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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是最近几年地方招商引资、区域产业

布局的热点，也是福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8
年以来，福建省医药制造业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

但多年高歌猛进后，2022 年起，福建医药制造业开始
面临下行压力。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省医药制造业实现营业
收入 752.82亿元，同比下降 7.7%；利润总额 180.31亿元，同
比下降27.9%。今年1—4月，我省医药制造业呈现下跌趋势。

面对新形势，如何实现生物医药产业稳增长？记者
近日走访相关园区、企业发现，依托集群优势，厦门生
物医药产业仍保持较高增速。2022 年，厦门市生物医药
产值同比增长 27.9%。

一增一减，折射产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也引发我省
生物医药产业如何布局的思考。避免押宝式的投入和低
水平无序竞争，防止先是一哄而起，最后一哄而散。

本期《深读》，关注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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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之城”的根基

2018 年国外留学刚结束，徐志城就回到
了厦门。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准备创办索诺利

（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这是厦门首个拥有大型医疗器械制造专

利技术的公司。从欧美进口的冲击波治疗仪、
体外碎石机等高端医疗器械将在厦门逐步实
现国产化，并投入中国医疗消费市场。

“我父亲曾患有肾结石并饱受治疗之苦，
在接受国外高端碎石设备治疗后，有了将产
品引进国内销售的想法。”徐志城说。

于是，精通外语的徐志城，跟着父亲走访
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成功获得多个高端
医 疗 器 械 代 理 资 格 ，其 中 包 括 德 国 MTS
orthogold 100 体 外 冲 击 波 治 疗 仪 、法 国
Sonolith i-sys 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等。

2020 年，索诺利成立一年后，厦门市海沧
生物医药港就将其列为重点引进项目，并给
予独栋厂房、政策优惠及资源渠道的扶持。

“这三年，我们潜心做国产化研发，比如
我们把世界领先的法国碎石机核心专利技术
引进国内，已经成功实现国产化组装。”徐志
城表示，一旦产品获得注册证并投入市场，公
司的销售规模将迅速增长。

优质项目索诺利的引入和快速产业化，
得益于厦门在医疗器械研发和审批方面的政
策优势。2019 年起，厦门先后建立“一窗口三
中心”，其中就包括医疗器械检验检测分中
心。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审批，可实现全流
程厦门办。

数据显示，过去 6 年，厦门市获批的境内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产 品 达 196 项 ，占 全 省
75.4%；获批的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达 325项，
占全省 34%。

“厦门是国内较早布局生物医药产业的
地区之一，我们 2003 年就开始把生物医药作
为新兴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培育。”厦门市科技
局党组书记、局长孔曙光表示，历经近 20年培
育，厦门市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厦门市优势
产业、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尤
其是近三年，厦门在新冠病毒检测、疫苗研发
等方面成效显著。

2019 年，以厦门生物医药港为核心的厦
门市生物医药产业跻身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成为全国首批入选的 17 个生物
医药领域产业集群之一。2020 年，厦门提出打
造“生命科技之城”的构想。

截至目前，厦门市拥有生物医药与健康
领域企业 1400 多家，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
21 家，上市企业 10 家。在产业核心区厦门海
沧生物医药港，特宝生物、万泰沧海、艾德生
物等一批优势生物医药企业星罗棋布。2012
年至 2022 年，厦门生物医药港医药企业数由
90 家 增 至 439 家 ，产 业 规 模 由 89 亿 元 增 至
486.57亿元，目前产值占全省 60%以上。

产业的集聚，一方面源于引进的优质新
项目、大项目的加快落地；另一方面，厦门自

主培育的中小企业发展提速，促使厦门生物
医药产业蓬勃发展。

福建首个登陆科创板的生物医药企业特
宝生物，1996 年就开始了厦门创业之路。“从
那个年代开始，厦门生物医药产业训练了一
批基因工程制药领域的技术人员。”厦门特宝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黎
表示，海沧区政府注意到行业的潜力，出台政
策，搭建平台，扶持行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宝生物成长为中国
聚乙二醇长效蛋白药物领军企业，研发出 4个
国家 1 类创新生物药。今年一季度，特宝生物
营收增速超过 20%。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
校堃表示，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链正向区域整
合和纵深发展转变，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特色鲜明、基础坚实，且有大学、科研机构及
医院支撑。未来要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
加大力气建设产业生态，培育“基础/应用研
究—中试生产—转化—制造—流通”全流程
链条。

