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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高新区内目前集聚 2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实

现年产值 200 亿元以上，在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一批国

内国际领先成果。”近日，在兰州高新区的兰州国家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内，兰州高新区经科局副局长王雨告诉记

者，甘肃生物医药产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

进步。

在此前发布的 2023 年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

名中，兰州高新区的排名与前一年相比提升了 38 个名

次。这不仅是对兰州高新区多年来在生物医药产业领

域深耕细作的肯定，也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张亮眼成

绩单。

如今，兰州高新区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生物药品研发

领域最为活跃的园区之一。这里的生物药品不断从实

验室走到生产线，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首个、首发、首

创”药物频繁涌现，为兰州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注

入新动力。

促进企业合作

目前，兰州高新区围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兰州国

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兰州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

创新平台载体，集聚兰州积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积石药业”）、甘肃皓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皓天科技”）等领先的生物医药企业和研发检测机

构。这不仅促进了生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紧密

合作与协同发展，还提升了园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为兰州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近 日 ，记 者 走 进 积 石 药 业 宽 敞 整 洁 的 实 验 室 看

到 ，科 研 人 员 正 在 开 展 药 物 研 发 ，仪 器 设 备 在 高 效

运转。

“ 司 美 格 鲁 肽 注 射 剂 是 新 型 长 效 GLP-1 受 体 激

动剂。它已成为全球最热门的治疗 2 型糖尿病、肥胖

症、非酒精性肝炎、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药物，尤

其在帮助患者减轻体重方面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积石药业常务副总经理王宇恩说，目前公司已在兰

州高新区的兰州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一期，建立

了占地约 1100 平方米的技术转移中心，顺利完成了

该成果的技术转移。

积石药业首席科学家刘大学告诉记者，2020 年，公

司团队依托兰州高新区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将深圳母

公司 GLP-1 类药物的中试和生产环节从深圳迁到兰

州。“在兰州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三期，公司正在建

设两个总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原料药车间及两个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制剂车

间。车间在获得生产批件并全面达产后，将具备年产

数百公斤高价值原料药及 2000 万支高端注射剂的能

力。”刘大学说。

皓天科技成立于 2009 年，专注于生物医药功能分

子开发。“公司落地于此，主要看中了这里的产业集群

效应和人才吸引力。”皓天研究院副院长邓月婷告诉记

者，企业集聚更有利于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长远发

展。“我们正在进行司美格鲁肽药物中一项辅料 snack

的申报工作，期待未来能成为积石药业的供应商。”邓

月婷说。

技术创新为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竞争力。兰州

高新区生物医药企业与研发机构紧密合作、携手并进，

推动生物药产业加速发展。

提供优质服务

近年来，兰州高新区持续优化服务，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为生物医药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兰州国家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作为高新区生物医药企业的主要聚集地，其

打造的创新服务模式是兰州高新区强化生物医药企业

服务保障的一个缩影。

从企业确定入驻意向到完成证照办理，再到正式入驻，这

一过程在兰州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仅需不到7个工作日。

“我们要当好企业的‘管家’和‘服务员’，为企业解

决后顾之忧。”兰州高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李佩儒告诉记者，他们要成为企业的坚实后盾，确

保企业能专注于技术创新。

此外，兰州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在提升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方面下功夫，全方位满足生物医药企业需求。

目前，基地核心区聚焦生物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

化，重点发展生物技术药物、现代中（藏）药、生物医学工

程等产业，建成集科技研发、中试实验、孵化培育、产业

化生产和技术会展为一体的综合性生物产业孵化集聚

区。“这里配备医学检验、科研研发、中试实验、专家公

寓、会议中心、企业展厅等功能设施，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李佩儒说。

“我们为每一家入驻企业都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

员，负责对接物业需求。此外，我们还积极整合科研院

所与金融机构的资源，为园区企业提供科技金融服务。”

