家企业拿到过亿美元融资，同

时有11家企业走到D轮以上，而2022年国

内数字健康领域没有过亿美元的大额融资

事件产生，主要集中在百万美元级，走到D

轮以后的只有依图和智云健康（其中智云

健康已于2022年7月初上市），轮次主要

集中在早期；可见在资本寒冬下，投资机

构对该领域虽然积极布局保持跟进，但更

倾向于观望的态度。

2022年H1全球/国内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细分领域分布

生物医药成细分领域之首，国内数字疗法领域平均融资额下降明显



2022年H1生物医药投融资趋势

政策助力，资本狂热，CGT风云正起，行业正在进入“快车道”

排名 公司名称 轮次 融资事件 融资金额 简介

1
Kriya 

Therapeutics C轮 2022-05-16 2.7亿美元 基因治疗新药研发商

2
Synthego E轮 2022-02-17 2亿美元 基因工程解决方案提供商

3
Aspen 

Neuroscience B轮 2022-05-09 1.48亿美元 个性化细胞疗法开发商

4
Be Biopharma B轮 2022-04-14 1.3亿美元 B细胞药物研发商

5
ReCode 

Therapeutics B轮 2022-06-29 1.2亿美元 基因药物研发商

6
Aurion Biotech 未公开 2022-04-12 1.2亿美元 眼部疾病先进疗法开发商

7
Korro Bio B轮 2022-01-05 1.16亿美元 创新RNA编辑疗法研发商

8 Ori Biotech B轮 2022-01-18 1亿美元 基因和细胞治疗药物制造商

9 Cellino A轮 2022-01-25 8000万美元 细胞疗法开发商

10
Forge 

Biologics 未公开 2022-01-10 8000万美元 病毒载体基因疗法开发商

2022年H1全球CGT领域融资TOP 10 

• 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赛道2022年

H1发生96起交易，累计融资金额

38.36亿美元。

• 具体来看，2022年上半年细胞与

基因治疗交易国内公司完成53起

交易累计融资8.41亿美元。对比之

下，国内的交易数量虽高于国外，

但是交易金额远低于国外。

• 2022年1月，《十四五医药工业发

展规划》提出重点开发细胞治疗和

基因治疗药物等新型生物药的产业

化制备技术。同时，上半年细胞与

基因治疗领域吸引了红杉、高瓴、

经纬、启明、OrbiMed、RA 

Capital等顶级投资机构入局。由

此可见，细胞与基因治疗在政策、

技术、资本、下游市场等支撑下，

行业正在进入“快车道”。



• 在2022年H1整个医疗健康领域融资总额都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IVD领域的融资热度持续不减，总额与2021年H1基本持平，融资事件数增加21起，平均融资额略微

下降，融资轮次主要集中在A轮。

• IVD领域融资持续火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新冠疫情起伏反复，多款新冠抗原自测产品获得FDA以及NMPA的批准，给IVD领域提供新的落地场景；另一方面，

资本的目光依旧聚焦基因测序、癌症早筛等高估值黄金赛道，例如致力于研发单细胞测序技术的跃真生物被启明创投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同时加注、深耕临床质谱市场

的英盛生物在辰德资本和高瓴创投联合领投下完成数亿元C轮融资、推出五癌早筛产品的翱锐生物在2022年1月拿到过亿元B轮融资等等。

2022年H1医疗器械投融资趋势

IVD领域热度持续不减，资本疯狂加注基因测序、癌症早筛等高估值黄金赛道

投资方 被投资公司
辰德资本 瑞莱谱（2次）,近观科技,英盛生物

Khosla Ventures Scipher Medicine,Mirvie,Ultima Genomics

启明创投 万众一芯（2次）,跃真生物

洲嶺资本 博岳生物,予果生物,申基生物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跃真生物,颐坤生物,阅尔基因

aMoon Fund Scipher Medicine,PrognomiQ,Ultima Genomics

博远资本 睿璟生物,阅尔基因,宇测生物

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 Visby Medical,Gemelli Biotech

