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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坐拥全国近半生物医药相关企业

加强优势互补，培育创新型企业
解放日报记者 连俊翔

长三角无疑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
高地，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国
内共有 3368 家与生物技术、 制药相关
的企业，接近一半都位于长三角。 2021
年，长三角新增 100 家生物医药相关企
业，同比增加 16.28%，占全国同年新增
企业数量的 59.52%。 那么，占据全国生
物医药近半壁江山的长三角地区，其生
物医药产业的版图有何特点？

上海“一骑绝尘”
从城市来看，上海的生物医药企业

数量远超其他城市，在长三角同类企业
中占比最多，达到 40.43%。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
业之一 ， 近年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
2021 年，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
7617 亿元， 比 2019 年增长了 98.72%。
今年在疫情影响下，前三季度产业规模
仍达到 6166 亿元，同比增长 4.6%。上海
生物医药目前已形成“1+5+X”的特色
产业布局， 张江聚集了超 1400 家生物

医药创新主体，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有 1/3 将研发中心布局于此；上海培育
的一类新药上市数量占全国的 1/3，拥
有在研药物品种超过 600 个，其中在研
一类新药占比更是超过 50%。

企业数仅次于上海的是江苏。 其
中，苏州、南京相关企业数量较多。 尤其
是苏州，充分利用张江的产业“溢出效
应”， 该市工业园区已聚集生物医药企
业超 2000 家，2021 年实现产值 1000 多
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正成为苏州的“一
号产业”。

中游制造板块更受青睐
从结构上看，长三角的生物医药产

业还存在很大发展空间。
生物医药产业链大体可分为上游、

中游与下游，上游包含独立医学实验室
与医药外包服务（主要为专业化研发服
务， 提供生产药品所需技术工艺开发、
原料药及中间体的生产、制剂生产等），
中游为生物医药制造、 医疗器械生产、
疫苗等治疗技术等，而下游则是包含医
疗机构、医药零售、智能化信息化服务
等。 而如果仔细分析长三角生物医药企

业的类型，可以发现，产业链中游为长
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重点，超过八成的企
业集中在制药、器械、技术等方面。 而产
业下游的医药服务占比较大，其中涉及
医疗专科服务的企业占比近 80%。

从融资情况来看，近 5 年来，资本
市场也更青睐于中游的制造板块。 在融
资次数和融资总额上，制药企业都远超
其他领域， 历年新增企业数量始终领
先，平均每年新增 82 家企业，融资中位
数在 2020 年达到 9.7 亿元。从各公司制
药研究方向来看，肿瘤是重点，其次是
遗传病和慢性疾病。

同样处于中游的生物技术，近两年
发展指数也有所提高。 其中，细胞技术
是细分领域的黑马，2020 年发展指数进
入前十，融资中位数达到 3.5 亿元，2021
年融资中位数再次提高， 达到 4.67 亿
元。

产业升级需协同并进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产业链上游的

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这几年愈发受到重
视，融资中位数位列前茅。 这也说明，长
三角生物医药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

位置正逐步升级。
不过，原创性研发，仍是长三角生

物医药产业链中较薄弱的一块。 随着各
地对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视程度日益提
升，如何高质量、一体化“竞合”，而不是
重复性、同质化建设，日益成为一个课
题。 从三省一市的产业现状而言，上海
在人才、科研院所与研发机构、大实验
装置、临床资源、创新平台、国际联系等
创新链环节具有显著优势；江苏具有全
国最强的制造业优势，麾下苏州、南京、
泰州、连云港等各地皆有布局、各有优
势；浙江则有生产与数字经济耦合的优
势明显，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
融合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安徽中医药产
业优势明显，还拥有全国最大的药品区
域销售中心，腹地和潜力深厚。

从区域型产业集群到世界级产业
集群，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仍有不少路
要走，其重中之重在于加强基础研究与
源头创新的优势互补、协同有序的产业
创新，群策群力，联手共进，构建长三角
区域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培育本土创新
型领军企业，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
链中的地位。

瞰淮北：
“凤”栖湿地正旖旎

初冬时节， 淮北市濉溪县凤
栖湖湿地公园里，国槐、梧桐等树
木傲然挺立， 描绘出属于这个季
节的五彩斑斓。 近年来，当地以维
护、 恢复和重建凤栖湖湿地生态
系统为重点， 以乡村野趣、 原生
态、自然为主题，对原有的鱼塘、
堤坝、河道、道路进行改造，打造
省级湿地公园， 实现湿地原生态
功能。 图为航拍风光旖旎的凤栖
湖湿地公园。

新华网 发 王圆圆 摄

长三角科技创新券苏州全域贯通
苏州日报记者 陆晓华 见习记者 葛皓珺

11 月 24 日，2023“沪苏荟”长三角
科技创新券合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沪
苏两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技术转移
机构、 技术经纪机构等的代表齐聚一
堂，以“沪苏科技资源共享、促进产业协
同发展”为主题，共同见证长三角科技
创新券在苏州市全域贯通，进一步深化
与推进两地科技资源共享合作。

上海市科委研发基地建设与管理
处处长毕聪表示，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苏州是与上海距离最短 、 合作最多 、
GDP 体量最接近的城市。 长三角科技
创新券在苏州市全域贯通，标志着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科技创新资源
一体化发展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站
在沪苏科技资源共享合作的新起点上，
期待上海和苏州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
同体、长三角科技创新券等跨区域科技