基地工作人员李慧说。

入职几年来，李慧已经成为一名“服务能手”。在定

期举行的企业沙龙等活动中总能看见她的身影。“通过参

与企业活动，与企业保持联系，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

们的服务如何精准发力，以满足企业实际需求。”李慧说。

改善创新生态

“兰州高新区自 1991 年获批建设以来，历经三十多

年的发展，已逐步构建起‘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大

企业带动、大项目支撑’的产业体系。得益于我们打造

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如今，这里成为了众多生物

医药企业创新转型的首选之地。”王雨表示。

兰 州 高 新 区 兰 州 国 家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基 地 、物 流

园、批签发中心等配套载体与区域产业、技术优势紧

密融合，为产业集群化发展奠定基础。围绕生物医

药龙头企业，高新区培育了一批技术精、质量高的中

小企业，构建起大中小企业协同合作、互利共赢的发

展格局。

依托优质的营商环境，兰州高新区精心谋划企业成

长路径，以良好科创生态激发创新活力。2021 年，兰州

高新区成功引进生物医药产业类项目 7 个，投资总额

62.4 亿元。目前，高新区在建生物医药类项目总投资达

90.2 亿元。总投资 55 亿元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西北）

健康科技产业园项目已经在兰州高新区破土开工，这也

是国药集团在国内建设的最大产业园区项目。2022年，

兰州高新区的生物医药特色基地荣获“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称号，成为甘肃省在生物医药领域唯一

获此殊荣的基地。

兰州高新区良好的创新生态使一批科研成果持续

产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成为目前全球唯一针对细菌性

肺炎的疫苗；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元

胡止痛滴丸与甘肃奇正藏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消痛贴膏，

分别成为最具地方特色的中（藏）药品牌产品和“中国驰

名商标”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6 月 24 日，兰州高新区的中国农

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担纲完成的“猪用重组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

灭活疫苗的创制与应用”，荣获 2023 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

如今，兰州高新区各项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一

批批生物医药企业在这里成长壮大。王雨告诉记者，未

来，兰州高新区将继续把生物医药产业置于优先发展位

置，深化产学研合作，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让

创新活力持续涌动。

兰州高新区为生物医药产业注入向“新”力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王婧聪 记者江耘）7 月 9 日，浙江嘉兴南湖高

新区（嘉兴科技城）举行人工智能产业带规划发布会。根据规划，南湖高

新区将依托当地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三大主要产业，以“AI+智能硬件”

为主导、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主要方向，实现底层硬件到顶层应用全面覆

盖，构建全方位人工智能生态圈。

嘉兴南湖高新区（嘉兴科技城）是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在人工智能

领域，其集聚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中科应用技术研究院等科创

载体，以及浙江凯乐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泰格数据管理有限公

司等优质企业。

发布会现场，嘉兴南湖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江军表示，

高新区将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策略，根据先导推进区、立即启动区、

近期实施区、远期规划区四区的布局，高规格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带。

其中，先导推进区将依托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中科应用技术

研究院与嘉兴软件园，围绕智能驾驶、AI制药、智能硬件、低空经济、虚拟

现实等产业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与企业招引。

此外，根据规划，南湖高新区计划用 5年时间打造长三角人工智能垂

直应用领域示范区。这一示范区包括 AI“学智之芯”学研产转化区、“赋

智之园”产业转型升级区、“数智之门”产业加速示范区和“汇智之环”技术

孵化创新区四大片区，形成“人—城—产—园”四位一体的创造性制造业

综合体园区。

浙江嘉兴南湖高新区

构建全方位人工智能生态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7 月 10 日，2024 明月湖·π全球创新大会人

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发展论坛在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举行。会上，重庆市

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授牌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为“算力产业园”。

自 2018年成立以来，两江协同创新区已聚集以通用人工智能、web3、

软硬协同泛智能、卫星互联网、金融科技、新模式新业态为主的六大产业，

注册数字经济企业 47家，其中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占比达 62%。

据了解，产业园将通过重点强化算力资源统筹供给、推动公共数据要

素融合应用、搭建人工智能大模型评测与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构建以算力

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助力产业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明月湖建设领导小组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园将加快实施“明

月湖π·算力矩阵”行动，统一协调全市算力与网络资源，探索建设省级新

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推动区域算力归集与互联互通。“明月湖π·算力矩

阵”行动是西部首个行业跨云跨网跨算力的共享计划，致力于为企业和创

新主体提供平台和服务支撑，使其轻松获取所需算力资源。

目前，产业园已建设多个使能平台，包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共享服务

平台、算力互联互通调度平台、数字资产流通服务平台、数据融合“训练

仓”平台等。以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共享服务平台为例，该平台为明月湖中

小企业提供不低于 500PFLOPS（算力单位）免费算力资源池。

在加强算力、数据、技术等要素保障的同时，产业园还将为企业提供数

字金融风险评估服务、App合规检测服务、公共数据要素保障服务等合规保

障服务，并通过创新包容的监管制度、完善的产业生态以及政策引导和金

融支持，吸引数字科技企业落地发展，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

获“算力产业园”授牌

科技日报讯（记者罗云鹏）记者 7月 12日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获悉，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支持科技创新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科技创新办法》）日前发布。根据《科技创新办法》，在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合作区”）实际经营的科技创新企业，包