Northpond Ventures Selux Diagnostics,Sherlock Biosciences,Scipher 
Medicine

Pitango Ventures Visby Medical（2次）,Variantyx

西湖科创投 凯莱谱（2次）,西湖欧米

2022年H1全球IVD领域融资轮次盘点近5年H1全球IVD领域融资概况

2022年H1 3次以上出手IVD领域的投资机构



• “独角兽”概念从诞生到发展

至今，曾强调“稀有”的特性

在2022年已经变得寻常，在

经历2021年——即独角兽创

纪录之年后，独角兽公司发展

也进入了新阶段。具体到数字

健康领域，全球2022年H1共

诞生8家新晋独角兽。

•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虚拟护理增加和健康数据去中

心化等趋势将持续推动医疗健

康产业对数字化的需求。

• 不过，当前数字健康领域的数

独角兽迎合的主要是企业端的

需求，未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

需求的业务仍具备发展空间。

2022年H1数字健康投融资趋势（一）

数字健康领域独角兽集中发力，2B业务受到资本追捧

公司名称 最新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融资金额 企业简介

Reify Health 2022-04-21 D轮 2.2亿美元 临床优化软件提供商

Alto 2022-01-27 E轮 2亿美元 以患者为中心的数字药房

Omada Health 2022-02-23 E轮 1.92亿美元 数字化健康管理平台

Verana Health 2022-01-14 E轮 1.5亿美元 医疗大数据服务商

Hydrow 2022-03-17 D轮 5500万美元 在线保健、健身服务提供商

依图 2022-02-17 D轮 1亿人民币 医疗智能全栈式产品解决方案提供商

2022年H1数字健康领域新晋独角兽盘点

2022年H1数字健康领域独角兽最新动态

数据来自2021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CB insght、crunchbase及各公司官网

公司名称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融资金额 融资后估值 企业简介

Biofourmis 2022-04-26 D轮 3亿美元 超10亿美元 医疗数据分析服务商
Transcarent 2022-01-11 C轮 2亿美元 超10亿美元 医疗保健服务平台提供商

Clarify Health 2022-04-05 D轮 15亿美元 14亿美元 卫生护理系统提供商
ConcertAI 2022-03-29 C轮 1.5亿美元 19亿美元 医学研究工具提供商
NexHealth 2022-04-21 C轮 1.25亿美元 10亿美元 患者体验管理平台提供商
IntelyCare 2022-04-06 C轮 1.15亿美元 11亿美元 护士人员配置平台提供商

Viz.ai 2022-04-07 D轮 1亿美元 12亿美元 临床智能医疗软件研发商
Hello Heart 2022-05-02 D轮 7000万美元 超10亿美元 疾病监测工具开发商



2022年H1数字健康投融资趋势（二）

医疗数据访问服务热度升级，资金涌向初创企业

公司名称 轮次 融资事件 融资金额 主营业务描述

Avaneer Health 种子轮 2022-01-13 5000万美元 其网络建立在区块链和FHIR技术之上，提供对医
疗保健透明度和互操作性所需数据的访问。

AcuityMD A轮 2022-05-12 3100万美元 创建了一个用于整个医疗设备生命周期的数据平
台，支持安全访问。

Vynca 未公开 2022-01-31 3000万美元 开发的互操作性解决方案，可让整个医疗保健生
态系统无缝共享和聚合患者数据。

Latch Bio A轮 2022-06-02 2800万美元 正在构建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让用户能无门槛
访问和分析CRISPR数据。

PocketHealth A轮 2022-03-31 1600万美元 患者可通过其医学图像共享平台即时访问、共享
自己的医学影像和记录数据。

Syntegra 种子轮 2022-01-10 562.5万美元 使用其综合数据引擎，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公司
可以无缝共享隐私保证的医疗保健信息。

