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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JIAN SHE QUAN GUO KE JI CHUANG XIN ZHONG XIN

2014年，中央赋予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新城市

战略定位，北京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和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大战略，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适应和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技创新对首都发展的贡献不断

提高，全面创新改革取得新突破，向着率先形成创新

驱动发展格局迈出了坚实步伐。

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创新性强、附加值高、从业人

员素质高、低能耗、低水耗等特点，是典型的“高精尖”

产业，与北京丰富的科技、教育、人才、临床资源紧密

相符，符合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

在北京市科委推动下，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效益显著，

销售利润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作为科技创新的

一个重要支撑，必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跨越发展工程”：助力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

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赋予

北京的新定位。北京拥有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资

源，有义务主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产业竞争。在这

种情况下，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应走向何方？答案是明

确的。2010年以前，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连

续多年维持在 300 多亿，正基于此，我们认为创新应

该做点事情，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说。

2010 年，北京市科委联合市经信委、市投促局及

中关村管委会启动了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

程（G20），制定了“三个一批”重点支持对象的标准，

即支持一批规模企业进一步壮大，培育一批潜力创新

企业快速成长，引进一批优秀企业进京发展。几年来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实现了产业规模两年翻一番，

实现了千亿规模的跨越发展。

同时，北京市科委积极组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认定工作，聚焦产业支撑平台的

建设，推动了以中国生物技术创新服务联盟（ABO）

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服务联盟迅速发展，搭建 6大

CRO 公共服务平台，北京生物医药服务业成为北京

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

下一步，北京市科委将继续推动实施北京生物医

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并在全国科技中心建设的新任

务下，担当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引领者。

第一，加强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开放合作。生物

医药产业是一个“大行当”，涉及预防、诊断、治疗、康

复等全过程。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主导，加大与其他优

势行业，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跨界合作，将有可

能是实现突破性创新的源头。

第二，用好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生物医药

领域的技术进步多来自于临床新需求引起的方法学

的突破，北京是全球临床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生物医药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北京地区特有的各类资

源优势，在生物医药领域内展开产、学、研、用的深入

合作，形成创新共同体。

第三，企业要积极为生物医药产业的标准化争取

话语权。当前，随着“跨界融合”的发展、方法学的不

断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生物医药产业诞生了很多新型

业态，有大批尚待制定的标准。北京的部分企业已经

有能力、有意愿在行业标准中取得话语权。希望北京

企业能够主动参与标准的制定。当前，按照全国创新

中心的要求，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要坚持

做下去，各级政府部门将在平台技术、“首发”产品等

方面予以重点关注，希望企业面向未来多做谋划，互

相支持进步。

产业园区：区域集聚特色鲜明

一、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2006 年纳入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升级为国家级生物医药园区。2010

年，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了行政资源整

合，医药基地成为了新区“一区六园”之一，在政策、布

局、项目等方面同时拥有“中关村”和“北京亦庄”两大

平台优势。医药基地是北京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是国

家和北京市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是国家和北京市高

精尖产业的承载地，承担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做强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历史使命。

目前，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企业数量已达 350

余家，包括华润、同仁堂、以岭药业、费森尤斯等一批

中外生物医药知名企业，引进项目投资超过 500 亿

元，形成了“1+4+2”的特色产业格局。其中，“1”是指

依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

国中医科学院，形成医药研发及检验机构板块；“4”是

指四大主题板块，分别为生物制药板块、现代中药板

块、创新化药板块、医疗器械板块；“2”是指保健品产

业和动物疫苗及动物用药两个拓展板块。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紧紧抓住新区京津冀协

同一体化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重大机遇，以

药物研发生产过程及相关服务支撑，致力于搭建全产

业链服务平台，服务于研发孵化、药证审批、高端制

造、市场流通和健康服务。依托优势企业和专业团队

搭建了中药质量控制平台、抗感染药物平台、现代中

药中试平台、中药质控平台、基因工程制药研制平台、

创新中药孵化及产业化平台、医疗器械样机检验及代

工平台等一批专业平台，具备分析检测、筛选、中试、

信息咨询等服务能力。依托“中关村”和“北京亦庄”

两大平台，继续贯彻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战略，重点引

进总部办公、销售结算、创新研发、高端制造等符合首

都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产业项目，实现向全产业链联

动、高端特色突出、产业形态多元的“大健康”产业聚

集区升级，推动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

二、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生命科学研究、生物技术和

生物医药相关领域研发创新为主的高科技专业园

区。建设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是北京市委、市政府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批复》精神，

发展首都知识经济，调整北京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的重大举措。

（一）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

包括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

东；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家贺福

初；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生物物理学专家程京

等院士。同时园区聚集了国家“千人计划”学者 23

人，北京市“海聚”计划人才 59人，中关村“高聚”计划

人才 6人，50%以上从业人员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二）形成了一批国家级研究中心：

