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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相关领域企业不断集聚，我市生物医药
产业迅猛发展。从2003年把生物医药列为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推进，到形成涵盖
核心原料零部件研发、产品研发生产、临床
转化研究、医药流通、生物服务等全环节的
生物医药产业链，如今，我市生物医药产业
形成了各类企业汇聚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市科技局局长孔曙光介绍，目前全市已
集聚了1200多家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企
业。其中，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159家，省、
市级新型研发机构21家。今年，华夏眼科
成功上市，英科新创、致善生物两家生物医
药企业的上市获成功过会。

在所有企业中，有约一半落户厦门生物
医药港。我市坚持全市一盘棋发展生物医
药产业，市区共建打造以海沧生物医药港为
核心、其他区错位发展的“一港多区”格局。
一个个高科技明星企业茁壮成长、一个个硬
核产品横空出世，近几年，我市以医疗器械、
创新药、应急医疗物资等为重点，打开了产
业腾飞的窗口。

医疗器械优势突出——以体外诊断产
品、骨科介入材料、医疗检测设备等为代表
的医疗器械领域是我市的优势领域，规模约
占全省80%。体外诊断领域拥有宝太生物、
波生生物、万泰凯瑞、安邦生物、英科新创、
致善生物等众多代表企业，细分领域产值从
2019年的20多亿元，跨越到2021年的超
200亿元。

创新药蓬勃发展——以新型疫苗、基因
工程蛋白药物为代表的创新药物研发成果
突出，拥有世界首支戊肝疫苗、国产首个长
效干扰素等重磅新药，全市已上市5个1类
新药，在研1类新药30多项。万泰沧海国
产首支宫颈癌疫苗2020年底获批上市后累
计产值已超100亿元，九价宫颈癌疫苗进入
Ⅲ期临床试验，与国际疫苗巨头葛兰素史克
开展新一代宫颈癌疫苗研发与产业化合作；
特宝生物在研的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
射液等三大长效生物制剂有望成为未来新
的业绩增长点。

应急医疗物资产业腾飞——近两年，我
市诞生了全球首个双抗夹心法新冠病毒总
抗体检测试剂、全球首个杂交捕获免疫荧光
核酸检测试剂……先后取得新冠病毒检测
试剂国内注册6个，国外注册认证超过190
项，2021年出口新冠病毒快速诊断产品超
200亿元，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为国际、国内
疫情防控贡献厦门力量。

就在几天前，由厦门大学、香港大学、万
泰生物联合研发的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
肺炎疫苗（以下简称“鼻喷苗”）获批紧急使
用。鼻喷苗研发工作由厦门大学国家传染
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夏宁邵教授牵头，这是全球首个经过三期临
床试验的鼻喷苗，疫苗的研发得到了国家和
福建省、厦门市应急攻关项目的支持。

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争创“生物经济先导区”

在我市着力构建的“4+4+6”（四大支柱
产业集群、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六个未来
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中，生物医药产业是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基因与生物技术
是六大未来产业之一。

孔曙光介绍，生物医药重点发展医疗
器械和创新药物，推进BT+IT融合发展等，
今后我市还将积极布局前沿生物治疗技
术、合成生物学等领域，争创“生物经济先
导区”。以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我市生物经
济主导方向，“生物医药领域力争打造国内
体外诊断之都、创新疫苗基地、细胞治疗先
行区、中医药产学研协同创新试验区，同时
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具体来说，要进一步突出产业重点和
特色细分领域，健全全链条创新支撑平台、
全要素政策保障体系，全面优化产业生态，
构建“产学研医”创新生态圈，搭建“产学研
用金服”合作交流平台，促进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金融链和服务链深度融合；推
进“产业园区+新型孵化器+产业基金+产
业联盟”一体化园区发展模式，促进龙头企
业集聚。同时，推动两岸在生技医药、中医
药文化和大健康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至 2025 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将
力争突破1500亿元，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示范集群、独具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中心。

文/本报记者 吴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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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协会精心策划中国（厦
门）生物药产业大会，打造

“产学研医用管投”全产业链
交流合作平台。昨日，2022
中国（厦门）生物药产业大会
院士专家大讲堂通过线上线
下召开。多位生物制药界及
新冠防治领域院士、科研及
产业化专家、国内排名前列
医院院长级专家齐聚厦门，
多角度解析行业现状，展望
未来，共话生物医药产业图
景。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已
成为彰显我市自主创新能力
的标杆性产业。2019年，我
市生物医药产业入选首批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此
后连续三年入选国务院办公
厅“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真抓实干、成效
显著”督察激励名单。近年
来，我市持续推动“产学研医
用管投”等多维度合作，助力
创新成果切实落地。数据显
示，“十二五”以来，我市生物
医药与健康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20%。2021年，我市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实现营收
1115.7亿元，首次突破千亿
大关。在近日中国生物中心
发布的“2021年国家生物医
药产业园区排行榜”榜单中，
厦门生物医药港综合竞争力
首次进入全国前十。

早在2003年，我市就将生物医药列入战略性新兴产
业，此后密集出台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拿出实质举措培
育生物医药产业。“一系列产业政策形成联动合力，并与
科技、金融、人才等政策形成叠加互补，精心培育打造厦
门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创业创造发展的沃土。”孔曙光表
示。

