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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生物医药产业

第十章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生物医药产业是全球制药业中发展最快、活力最强和技术含量最高的产业领域。从

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正处于生物医药技术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始阶段，

随着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

等重大技术相继取得突破，现代生物技术在医学治疗方面广泛应用，生物医药产业化进

程明显加快；同时，产业发展呈现市场集中、产品集中的显著趋势，发达国家依然占据

产业发展的主导地位。

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重点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上海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

业化的重要领域，经过多年发展，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张，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竞争优势逐步增强，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升。

一、2010 年和“十一五”发展概况

2010 年，面对全球生物医药市场持续低迷的不利影响，以及国内医疗体系改革深入

推进、医药产业加快转型的挑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部署，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行动计划（2009-2012 年）》的推动下，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大产业化力度，实现了产业稳步发展。

（一）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十一五”时期，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上海市生物医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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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1] 从 2006 年的 763.3 亿元增至 2010 年的 1377.8 亿元，年均增长 11.1%；生物医药

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从 2006 年的 312.03 亿元增至 2010 年的 591.2 亿元，年均增长 11.9%；

其中医药工业完成总产值从 294.5 亿元增至 524.5 亿元，年均增长 10.9%。

2010 年，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下同）464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591.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7.1%，增幅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见图 10-1）；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90.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比 2009 年的增长速度下降 0.3 个百分点（见图 10-2），

比 2005 年增长 1 倍；实现利润总额 79.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8%，比 2009 年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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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2006-2010 年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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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2006-2010 年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增速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　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医药商业的销售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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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比 2005 年增长 2.8 倍（见图 10-3）。上海生物医药企业积极推进以核心产品

为重点的营销策略，销售过亿的核心产品已超过 55 个。其中，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的 CT、X 射线医疗设备销售额一举突破 15 亿元；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限公司的

齐多夫定销售额 4.1 亿元；上海中信国健药业有限公司益赛普销售额 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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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2006-2010 年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利润及增速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二）产业体系日益完善

上海是我国医药工业的发源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产业体系

日益完善，涵盖农药制造业、化学药品原药制造业、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中药饮片及

中成药业、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及其他生物医药制造业共

7 个领域。

从 2010 年各行业发展情况的比较看。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共有企业 48 家，实现工

业总产值 19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9%，占上海市生物医药制造业总量的 33.1%；实

现销售收入 180.4 亿元，增长 11.8%，占总量的 30.6%；实现利润总额 25.3 亿元，增长

23.8%，占总量的 32%。这三项指标所占比重均居各行业之首，说明上海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业仍然是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的支柱行业。

医疗器械及制药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势头强劲，是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最具有竞争

力的行业之一。2010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1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4%；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110.7 亿元，增长 16.3%；实现利润总额 6.8 亿元，增长 57.6%；医疗器械出口交

货值 44.5 亿元，增长 22.4%，占上海市医药制造业比重 54.7%，处于全市生物医药工业

出口的主导地位（见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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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2010 年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各行业生产情况

行业
企业数

/ 家
工业总产值

/ 亿元
增长 /%

利润总额
/ 亿元

增长 /%

合计 403 588.03 17.1 78.96 27.4

化学药品原药制造业 76.8 26.3 8.0 48.8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 48 194.8 15.9 25.3 23.8

中药饮片及中成药业 51.1 13.7 4.6 89.9

兽用药品制造业 8.5 0.5 2.4 -2.5

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业 67.6 18.7 14.7 -2.0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业 14.3 15.1 1.7 21.2

医疗器械及制药专用设备制造业 111.3 19.4 15.5 57.6

其他生物医药制造业 63.6 11.2 6.8 33.4

注：以上是规模以上企业数据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三）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行业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十一五”期间，上

海生物医药制造业利用国际医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发挥产业配套能力强的优势，

积极引进国际先进医药技术设备和外商资本，罗氏制药、施贵宝制药、西门子医药器械、

葛兰素史克、强生制药等外资企业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头羊。2010 年，医药行业外商及港

澳台投资企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9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占上海市生物医药制造