1.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以改革试

点的模式，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运行机制，以一流

科学家集体为基础，组建的国际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机

构，研究所主要任务是进行原创性研究。北生所吸引

和培养了一批包括王晓东、邓兴旺等在内的优秀青年

科学家，产出了一批国际顶尖的科研成果，培育了多

个可与产业对接的创新项目。目前，北生所已崛起为

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新地标”，大大提升了我国

和北京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地位，为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国家蛋白质科学基础设施北京基地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基地（凤凰工程）系统

整合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形成集蛋白质

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成果转化为一体的蛋白质组

科学重镇，是迄今我国生命科学领域投资最大、规模

最大的国家级大科学工程。2015 年度《自然》会议于

2015年 10月 14日在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基地

成功举办，标志着“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基地”正

式启用。中心的正式启用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

要成果，是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

坚实基础，也是中关村科技园区为首都经济转型升级

和稳增长的助推器。

3.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中心

集人类遗传资源保藏、共享服务、开发利用、人才

培养为一体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基地，在资源规模、

类型及遗传多样性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以清华大学为依托，致力于为生命科学与集成医

疗（包括预测、预防和个体化医疗）领域开发和提供创

新性技术产品和服务。

科技金融：不断构建良好的产
业生态环境

金融是产业的血液，为促进生物医药领域科技与

金融融合，营造稳定的融资环境，针对北京生物医药

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北京市科委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

产业金融服务链，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

启动生物医药科技金融服务试点。2015年，北京

市科委联合人民银行营管部、中关村管委、市金融工

作局和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银行、信托、券商、创

投、保险等 15 家金融机构，共同成立了“北京市科技

金融专业委员会”，明确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试点领

域，开展以“促进生物医药企业融资模式创新”为主题

的专项活动；促进、指导加大金融机构对于生物医药

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力度，促使北京银行、浦发银行、渣

打银行、杭州银行、邮储银行共同研究生物医药企业

的融资特点，开发适合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金融产

品，探索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的运作模式。

搭建生物医药企业“金融桥”。集政策、产品、信

息等综合性金融服务于一体，北京市科委与 30 家商

业银行、3 家担保公司、17 家投资机构建立了合作伙

伴关系，开展线上线下、申请对接、政策咨询、金融培

训等全方位的增值服务，成为北京生物医药企业与金

融、投资机构资源对接的有效载体。通过网页、热线

电话、微媒体方式面向生物医药企业，发布中银创业

快捷、科技快速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金融产品信息，

构建了融资日常交流圈，推动解决了企业贷款融资、

中小创基金项目申报、产品注册申报等问题。

组织开展金融服务活动。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

融资热点，北京市科委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服务活

动。一是举办中国科技创业人才投融资集训营（京津

冀·生物医药专场），组织晨兴创投、金沙江创投、联想

之星、高特佳投资、北京红马亚洲基金、崇德弘信等投

资机构合伙人为 46 家企业进行了路演指导，并推荐

14家优秀企业与 88位投资人对接。二是联合中国银

行北京分行、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中关村

新兴科技服务业产业联盟和清华科技园，举办“助力

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宣讲会”，共吸引北京地区 100 余

家企业、200 多名总经理、财务主管等企业高管参加。

三是举办第四期“G20 工程高级研讨班”开展企业挂

牌新三板辅导，推动企业有效利用金融资本实现健康

快速发展。

现代中医药产业：引领生物医
药产业绿色发展的瑰宝

中医药不仅是独特的卫生资源，也是潜力巨大的

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

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家一直重视中药资源的保护

和发展。今年 4月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编制的《中药

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 年）》（以下简称规

划）。为此，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结

合北京中药领域基础研究的学术优势、药用植物种植

的技术优势，以及北京市场的中药材需求，依托天津、

河北地区的土地资源优势，借助京津冀一体化政策、

资源共享，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设良种繁育基地、优质中药材种植基地。

以提升药材品质、提高药农收入为目标，规范中药材

种质和种子种苗管理，以标准化种植示范园为龙头，

优化中药材种苗质量和品种结构，培育道地药材知名

品牌，积极推动中药材标准化基地建设，形成以天津、

河北为中心，带动京津冀地区中药产业绿色发展的中

药材生产体系，培育“智慧药材种植业”。

二是建设规范化中药饮片生产基地。整合和规

范京津冀地区内中药饮片生产资源，建立和完善饮片

加工技术标准和中药饮片标准，鼓励开展 GMP认证，

培育中药饮片企业集群和饮片生产大型企业集团，鼓

励饮片企业品牌化发展，引导饮片加工企业向精细

化、差异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三是推动中药商贸仓储物流转型升级。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整合京津冀地区优势资源，加强标准化