2015年以来，我市先后出台和两次修订升级生物医药
产业专项政策，聚焦创新药物、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覆盖
临床试验各阶段和注册申报、产业化、国际化认证等全过
程，同时，着力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壮大产业发展能级。此
外，海沧等产业集聚区出台区级配套政策，市、区联动打出
政策“组合拳”，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政策扶持不断显现出效果。2016年以来，我市为78
户企业兑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奖励4.73亿元，兑现减税
降费23.22亿元。在科技和税收双重扶持下，2016年以来
这些获补贴企业实现营收46.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产
业政策兑现数据还显示，2021年我市新增年销售收入上
10亿元企业达到5家，创历史新高，获临床研究奖励的创
新药数量远超过去历年总和，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目前，全市已建成40多个国家、省、市级研发创新平
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中试及产业化基地，集聚4家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5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先后引
进厦门市创新生物医药研究院等20多家新型研究院。目
前，福建省生物制品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已在厦落地，生
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也启动建设。

昨日，作为2022中国（厦门）生物药产业大会前奏的
2022中国（厦门）生物药产业大会院士专家大讲堂，以“生
物药：建产业生态圈 促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搭建了一个
全国性的“产学研医用管投”产业交流平台，成为促进产
业协同发展的一次有力探索。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医
工结合、医理结合，不断加强产学研医资等深度协作。

“良好的产业互动环境，增强了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的凝聚力。”市科技局社会科技处负责人表示，我市医
企合作蹄疾步稳，医疗机构全力支持企业新冠检测产品
的研究，帮助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厦发展；校企合作催生了
宫颈癌疫苗等创新产品问世，更多的联合实验室落地，校
企合作的触角还延伸到全国各地。

11月25日举行的2022年厦门心血管健康产业创新
论坛上，市科技局联合火炬管委会、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
病医院，设立“心血管医疗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基地”，通过
集成科技资源、临床资源、产业资源和投融资资源优势，
加快心血管健康领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也为落户创新
基地的企业搭建更好的平台，提供创新创业、茁壮成长的
沃土。

“厦门大学生物医药转化研究院已经在校企合作、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搭建交流平台等方面持续推进，并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厦门生物与新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左
正宏教授在上个月的一场“药谈一厦”交流活动中表示，
未来将推动联盟成员单位联合探索建立政产学研合作、
突破产业内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瓶颈的集成攻关模式。

我市多部门也积极搭建平台促进产业协同发展。今
年3月开始，市科技局联合我市工信、卫健、医保等部门共
同组织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面对面”交流活动，建立市
场端对话沟通机制。作为产学研医协同发展系列活动之
一，2022年产学研医交流分享会暨厦门生物与新医药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大会于7月在我市召开，共同构建我
市产学研医长效协作机制，带动我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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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
校长李校堃：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
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相关数据显示，2025
年全球生物医药市场收入预计将达1.7万
亿美元，疫苗和抗体药物依然是未来相当
一段时间内研发的主流热点。我国生物医
药产业未来十年要走到世界前列，科技创
新生态链的建设至关重要，大学、实验机
构、人才培育体系以及医疗机构都是产业
的重要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郑裕国：医药工业是医
药产业的基础，是医药工业化和现代化主
力军，成为各国科技竞争和产业发展的战
略重点。医药生物工业融合了工程学、生
物学、化学、物理学的系统理论、方法和技
术，将变革药物生产路线与生产工艺，降低
碳排放、提高生产效率，为传统医药工业转
型升级提供“绿色动力”，是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健康中国2030”等国家战略的重
要突破口。将生物制造前沿技术融入医药
制造过程，形成新的医药生物工业体系，必
将推动医药制造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
我国医药产业的升级转型。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
顾宁：细胞诊疗是医药生物技术的一个重
要发展方向。截至2022年1月12日，我国
拥有23个获批的干细胞新药IND、133家干
细胞备案机构。在产业发展新风向标下，我
国干细胞临床转化有望取得更大突破。

●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胡文言：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
将联合厦门市政府搭建生物药领域唯一一
个覆盖“产学研医用管投”全产业链、全生
命周期的平台，立足厦门、依托福建、辐射
全国，为中国生物药发展提供新舞台。依
托2023中国（厦门）生物药产业大会，构建
促进中国生物药研发产业链及其供应链高
质量发展的协同机制；创建中国生物药研
发、生产、应用的高效沟通渠道；建立资本
与生物药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平台，促进
厦门生物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原声

厦门生物医药港
综合竞争力

首次跻身全国前十
“2021年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排行榜”中，厦

门生物医药港综合竞争力首次进入全国前十，位列
综合竞争力榜单第 10 位、合作竞争力单项榜单第 4
位、人才竞争力单项榜单第10位，此外，在差异化特
色化发展方面，被列为三家医疗器械具有特色的园
区之一。

2021年我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工业总产
值达到988亿元，同比增长27%，核心领域增

长 30%以上，实现营业收入 1115.70 亿
元，同比增长20.7%，首次突破千

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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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与健
康产业已成为彰显我
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标
杆性产业。图为万泰
生物实验室。

▲如今，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形成了
各类企业汇聚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我市形成了全环节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我市形成了全环节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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