Briya 种子轮 2022-04-20 550万美元 其健康医疗数据交换解决方案建立在去中心化架
构上，同时该平台能有效确保数据安全。

MedaSystems 种子轮 2022-03-15 150万美元 制药商和医疗保健提供商可在公司开发的平台上
访问相关数据并进行远程协同工作。

2022年H1全球健康医疗数据访问服务平台初创企业盘点

• 美国《21世纪治愈法案》要求提

供者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让患者轻松、数字地访

问他们的医疗记录。受此影响，

除已成为数字健康独角兽的企业

外，法案相关规定也让美国一些

新兴医疗信息化企业加入数据访

问服务市场。

• 与此同时，作为非强制指南的

FHIR（快速医疗保健互操作性资

源）标准因有助于简化健康信息

的安全交换而进入部分初创企业

的业务发展规划。

• 鉴于企业端继续使用各种收集和

共享健康数据的健康应用程序，

未来健康数据的需求将继续上升。

这一趋势也引起了美国各路资方

的注意，采取“广撒网”方式押

注初创公司。



• 2022年H1，生物制药、医疗信
息化、IVD、研发制造外包等标
签热度较高。

• 从轮次来看，2022年H1的公开
融资主要集中在早期，尤其是A
轮；

• 走到D轮及以上轮次的企业较少，
具体来看，这些企业都处于医疗
健康领域里的高壁垒创新赛道，
例如人工心脏赛道上获得药监局
首个全磁悬浮式VAD批准的同心
医疗、在侵入式脑机接口赛道上
深耕脑深部电刺激的景昱医疗以
及拿到康复机器人赛道单轮融资
额最高纪录的傅利叶智能。

• 可见在2022年全球医疗健康整体
融资热度下降出现“资本寒冬”
的情况下，投资机构一方面积极
布局投早投小，同时也一直把目
光放在那些厚雪赛道上。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投融资细分赛道交易轮次和数量统计

热门标签：生物制药、医疗信息化、IVD、研发制造外包热度较高

注：本页轮次定义有延伸，如A轮包括Pre-A/A/A+

种子轮/天使轮 A轮 B轮 C轮 D轮及以上 其他 未公开

生物制药 56 116 57 15 6 33 42

医疗信息化 51 77 37 24 6 30 54

IVD 15 41 20 9 6 22 18

研发制造外包 16 45 23 6 4 13 19

互联网+医疗健康 30 27 20 10 3 8 25

其它耗材 11 29 13 2 4 13 13

数字疗法 21 21 10 6 3 8 13

化学制药 10 23 14 9 0 9 10

辅助类设备 8 17 3 6 0 5 14

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 6 17 4 3 3 7 13

医疗机器人 4 16 8 3 2 10 3

保健品及其它 11 9 2 1 0 4 12

医学影像 3 15 5 3 1 5 4

心血管耗材 3 12 2 4 3 6 4

治疗设备 2 8 5 1 2 4 9

商业保险 0 5 7 2 2 3 2

其它诊断设备 3 6 2 1 0 4 2

骨科耗材 1 4 3 1 0 0 4



三、2022年H1医疗健康活跃投资机构分析

➢3.1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累计出手35次，成为上半年最活跃投资机构

➢3.2 地方政策引导投早投小，投资机构集中发力医疗健康早期项目



•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最为

活跃的机构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上半年累计出手35次，其投资

标的以生物医药公司为主。其中，

侵入式脑机接口研发商脑虎科技

和小分子新药研发商昕瑞再生在

半年内两次获得红杉资本中国基

金加注。

• 启明创投在2022年上半年投资

28次排名第二，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28次融资中，由启明创投

领投的融资事件有17起。

• 2022年上半年有52家处于早期

阶段的生物医药企业获得TOP10

活跃投资机构融资，可见投资机

构有集中向早期生物医药企业靠

拢的倾向。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TOP10活跃投资机构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累计出手35次，成为上半年最活跃投资机构