和信息化建设，引入第三方质量检测、质量流通追溯

体系、电子商务、标准化仓储质单等新技术，创新交易

流通模式，实现中药商贸物流转型升级。

四是培育有竞争力的中成药产品体系。加大京

津冀地区的大型医药企业如：北京同仁堂、天士力、以

岭药业等与区域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医院的

合作，提高中药产业链的科技研发能力，不断研发中

成药新产品，提升中医药产品附加值，形成创新性强、

有竞争力的中成药研发和生产体系。

五是鼓励中药保健产品的多元开发。大健康产

业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产业，已成为“健康

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机遇，加大与保健品、休闲食品企业、酒业、日用化工

业、饮料业开展知识、技术、资本、营销渠道等方面合

作，开发市场需求较大的中药保健产品，做大中药保

健品市场规模。

六是加快发展中药文化休闲养生产业。依托京

津冀地区的中医药的产业基础和历史文化根源，整合

中医药特色资源，营造中医药文化产业氛围，以北京

周边地区为核心，辐射天津和河北，发展中药休闲养

生产业，建设国家级中医医疗康复中心，推介中医药

文化风情的休闲度假旅游活动。

北京中药重磅产品以同仁堂的牛黄清心丸、大活

络丸、安宫牛黄丸、六味地黄丸等十大名牌传统产品

为主，近年来其冬虫夏草保健品异军突起，迅猛增长；

北大维信血脂康胶囊属于现代中药产品，保持较好的

市场份额；同时，G20 工程的启动带动了一批国内中

药行业领军企业亿元重磅品种项目开工建设：北京以

岭药业从河北总部直接转移亿元品种“参松养心胶

囊”和“连花清瘟颗粒”在京投产，参松养心胶囊已经

成为北京最大的中药单品种；扬子江海燕药业的苏黄

止咳胶囊销售收入也达 3.6亿元。此外，广东康美、河

北神威、湖南天圣、山西振东、甘肃奇正藏药等国内外

优秀中药企业，纷纷在京新增和加大投资，成为支撑

北京中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端医疗器械：未来生物医药
领域市场的广阔蓝海

以医疗电子为核心的医疗器械整合创新，规模呈

现快速增长势头。医疗电子行业将成为多种行业交

叉融合的新业态，其发展方向将从监测向治疗转型，

提升科技创新含量，并与下游云医疗产业链结合，实

现二三产融合发展。全球可穿戴市场规模未来两到

三年有望成长为 300 亿—500 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中

国可穿戴市场也将迎来爆发性增长。其发展重点是

传感终端，特点是小型化、低功耗化、模块化和集成

化，包括以健康人群数据收集为中心的心率测量仪、

血氧饱和度测量仪、传感器和加速度计，以及以病人

数据收集为中心的起搏器、体温计、心电仪和加速度

计等。互联网巨头也开始向医疗健康行业进军，谷

歌、苹果、IBM、百度、阿里、腾讯等都开始关注健康大

数据处理，加速布局可穿戴医疗设备等领域。

借助国际交流平台 助力产业
发展

10月 21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办，北京

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承办的第十九届北

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

北京国际生物医药论坛始于 1997 年，至今已举

办十九届，共邀请到 700 多位海内外生物医药领域的

权威专家、学者到会演讲，参会企业涵盖了医药跨国

公司前 20 强及 300 余家国内医药企业，举办了 180

余场互动性很强的专业交流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桑国卫院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

迪院士、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美国药典委

员会主任、前 FDA 副局长 Roger Williams 先生等一

批国内外知名人士都曾作为论坛演讲嘉宾与产业人

士面对面地交流，在国内外生物医药行业中产生了

广泛影响，引领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已

成为海外学者与国内生物医药界相互沟通、交流的重

要渠道。

本次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三百余位国家政要、

专家学者、企业高管汇聚一堂，共同探讨生物医药产

业在新态势、新要求下的发展战略，共同分享生命医

药领域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重大成果，共同

商论新时期科技北京建设的发展方向，并围绕“北京

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京津冀中药种质资源

保护推动中药产业绿色发展”“疫苗与生物大分子制

剂研发”“中日养老与看护产业的商机与合作”“基于

临床需求与移动医疗的重大疾病防治”“中韩生物医

药合作交流”等召开专题研讨会。

《启航 2015：北京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报告》发布

《启航 2015：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为年

度出版物，此前已正式出版十六期，是国内第一本专

注于区域产业发展的报告，旨在重点跟踪和研究国

内外尤其是北京地区生物医药产业进展、趋势和热

点，以此为业内人士以及有意向了解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情况的各界人士提供一本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的工具书。

《启航 2015：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论述了

2014—2015 年全球、中国、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最新

进展和趋势，重点分析了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

状和未来趋势，归纳了北京生物医药产业作为科技创

新中心的支撑作用，讨论了在新环境下产业发展的热

点话题，如精准医疗、药价改革及招标采购、药品器械

神评审批、“互联网+医疗”等；并且收录了北京及全

国生物医药的统计数据、重点疾病领域的前沿技术和

产品、产业监管政策等信息。

创新发展中的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的北京生物医药产业
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

①第十九届北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开幕
②第十九届北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之第一届信

息菌素类药物研究与应用国际研讨会嘉宾合影
③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基地（凤凰工程）
④启航2015：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景鸟瞰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