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领域符合条件

的单个企业或机构，每年最高可获 2000万元支持。

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至 5 月，前海合作区规上科技服务业营收

同比增长 21.6%，前十强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增长 50.9%，产业发展态势

良好，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创新办法》将从促进深港澳创新要素跨境融通、培育深港澳合

作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等

四个方面，支持前海合作区企业与港澳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合作，支持港

资及外资企业开展科研活动，支持高成长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全链条支

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等。

其中，与港澳高校、研发中心联合组建实验室和创新中心的企业，每

年可获得最高 500 万元的支持；对新型研发机构，按照其研发投入的 20%

比例，提供最高 1000万元的支持；对在港澳设立的实验室、创新中心的机

构，将给予一次性 100万元以上奖励；由港澳及外国投资者设立的研究开

发和实验发展的机构，有望获得最高 100万元的支持。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说，前海合作区目前正争创国家级

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打造国际

科技服务业新高地，推动前海合作区科技服务业实现超常规、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发布科技创新办法

近日，海知见信息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北京智立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等企业的高精尖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北

京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截至 6 月

底，园区已聚集超 220 家企业。其中，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70 家，专精特新企

业 4 家，园区产业初具规模，产业生态相

得益彰，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竞争力与吸

引力显著提升。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将建设国

际一流的‘文化+科技’新地标和数字经

济新高地，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

力的创新发展生态，推进高精尖产业向

南中轴地区集聚发展，按下推动地区功

能重塑、产业升级和品质提升的‘加速键’。”

南中轴（北京）国际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闫福说。

抢抓发展机遇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发展成熟

之后，将成为一个年产值超过百亿元的

产业新地标、引领首都南部地区发展的

新引擎。”闫福表示。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瞄准以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主导、元宇宙为特色的产

业定位，按照“龙头引领、产业先行”思路

推进招商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2023

年底，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落地企业

150家。2024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园区落

地 企 业 分 别 累 计 达 到 180 家 和 220 多

家。目前，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已集

聚墨宇宙（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汉

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南中轴开元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初步构建起元宇宙产

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日益突显。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元宇宙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相对集中，便于企业间

的沟通交流及项目合作。”园区入驻企业

北京大恒炫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骆萧萧说。

此外，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抢占

国内元宇宙产业发展先机，围绕元宇宙

相关硬件产业、内容产业和重点支撑技

术三大方向构建元宇宙生态基地，不断

完善产业生态。2021年 12月，“南中轴元

宇宙产业基地”揭牌；2024年 3月，南中轴

国际文化科技园“元宇宙大厦”揭牌；同

期南中轴元宇宙产业服务平台启动建

设，打造数字人仿生构建、动作捕捉、XR

虚拟拍摄等系统，服务元宇宙企业发展，

构筑未来竞争新优势。

建设特色园区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正积极引

进更多文化类企业和机构入驻。其中，

空 中 花 园 艺 术 馆 已 签 约 ，即 将 启 动 建

设。”7月 10日，南中轴（北京）国际文化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芬告诉记

者。何芬介绍，空中花园艺术馆将携手

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致力于推

动发展现当代艺术，通过跨文化、跨媒介

的艺术创新，为南中轴地区打造兼具人

文、美学与科技气息的文化艺术空间。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是北京南中

轴首个城市更新产业综合体。“园区总建

筑面积19.5万平方米，可以提供大约10万

平方米的办公空间、近 3万平方米产业服

务配套，以及近 500套人才公寓。”闫福介

绍，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入选首批中关

村特色产业园，最近还签约了北京环球优

路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升联合

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吉诺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等企业的优质项目。

“作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的重

要配套设施，人才公寓项目的总建筑面

积约 1.9万平方米。项目于 5月中旬开始

试运行，广受入驻企业好评。”何芬说。

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如今，一个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元宇宙为特色

且“文化+科技”高度融合的创新园区正

逐步形成。

北京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

打造科技文化融合发展新地标

图为北京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 何芬摄

在兰州高新区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在兰州高新区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药品生产线上忙碌工作人员正在药品生产线上忙碌。。曾文溪曾文溪摄摄

图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