业的 50%。外资企业中产值规模名列前茅的仍然是上海罗氏制药、施贵宝、西门子、帝斯曼、

葛兰素史克等大公司，增长较快的有勃林格殷格翰、捷普、葛兰素史克等公司，比上年

增长均达到 50% 以上。

上海生物医药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壮大，迪赛诺、和黄药业、扬子江海尼药业、

凯宝药业都实现 30% 以上增长。民营资本越来越看重上海市场，在上海生物医药领域已

经正式签约的 175 个项目中，民营企业投资项目 99 个，投资金额达 61 亿元左右，将形

成一批具有活力的民营中小企业。

（四）产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

上海生物医药重点骨干企业发展迅速，产业集聚度进一步提高。2010 年，上海生物

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共有 403 家，全年实现销售收入过 2 亿元的上海生物医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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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 54 家，其中 10 亿元以上企业 10 家，如罗氏制药 2010 年销售收入已超过 42 亿元；

前 10 位企业的销售收入占上海市生物医药制造业销售收入的 33%，其规模底线已从上年

的 7.6 亿元提高至 10.4 亿元。

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医药企业的规模效应，2010 年，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继续通

过重组、上市融资和吸引风险投资等手段推进企业规模扩张，快速提升自身实力。上海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4.87 亿元现金收购以新亚药业为核心的上药集团抗生素业

务和资产，同时，公司出资 23.28 亿元收购 China Health System Ltd.（CHS）65.24% 控

制性股权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签署正式股份购买协议，标志着上海医药向大型综合性医

药产业集团的发展目标又迈出一步。复星医药继续以“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张”推动

公司快速发展，成功联手美中互利（Nasdaq:HDX ），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Chindex Medical 

Limited（下称 Chindex Medical），并认购了 Chindex Medical 合资公司 51% 的股权，从而

实现复星医药与美中互利原有医疗器械业务的整合，完善公司医疗器械业务从研发、制

造到国内外营销的整体产业链体系。

（五）招商引资进展顺利

近两年来，生物医药招商引资项目达 267 个，涉及总投资约 330 亿元。其中，正式

签约项目 175 个，总投资约 182 亿元。上海已成为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提高产品技术水

平、拓展产品市场、实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平台。一是加强与央企的战略合作，国药集

团以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为核心组建了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并在奉贤建设生物制品产

业基地。二是一批外地企业纷纷来沪发展，江苏恒瑞、先声、扬子江、正大天晴、百迈博，

青岛康原，杭州诺尔康，珠海康德莱，南昌北际，沈阳同联等 20 余家企业均将在沪投资

新建生产企业。三是在沪外资企业加大投资力度，9 家著名跨国生物医药企业新增投资

约 28 亿元。如勃林格殷格翰增加投资 1 亿欧元，百特公司追加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罗

氏公司引入了新产品生产线。

（六）创新体系建设快速推进

上海已率先在国内形成了以国家级研发中心为核心，以高校、企业技术工程中心

（室）、跨国研发机构、新药临床研究医院和研发型企业为支撑的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涵盖了基础创新、药物筛选、临床研究、应用开发、工艺优化等各个研发环节。2010

年，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揭牌，该平台依托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

业促进中心组建，整合了包括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上海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中央研究院等 12 家科研服务机构，其中包括 6 家国家级研发中心、1 家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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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验室、3 家市级研发中心和 3 家通过国家 GMP 认证的中试生产基地。生物医药产

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将按照新药研发链和产业链、以资产为纽带、以联盟为形式、以

项目为载体的方式建立，为国内外的生物医药领域研发机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提供覆盖新药研究、工艺开发、成果转化、信息咨询和专业培训等一体式的服务支撑。

2010 年，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的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获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七）新产品开发成效明显

2010 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受理药品注册审批 886 项，批准数 787 项，

全年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的新药及仿制药注册批件 26 项，占全国

比重 3.7%。全年上海市累计完成新产品产值 9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9%，其中化学药

品制剂制造新产品产值以 39.7% 的增长率，占上海市医药制造业比重超过 62%。中成药、

兽用药品和生物制药成长迅速，新产品产值分别是上年的 2.1 倍、3.5 倍、1.4 倍，是上

海生物医药制造业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

目前，上海的承担的“重大新药创制” 项目已超过 180 个，获得国家经费支持总额

超过 18 亿元。在“肝炎、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国家重大专项中，上海获得了 7.8