推动差异化、专业化发展

跳出厦门看福建，我省生物医药产业正
走在角逐千亿规模的雄关漫道上。生物医药，
被誉为永不落幕的“朝阳产业”，2020 年起，新
冠疫情催动大健康领域企业迅猛发展。业界
普遍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生物医药将从赶到
超，进入黄金发展期。记者了解到，全国已有
29 个省级地方政府将医药制造业、生物产业
列为优势产业或优先发展产业。在全国约 400
家国家级产业园区中，有超过一半将生物医
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在我省，生物医药成为“十四五”规划提
出的重点产业方向。2022 年出台的《福建省加
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对全省该产业进行布局，
提出 2025 年医药工业营收达 1200 亿元的目
标。从 752.82亿元到 1200亿元，增长动力来自
哪里？

近日，省发改委筛选出 2023 年福建省重
点招商项目 272 项，其中，生物医药和健康产
业项目有 25个，占比近一成。从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核心集聚区厦门和福州，再到省内其他
各地，都在大力对相关产业进行招商引资。这
些都突显了我省各地市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
雄心。

“只有领先的产业集群崛起，才能引领中
国生物医药产业最终站到全球最前列。”戴德
梁行大中华区副总裁陶汝鸿认为，中国生物
医药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全国庞大的
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
爆发式增长。

来自省发改委的信息显示，除厦门外，我
省目前还有 3个发展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的省
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其中，福州市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生物检测和生物治疗行
业、化学药品与原料药制造等，全力打造福州

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三明市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正建设以抗肿瘤为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宁德市柘荣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利用
优势资源太子参，开展中药材精深产品研发。

然而，即使是生物医药产值占全省一半
以上的厦门，也面临增长压力。海沧虽是全省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核心区，但 90%以上的生
物医药企业产值规模都在 1亿元以下，尚未有
全国生物医药百强企业与独角兽企业，短期
内不容易再出现新的百亿企业。

《实施方案》提出，我省将培育年产值超
10 亿元、50 亿元、100 亿元医药工业企业分别
达 16 家、2 家、2 家，年销售额亿元以上的产品
达 30 个，打造 5 个左右特色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

当前，省发改委正指导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加强统筹规划，全面用好用足各项支持举
措，推广厦门生物医药集群先进模式、经验做
法，推动省内其他生物医药产业园差异化、专
业化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环渤
海、长三角、成渝、珠三角及中部地区五大医
药产业城市群，福建则属于后来追赶者，存在
产业规模偏小、龙头企业数量较少、创新能力
不足、专业化园区较少、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等
问题。

在激烈的竞争中，财力和资源，成为产业
发展需要比拼的核心要素。面对生物医药产
业的黄金赛道，基础相对薄弱的福建应如何
稳中求进，寻找产业增长点，开拓市场空间？

“最后一公里”的疏通

不久前，2023 福建省医药企业与医疗卫
生机构“手拉手”厦门站对接活动举行。活动
目的是为了搭建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医疗机
构、行业协会和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平台。

突出问题导向，去年 4 月，我省提出针对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出台解决
举措，如加强审评审批扩面提速，完善“卫健
—医保—企业”面对面机制等，重点解决创新
产品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这里的“最后一公里”，就是本省创新药
品纳入医院使用不及时、使用中受限制因素
多等难题。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优势企业在
打入本地市场时遇到困难。

由厦门市“双百创业领军人才”郭金灿博
士创立的通灵生物，在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园
建设了世界一流的研发中心和 GMP 生产研
发基地，形成了以免疫组化为优势的多系列
病理诊断产品线，解决检测肿瘤突变基因的
难题。其中大通量免疫组化染色机和葡萄串
式多聚物酶标二抗，打破国际技术壁垒，形成
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然而，公司销售总监告诉记者，公司创办
至今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50%，但增长主要来
自省外，省内市场推广则相对缓慢。

特宝生物有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本地
市场开放，对生物医药企业来说就有了基础
的造血能力，这不仅是产业招商引资的优势，
也对助力产业集群大有裨益。

“生物医药产业有特殊性，要让这些以智
力资源为主的产业落地，传统招商引资模式
是不灵的。”厦门生物医药港总经理李晔表
示，除了围绕人才做工作，也要在本地医疗消

费市场上摆出开放姿态，创新施策吸引企业。
本省创新医药产品如何加快在本省应用

推广？记者了解到，《实施方案》提出，督促引
导二、三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
我省企业的新药及通过（含视同通过）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优先纳入院内
采购目录；鼓励临床医疗机构使用我省创新
药械、中药独家品种；通过（含视同通过）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不纳入医
疗机构限制性考核指标。

去年 11 月，省工信厅、省卫健委、省医保
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工信—卫健—医
保”常态化对接机制的通知》明确提出，对我
省创新药械不纳入医疗机构限制性考核指
标；对本省已挂网的药械产品进行标识，以便
医疗机构采购使用，引导医疗机构采购使用
挂网目录内省产品种。