投资方 出手次数 领域偏好 轮次偏好 典型被投公司

35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PreA轮,天使轮

28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B轮,PreA轮

21 生物医药,医疗服务 B轮,A轮

19 数字健康,生物医药 B轮,C轮

19 生物医药,数字健康 A轮,B轮

18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A轮,PreA轮

18 数字健康,生物医药 A轮,B轮

17 生物医药,数字健康 B轮,C轮

17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天使轮,PreA轮

16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A轮,B轮

16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B轮,A轮

注:机构投资次数仅统计媒体公开报道的事件，不包括机构未披露的投资事件 



• 2022年H1，国内医疗健康最为活

跃的机构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全

年破纪录的累计出手35次，其投资

标的以生物医药公司为主。

• 国内TOP10投资机构的领域偏好都

是生物医药和器械，并且轮次都在

A轮上下，结合具体融资事件和国

内上半年的市场情况，我们发现出

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推动，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政策引导投资机

构投早投小，例如深圳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在2022年4月7日发布

的《关于促进深圳风投创投持续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直接提到对

投资机构投资深圳市种子期、初创

期科技创新企业的鼓励措施，因此

投资机构在上半年把目光聚焦在拥

有早期项目上。

2022年H1国内医疗健康产业TOP10活跃投资机构

地方政策引导投早投小，投资机构集中发力医疗健康早期项目

投资方 出手次数 领域偏好 轮次偏好 典型被投公司

35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PreA轮,天使轮

28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B轮,PreA轮

18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A轮,PreA轮

17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天使轮,PreA轮

16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B轮,A轮

14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A轮,A+轮

13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B轮,A+轮

12 器械与耗材  ,生物医药 A轮,B轮

11 器械与耗材  ,生物医药 PreA轮,A轮

11 生物医药,器械与耗材  B轮,A轮

注:机构投资次数仅统计媒体公开报道的事件，不包括机构未披露的投资事件 



➢4.1 公开市场表现欠佳影响美股上市公司数量

➢4.2 国内二级市场回暖在即，下半年有望再爆发

四、 2022年H1上市的医疗健康新股盘点



• 据动脉橙数据库显示，2022年H1，

在A股、美股以及港股上市的医疗健

康领域企业共59家，募集总额超

86.68亿美元，同比2021年无论数

量还是金额均有大幅度下滑。；且

与以往美股企业占去“半壁江山”

的情况不同，2022年A股和美股上

市企业数量差距缩小。

• 2021年上市的医疗健康企业的后续

表现影响了2022年的上市情况：生

物医药领域在2021年创下记录，其

中临床前/临床I期公司占了一半，然

而其上市后股价的平均表现较过去

两年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数字健

康和医疗器械（尤其IVD）企业的上

市后表现也未达预期。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各领域IPO项目数量和IPO募集总额

公开市场表现欠佳影响美股上市公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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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H1，三大股市敲钟上市的国内企业数量都在下降。除政策法规变化等原因导致2021年下半年中概股赴美上市节奏放缓外，为配合防疫措施，北京和上海部分医

疗健康企业停摆，国内融资与上市双双受挫。

• 不过，国内二级市场的低迷局面有望在下半年打破。在6月27日到6月29日的短短三天里，已经有5家医疗健康企业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科创板、创业板新增受理