亿元的经费支持，占国家经费 22%。2000 年以来，上海累计获得“盐酸安妥沙星”、“阿

德福韦酯及片” 、“重组 B 亚单位菌体霍乱疫苗”等国家一类新药生产批文 15 个，抗肿

瘤新药“氮烯菲林”、“羟基雷公藤内酯醇”、抗心脑血管疾病新药“黄芪甲苷”等 51 个

创新药物获得临床批文；同时，硫酸舒欣啶、重组人纽兰格林、抗炎症性肠病植物药

HMPL-004 等药物正在国外进行临床研究，为创新药物走向国际奠定基础。

（八）高新技术产业化取得积极进展

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取得市场突破和拓展。2010 年上海市共获得药物临床研究批文 33

个，其中一类新药 7 个；获得药物生产批文 16 个，获得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153 个，

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1602 个。上海市生物医药领域销售过亿元的创新产品达

到 55 个。市医保办在进行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中，积极支持上海市生物医药企

业研发创新产品的临床应用，将 10 种上海产创新药品纳入上海市 2010 年版医保药品目录。

市医保办还逐步规范使用国产和进口医疗器械产品的临床诊疗项目的医保收费标准，鼓

励患者使用国产医疗器械产品。

产学研合作力度不断加大。生物医药领域组织召开科技成果推荐及投融资洽谈会，

集中展示创新项目和产业优势，搭建科研机构、企业和资本方交流平台，加速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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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转化，并分别协助上海绿谷和中西医药公司召开重点产品的专题研讨会，使企业

和临床医务人员分享最新的临床研究成果，促进了产学研医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开了

产品的市场前景。

中小型科技企业上市步伐加快。2010 年，现代中药企业上海凯宝在创业板上市，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募集资金 10.4 亿元；医疗器械企业微创医疗在香港主板上市， 

IPO 募集资金 7.7 亿港元。

二、重点行业

（一）化学药物

“十一五”期间，上海已初步形成以制剂为主、配套原料药为辅的化学药物产业结构，

在缓控释制剂、脂质体制剂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头孢类抗生素、艾滋病药物已成

为上海化学制药领域的拳头产品。化学药物工业总产值从 2006 年的 162.2 亿元增至 2010

年的 271.6 亿元，年均增长 10.9%，占上海市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51.8%；实现利润从 11.5

亿元增至 33.3 亿元，年均增长 23.7%，占上海市医药工业的 46.1%。

2010 年，复星医药参股公司汉达药业收到美国 FDA 正式通知，其仿制的大品种缓释

喹硫平获得预批准（tentative approval），这是中国医药企业关联公司中第一个首仿获美国

食物及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产品。从 2008 年开始，汉达药业陆续向美国 FDA 递

交了对该药全部 5 个剂量的强仿申请，其中 4 个剂量是首仿，并在之后两年陆续提交了

补充资料。FDA 的预许可是基于汉达仿制药申请的资料符合美国 FDA 规定，而且该产品

的生产和测试设施符合 cGMP 规定。

（二）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是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中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在国内率先研发了干扰素、

白介素、EPO、GCSF 等基因工程产品，实现了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的产业化等。“十一五”

期间，生物制药行业快速增长，工业总产值从 2006 年的 27.2 亿元增至 2010 年的 67.6 亿

元，年均增长 20.0%；实现利润从 3.1 亿元增至 14.7 亿元，年均增长 36.5%。

2010 年，上海共成立了 23 个“上海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其中，包括 3 个生

物制药相关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别是“上海复星医药抗体药物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上

海抗体药物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纳米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以骨干创新型企业为依托，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各类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及相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战略层面上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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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中药

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规划建设，上海中医药得到长足发展，在中医药继承、创新、

现代化和国际化等方面居于全国前列。上海打造了“雷氏”、“龙虎”、“童涵春堂”等中

国驰名商标和品牌，涌现了珍菊降压片、麝香保心丸、痰热清注射液、银杏制剂、注射

用丹参多酚酸盐和扶正化淤胶囊（片）等拳头产品。“十一五”期间，中药工业总产值从

2006 年的 27.9 亿元增至 2010 年的 51.1 亿元，年均增长 12.9%。

（四）医疗器械

上海已成为我国医疗器械的重要研发和生产基地，并在数字化医疗影像设备、微创

介入器械和生物材料等多方面取得突破。“十一五”期间，医疗器械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从