这些举措为解决生物医药产品进院难、
进院慢、院内使用受限等痛点提供了有针对
性的政策依据。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我
省省属医院已在落实执行中，但各地市仍有
待跟进。由于医院采购目录更新不及时，许多
创新药品未能及时纳入医院采购目录。即便
创新药品纳入医院采购目录，受医疗机构绩
效考核指标、医保总额预算等各种因素限制，
许多被誉为“患者的希望”的创新药，并不容
易在医院买到。

记者了解到，为推进当地重点创新药物
的临床应用，满足参保人员用药需求，山东省
2019 年曾发布通知，明确规定重组细胞因子
基因衍生蛋白注射液、西红花总苷片 2种药品
不纳入医疗机构药占比考核，实行单独核算。

为建立“产学研医”高效协作机制，上海
市 2022 年印发通知，明确提出依托市级医院
医企协同研究创新平台，推动医疗机构临床
资源更加高效对接和服务企业研发需求，支
撑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通知还提出，支持
医疗卫生机构与企业合作建立多种形式的创
新联合体和概念验证平台，建立社会共同投
入机制和收益分享机制。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高度依赖政策导向的
产业，地方的支持政策对产业发展影响至关
重要，好的政策，特别是为本地医疗机构率先
提供临应研究、临床使用等方面的支持，才能
够让企业较快自我造血，这是产业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

“创新药进院难”被称为创新药的“最后
一公里”难题，也是创新药商业化过程中面临
的最大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最后一公
里”问题，将影响创新药企业的生存、发展和
再研发积极性。

今年 4 月，省卫健委会同省工信厅、医保
局、药监局等相关人员组成生物医药产业调
研组，在宁德、厦门开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调
研。调研组表示，将加大对生物医药企业的支
持力度，设置专人做好医疗机构与企业的对
接沟通，积极组织开展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

“手拉手”“面对面”对接活动，为企业药械产
品的宣传搭建平台，加强相关政策落实力度，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医药企
业健康平稳发展。

生 物 医 药 项 目 引 进 和 落 地 相 对 容 易 ，
但留住和培育它们则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
力。福建生物医药产业的故事，有待书写新
的篇章。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穿透
扫一扫看视频

产业发展的逻
辑，从来都不是一
成不变。

经历前几年的
高速增长，生物医
药产业已经明显进
入调整期。

生物医药产业
的特点，在于重人
才 、重 技 术 、重 资
金，是一个长周期
过程，需有耐力、定
力和毅力。

增长逻辑的改
变，需要新的思考、
新的方向、新的布
局。

李晔认为，福
建省生物医药产业
的发展，无论产业
规 模 还 是 科 技 水
平 ，与 长 三 角 、京
津、珠三角等生物
医 药 产 业 高 地 相
比，总体上有着明
显的差距，只能在
差异化发展、进一
步促进产业集聚方
面下功夫。

精准发力，要
在特色领域上争取
在一些细分市场形
成优势，形成“错位发展”，而不是“对标跟随”。

精准发力，要在空间集聚上进一步做强
做大核心园区，而不是遍地开花、一哄而上。

精准发力，要长期坚持自主培育本土企
业，而不能急功近利。要着眼于创新成果转
化，做新品做增量，而不是传统加工业式的

“产能搬家”。
以海沧为例，产业园区内占大多数的，是

初创型、创新型小微企业；已形成的骨干企
业，基本都是从本土初创企业逐步培育壮大
而形成的，而这不是短期内可以达成的。

前几年的爆发式增长，无一不是来自经
历了长期培育、积累了发展动能的企业。今后
的发展，也要着力于继续培育和壮大这些创
新型小微企业。

“行业龙头”“百强企业”只能来自自主培
育，靠“招商引资”是引不来的。即使能够引进
国内外头部企业设立项目，也需要持续的政
策和服务支持，才能把落地的项目做大。

因此，既不要因为之前生物医药产业爆
发而头脑发热、盲目追捧，也不要为目前的短
期波动而纠结。

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需要以清醒的头脑，
平心静气、一如既往地做好长期、具体的工作。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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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赛道上黄金赛道上，，定下千定下千亿亿““小目标小目标””
□本报记者 游笑春 林丽明 林泽贵/文 施辰静/图

▼▼以厦门生物医药港以厦门生物医药港
为核心的厦门市生物医药为核心的厦门市生物医药
产业已跻身国家发改委战产业已跻身国家发改委战
略性新兴产业群略性新兴产业群。。图为厦图为厦
门生物医药港门生物医药港。。

今年今年 55月月 77日日，，中国中国（（厦门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大会在厦门举行生物医药产业大会在厦门举行。。

◀◀厦门大博医疗的生产线厦门大博医疗的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