企业达到了创记录的126家，且有5家企业成功过会。

• 医疗健康企业的IPO进程于2022年上半年尾集体进入加速期，其中医药企业的表现尤其突出，且二级市场的冷暖，往往也会影响到一级市场的水温。

2022年H1中国医疗健康上市公司图谱

6月集中新增受理企业多达126家，国内二级市场回暖在即

动脉网制图



➢5.1 全球：美国领跑全球，亚洲地区医疗创新势力崛起

➢5.2 中国：江苏融资事件数反超上海，成为国内资本热土

五、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投融资热点区域分布



•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融

资事件发生最多的五个国家分

别是美国、中国、英国、以色

列和印度。

• 2022年H1，美国以676起融

资事件，255.3亿美元

（1711.56亿人民币）融资领

跑全球，中国紧随其后；中美

囊括所有国家融资总额的83%，

融资事件的82%。

• 此外，亚洲地区的医疗创新势

力正在崛起。尤其是以色列和

印度的医疗融资热度大幅上升，

跻身五大热点地区之一。

• 从投资热点领域看，生物医药

和数字健康是2022年上半年

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投融资热点区域分布

美国领跑全球，亚洲地区医疗创新势力崛起



• 2022年中国医疗健康投融资事

件发生最为密集的五个区域依次

是江苏、上海、北京、广东和浙

江。

• 借助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高地的溢

出效益，江苏以132起融资事件

首次超过上海成为医疗健康一级

市场投资最为火热的地区，共筹

集资金近17亿美元（70.17亿人

民币），领先排名第二的上海累

计发生125起融资事件，筹集资

金超29亿美元（128.99亿人民

币）。

• 整体来看，2022年H1医疗健康

融资仍集中发生在医疗健康产业

基础夯实、创新要素资源集聚的

北上广地区，以上地区包揽全国

融资事件的54%。

2022年H1中国医疗健康投融资热点区域分布

江苏融资事件数反超上海，成为国内资本热土



六、2022年H1医疗健康公司融资TOP纪录榜

➢ 7.1 全球融资金额TOP10：TPG旗下诺威健康完成7.6亿美元融资，位居
2022年上半年榜首

➢ 7.2 中国融资金额TOP10：8家生物医药企业上榜，CXO领域高景气持续



排名 公司 国家 融资金额 轮次 公司简介
1 诺威健康 中国 7.6亿美元 轮次未公开 全方位服务合约研究组织公司

2 National Resilience 美国 6.25亿美元 D轮 生物药品研发制造外包服务商

3 Ultima Genomics 美国 6亿美元 B轮 基因测序平台提供商

4 Eikon Therapeutics 美国 5.18亿美元 B轮 生物药品研发商

5 Physician Partners 美国 5亿美元 轮次未公开 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

6 厦门未名医药 中国 29亿人民币 战略融资 生物制药商

7 亚洲医疗 中国 4亿美元 D轮 民营医疗服务供应商

8 Somatus 美国 3.25亿美元 E轮 肾脏综合护理服务提供商

9 镁伽 中国 3亿美元 C轮 机器人研发商

10 Biofourmis 新加坡 3亿美元 D轮 医疗数据分析服务商

10 Tessera Therapeutics 美国 3亿美元 C轮 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商

10 TigerConnect 美国 3亿美元 轮次未公开 临床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

TPG旗下诺威健康完成7.6亿美元融资，位居2022年上半年榜首

2022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融资额TOP10（一级市场）



2022年H1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融资额TOP10（一级市场）

8家生物医药企业上榜，CXO领域高景气持续

排名 公司 融资金额 轮次 公司简介
1 诺威健康 7.6亿美元 轮次未公开 全方位服务合约研究组织公司

2 厦门未名医药 29亿人民币 战略融资 生物制药商

3 亚洲医疗 4亿美元 D轮 民营医疗服务供应商

4 镁伽 3亿美元 C轮 机器人研发商

5 剂泰医药 1.5亿美元 轮次未公开 人工智能驱动药物制剂开发商

6 多玛医药 9.5亿人民币 A轮 新型生物医药研发商

7 拨云制药 1.3亿美元 C轮 眼科新药研发商

8 蓝晶微生物 8.7亿人民币 B轮 新型生物基分子和材料研发商

9 深信生物 1.2亿美元 B轮 生物医疗技术研发服务商

10 安序源 1亿美元 B轮 基因测序及诊断设备研发商

10 瑞石生物 1亿美元 A轮 创新药物研发商

10 臻格生物 1亿美元 C轮 大分子生物药CDMO技术服务供应商

10 颐坤生物 1亿美元 B轮 体外诊断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分析师：

宁晨、李艾洁、赵清玲

动脉橙产业智库&蛋壳研究院

出品

以上数据来自动脉橙数据库。我们已推出动

脉橙产业智库，助力追踪数字健康领域行业

动态，覆盖公司名单、招投标、投融资信息、

头部企业动态等各类数据，并梳理出九大维

度进行实时更新，申请试用，请扫描下方二

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