2006 年的 52.9 亿元增至 2010 年的 103.5 亿元，年均增长 14.4%。

三、重点企业

（一）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营销网络最健全的医

药企业。2010 年，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4.11 亿元（未含托管的

抗生素业务），比上年增长 19.67%；实现营业利润 20.77 亿元、利润总额 21.73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8 亿元，分别增长 35.22%、36.32%、46.15%。医药

制造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80.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4%，毛利率达 51.4%。医药分销

与零售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90.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95%，毛利率达 8.6%。上海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荣获“2010 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的医药上市公司 10 强”称号，位

列“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 50 强”榜首，销售规模和盈利总额位居中国医药上市公

司第一。

1．上海医药集团成功实现重组上市

2010 年 3 月 9 日，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实集团）和上海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涉及沪港两地四家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历时 8 个月结束。重组资产涉

及 300 亿元、交易对价达 168.49 亿、总股本 20 亿股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名称、

新的证券代码复牌上市，成为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特征的 A 股市场医药板块中市值最大的

上市公司之一。年内，上海医药又启动了发行 H 股在香港上市的工作，以拓宽融资渠道，

搭建跨市场资本运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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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医药业务全面整合

2010 年，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围绕营销变革、研发转型、全国布局、内部重

组、优化管控、质量安全等内容，对公司业务进行全面整合。① 建设四大营销平台。推

进分销控股为主渠道的集中分销平台、政府公共事务的联动集中平台、大宗药材集中采

购平台、同类重点产品的集中营销平台建设。② 加快全国战略布局。初步形成华东区域、

华北区域和华南区域布局。③ 聚焦主业重组。提前一年落实重组承诺，抗生素以上海新

亚药业有限公司为平台重组进入新上海医药；年内基本完成内部 7 项小重组，涉及重组

资产 131 亿元、交易金额约 39 亿元。④ 优化管控模式。建立、健全新上海医药法人治

理结构和职能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包括新版质量手册、安全手册、财务管控等在内的

120 余项公司管理制度；启动公司资金集中管理。⑤ 加强质量、环保、安全等各方面的

风险管控。

3．研发与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0 年集团研发投入合计 2.85 亿元，约占本集团工业销售收入的 3.54%。年内成功

申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计划第三批项目 “研发体系产学研

技术联盟建设”（简称“产学研联盟”），并已签订任务合同书。集团在加强以中央研究院

为技术核心的研发体系建设的同时，广泛吸纳各种社会资源提升研发能力，目前已与中

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等建立了长期合作的药物研究联合实验室，分别在靶向抗肿瘤、高脂血症、糖

尿病、疼痛领域的 8 个新型靶点进行新药发现研究。报告期内，集团新增药品临床批文 5 个，

药品生产批文 3 个，有 15 个品种实现产业化上市，在研项目 199 项；集团申请发明专利

24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3 件。年内，集团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复旦

张江”）签订重大新药创制研发的战略合作协议，在未来６年内出资 1.8 亿元与复旦张江

共同进行四个药物品种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全面合作。

（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成立于 1994 年，1998 年 8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医药行业

处于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复星医药自 1998 年上市以来，11 年内净利润增长了近 11 倍，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7%。净资产、净利润均名列中国医药上市公司前列。

2010 年复星医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4.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14%；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4 亿元，其中经营性利润 3.47 亿元。公司经营性净利润的增长主

要源于核心医药制造和医药商业企业的业绩持续提升。

此外，公司已连续第三年向公众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司 2009 年度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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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报告在 471 家披露 2009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三、获“最

佳社会责任报告公众票选奖”，并蝉联“医药生物制品业 A 股上市公司最佳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 名单。

（三）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9 月，由上海医疗器械厂、中国医疗器

械工业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出资，总投资为 1300 万美元，是西门子公司在中国投资

的第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是上海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断层扫描

系统（CT），医用 X 射线设备和医用超声设备以及其他医疗器械的制造、开发、安装和服务，

是西门子公司在德国之外唯一一家 CT 生产厂家。2010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5 亿元。

四、产业布局

根据上海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规划的目标要求，结合各区县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空间，

以推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实现园区化集聚和规模化发展为导向，在浦东张江－周康、闵

行和徐汇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临床服务外包和产业基地，依托奉贤、金山、青浦相关工

业园区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形成以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特色明显的六大产业基地

为主体的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格局（见图 10-6）。

（一）浦东张江－周康研发核心区和产业基地

浦东张江－周康研发核心区和产业基地位于张江（含张江东区）生物医药基地和周

康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内，可用面积分别为 0.44 平方公里和 1.5 平方公里，共计 1.94 平方

公里。产业基地将重点发展生物制品、药物新制剂和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生产和

服务外包，形成具有国际水准、亚太一流的研发中心和创新产品制造基地。

（二）闵行研发和产业基地

闵行研发和产业基地位于闵行区经济开发区、紫竹科学园区、莘庄工业园区（向阳

工业园）和漕河泾开发区（浦江分部）内，可用面积分别为 0.2 平方公里、0.67 平方公里、

1.0 平方公里，共计 1.87 平方公里。产业基地将重点发展生物制品、药物制剂、医疗器械、

动物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制造。2010 年，入驻四个园区的企业共 7 家，包括上海兽医研究

所（国家动物医学研究中心）、上海国睿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组织工程中心）、申联

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基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科侨昌作物保护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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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上海吉尔多肽有限公司等，投资总额 5.73 亿元，新增产能和扩建项目 5 家，

投资总额 8260 万元。 

图 10-4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布局图

（三）徐汇临床外包服务和产业基地

徐汇临床外包服务和产业基地位于徐汇枫林生命科学园区和漕河泾开发区内。徐汇

枫林生命科学园区以中科院、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和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为核心区域，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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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制品和诊断试剂为重点开展生物技术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打造以创新为动力，

以临床研究为特色，以生命健康产业为核心，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级生命科学园区；漕

河泾开发区园区聚集了科华生物、上海聚科生物园等企业和机构，可用面积约 0.4 平方

公里。徐汇临床外包服务和产业基地将重点发展临床研究、服务外包（CRO）、技术服务，

以及生物制品、诊断试剂和医疗器械制造业，力争建成符合国际新药临床研究标准的示

范区和创新产品制造基地，成为国内生命科学研究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从 2009 年开

始徐汇区政府为生物医药提供了 4 亿元的发展资金，分别用于项目匹配和立项，2009 年

市科委、发改委立项的 6 个项目的资金已匹配到位，总额超过 2000 万元。2010 年共有 5

个新的立项，目前还在匹配之中。

（四）奉贤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奉贤产业基地位于奉贤经济开发区和星火工业园区内，可用面积分别为 2.55 平方公

里和 0.3 平方公里，共计 2.85 平方公里。产业基地将重点发展药物制剂、现代中药、生

物制品和高端化学原料药制造业。自上海星火开发区和上海奉贤经济开发区（上海奉贤

现代农业园区）被授予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来，招商情况良好，总共签约了 7 个项目，

总投资达 43.4 亿元。

（五）金山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金山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位于金山工业园区和金山第二工业区内，可用面积为 5.78 平

方公里。产业基地将重点发展高端化学原料药、药物制剂、医疗器械、医用包装材料制造业。

截至 2010 年末，共引进生物医药项目 15 个，投资规模 38 亿元，目前共有 6 个生物医药

项目在建，总投资 15.38 亿元。

（六）青浦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青浦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位于青浦工业园区内，可用面积约 3 平方公里。产业基地将

重点发展现代中药、药物制剂、保健品、医药包装材料制造业。2010 年 6 月，成立了总

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张江高新青浦分园，目前园区共有 7 家企业，产值 15 亿元左右。

五、推进措施

（一）进一步聚焦重大项目的实施

在《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09-2012 年）》和《关于促进上海生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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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的指导下，大力推进产业化项目落地并向产业园区集聚，

目前 6 大产业园区的落户量达到了 90% 以上，10 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有 8 个，分别是

上药集团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国药集团中国医药研究总院、上海生物制品所生产基地、

复星医药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和金山产业基地，以及中信国健、上海联影医疗科技、北

京悦康药业、康德莱医疗器械。继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建设，扶持了上海微创骨

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脊柱植入物的研发与产业化”等 46 项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的建设，

3 个生物医药相关企业获得“2010 年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11 家企业被列为“2010

年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二）加快推进产业集聚

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目标要求，各区县纷纷制

定配套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发展。2010 年，上海六大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保持了稳步快速的增长，其中，浦东新区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

达到 255.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占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比重超过 40%。推动了一

批产业化项目向园区集聚，产业化项目的落地以及外商的追加投资，在上海市已签约的

生物医药项目中，落在六个产业基地中的项目比例达到 92%。

（三）有效发挥区县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推进重大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加强特色产业园区的建设，引导项目按规划在产

业基地落实，奉贤区积极引进包括中国国药集团、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国内外著名企

业落地发展，已签约或正在洽谈生物医药领域产业项目 27 项，并积极培育阿波罗、德朗

能等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金山区以康德莱、复星医药等生物医药龙头企业为核

心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初步集聚。在市级层面上，做好统领区县招商引资的工作，

加强与发改委、市科委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

（四）进一步加大服务企业的力度

将企业的服务落到实处，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具体困难。帮助企业缩短在国家药审中

心审批的时间，目前中心已经达成了协议，开通了视频中心，同步解决企业在药品申报

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此外，积极落实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曙光计划、

领军人才计划、学科带头人等高端人才计划，推动生物医药领域产业和科技人才的集聚。

在申报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中，在上海市入选的 183 人，其中生物医药（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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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1 年和“十二五”展望

（一）“十二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将以面向需求、促进转化为重点，大力发展防治

重大疾病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高端化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加快突

破抗体药物、高端疫苗、微创器械、有源数字化大型诊疗设备、分子育种等关键技术，

加快生物医学工程产品产业化，努力提高医药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完善专业化特色空

间布局。2015 年，努力成为我国生物医药技术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确立在我国生物医

药产业的领先地位。

（二）2011 年重点

1．加快发展生物医药制造业

生物医药制造业在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需要立足于 2011 年面

临的发展环境，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目标要求，继续大力发展高端化学药物、生

物制品和现代中药，选择发展低污染、低能耗和高附加值配套原料药和医用材料，积极

推进医疗器械、诊断试剂产业发展。加快推进技术创新，重点培育提升在产业链前端的

药物发现、早期临床等环节的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做强营销服务环节，增强上海生物制

造企业的市场扩展能力，提升产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2．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服务业

适应生物医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国际性公司合作，承担新品定制生产和合作研发，

提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专业化、市场化的研发创新和制造加工管理等能力；一是打造与

国际标准接轨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用于药物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制剂开发和临床

样品制造等，提升生物医药服务业的水平；二是开展以药物设计合成、筛选、动物试验

为主的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建立服务外包（CRO）产业集群，进一步整合生物医药研发资源，

聚集业内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合作，打造服务外包（CRO）产业国际知名品牌；三是

利用生命科学的成果，发展个性化医疗，带动健康保险业、高端医疗服务等行业，逐步

形成上海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体系，提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争力。

3．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医药流通体系

建立高效、全方位医药流通体系是促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保障。发挥和利用

上海现有的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优势，协调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工商合作共赢

机制，提高上海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完善配送体系，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促进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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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发展。上海医药流通业发展重点是瞄准非处方药（OTC）市场、农村市场和社区

卫生服务等阵地，不断扩大网络，进一步完善市场流通体系。

4．大力支持重点企业发展

一是积极吸引和支持内外资企业发展，通过完善政府服务和土地、税收、市场等优

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来沪发展，支持在沪外资、民营等企业进一步发展。

二是加快推进国有大企业实现转型提升发展，推动和支持上海医药（集团）公司等国有

大企业加快资源整合和产品结构调整，不断提升市场营销能力和创新能力；完善药物生

产基地、物流基地和营销网络，推进新产品产业化、重大产品二次开发和药物制剂的国

际化。三是继续跟踪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关注若干有技术特色、机制灵活的高科

技中小企业的发展，重点扶持企业特色产品的生产。四是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聚焦

支持目前年服务外包收入超亿元的服务外包企业融入生物医药全球研发链。

5．市区联动促进产业向园区集聚

一是市区融合建立产学研相结合、优势互补的产业基地，将 6 个产业基地全部纳入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范畴，享受相关政策支持。市区联手建立项

目审批“便利通道”、跟踪联系制度，提供“一门式”便利服务。二是市区配合在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科技小巨人培育、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引进和培养、产品注册及临床

应用等方面，给予落户企业相应帮助。各产业基地相应制定鼓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

策举措，对进驻园区的企业给予土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对带项目、带资金、带团队

来园区创办企业的创业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经纪人才给予奖励；对技术改造、

节能减排给予项目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