资源共享建设中，起到牵头、示范和引
领作用，借力区域共享资源、服务、政策
等东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实现多领域
深层次合作，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顾万勇表示，
在 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苏州
首次与上海合并成为一个科技集群，整
体排名全球第六位，今年更是首次跻身
前五，显示出上海和苏州的科技合作愈
加紧密。 苏州市科技创新券服务平台实
现了科技创新券线上申领、使用、兑付
全链条闭环服务，是全国首个全流程线
上科技服务平台。将以苏州市全域贯通
长三角科技创新券的启动为契机，持续
深化沪苏科创资源互动协同，加强对接
沪苏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要素，实现两地
研发资源有序流动，推动大型科研仪器
设施、优质服务机构等科技资源服务两
地产业发展。

会上，苏州市全域贯通长三角科技
创新券正式启动，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
措打破区域壁垒，实现企业异地购买资

源，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的研
发成本，唤醒“沉睡”的科技资源，成倍
放大公共科技投入的效能，实现政、产、
学、研、金、社等所有创新相关者融合受
益。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
心与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全面
支持苏州市科技创新券政策实施的协
议》， 双方将加强沪苏两地科技创新券
政策衔接与服务协同，共同开展跨区域
科技创新券工作，推动科技创新券效能
提升。在专题报告环节，双方就《长三角
科技创新券政策》《苏州市科技创新券
政策》向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解读。

当天还举行了 2023“沪苏荟”走进
上海交通大学专场活动，参观了上海交
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研究设施， 通过 “实地参观+专家讲
座+交流研讨”组合活动模式，促进科技
创新资源的深入对接合作。

据了解，早在 10 年前，苏州市科技
局就启动了苏州市研发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建设。2022 年 12 月，苏州市政府办
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券
发展实施意见》， 苏州市科技局以此为
契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今年以
来，围绕“流程再造”，整合原有的苏州
市研发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苏州市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苏州市科技金融生态圈
平台， 建设苏州市科技创新券服务平
台，探索科技创新券共享全流程线上闭
环服务。

苏州市科技创新券服务平台于今
年 7 月 5 日上线试运行， 其便捷性、智
能化受到了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的普
遍欢迎。 截至目前，平台入驻服务机构
3780 家，科研仪器 5.85 万台（套）。 平台
将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企业
和科技服务机构获得感， 目标到 2025
年底，平台研发资源共享服务模块力争
集聚科技服务机构 5000 家以上， 累计
服务企业超 10000 家次，为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贡献更多平台力量。

长三角中医药健康旅游协作机制在泰州启动
新华日报讯 长三角中医药健康

旅游协作机制成立大会暨长三角中医
药健康旅游发展研讨会 11 月 22 日在
泰州举行。

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建的中医药健
康旅游协作机制启动后，将遴选一批有

条件、有基础、有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旅
游机构，推出更多具有区域特色的中医
药健康旅游产品、服务、线路、品牌，让
中医药传统文化与旅游领域的发展成
果更多惠及广大公众，助力长三角文旅
融合一体化发展、品质化提升。

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朱岷表示，长三角地区是中医
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拥有较强的中医
药服务能力和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
建立长三角中医药健康旅游协作机制，
将充分发挥三省一市区域互联、资源融

通的优势，充分交流、共同探讨中医药
健康旅游产业合作路径、 创新路径、发
展路径，努力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时代范本和长三角实践经验，让古老
的中医药文化焕发蓬勃活力，造福长三
角地区群众。 （记者 仲崇山）

扛起弘扬长江文化大旗

长江文化节入选“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案例”
苏州日报讯 日前， 第四届长三角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开幕， 开幕式上发
布了首批 100 个 “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
案例”，“长江文化节扛起弘扬长江文化
大旗”案例成功入选。

据了解，“首批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
案例”评选活动由江苏省、上海市、浙江
省、 安徽省共同组织开展， 最终评出的
100 个典型案例不仅有着深厚的人文底
蕴， 还具备突出的综合效益， 带动了就
业、消费、民生等多领域联动发展，形成
了人文经济标志性成果和普遍性经验，
有很强的示范和推广价值。

2004 年以来，张家港市连续 20 年举
办长江文化节， 搭起长江文化交流、保

护、传承的舞台，全方位展示长江沿线精
彩的文旅篇章， 线上线下共吸引超 5 亿
人次参与到节庆当中。

张家港也在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过程中，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长江文化节
先后荣获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 获评中
国优秀民族节庆 “最具国际影响力节
庆”、全国群众文化活动品牌计划“区域
联动品牌活动” 和第一批全国 “一县一
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被明确为江
苏重点培育的三大地方特色文化品牌之
一，获江苏省首批群众文化“百千万”工
程优秀文化活动品牌等多项荣誉。

（记者 杨 溢 陈梦娇）

长三角，慢生活！
去度假区、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打卡游

文汇报讯 11 月 25 日，2023 长三角
慢生活旅游发展大会在浙江金华市浦江县
举办。 会上，“长三角十佳慢生活旅游网红
打卡目的地” 系列推选活动榜单发布，41
家单位登榜。

本届旅发大会以“旅游，开启美好生活
新体验”为主题，以“体验成就游客心中的
最佳旅游目的地”为核心议题，围绕旅游的
核心要素，及时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提
升游客满意度，将景区、度假区、特色小镇、
美丽乡村、民宿酒店打造成“网红”旅游目
的地等话题深入探讨交流， 以期引导和促
进长三角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长三角地区年接待境内外游客
量数以亿计。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
秘书长柳荫在致辞中表示，“慢生活”较好
地诠释了现代旅游业追寻的精神方向。 浙
江大学教授王志凯、 南京大学教授周凯、

浙江省首批“乡村文旅运营”培育带头人
朱跃武分别作《慢生活旅游开启消费中国
增长密钥》《城市出圈背后的“网红密码”》
《乡村旅游的“网红”需要价值变现》主题
演讲。

当天，“长三角慢生活旅游网红打卡目
的地特别推荐城市”“长三角十佳慢生活旅
游网红打卡城市”“长三角十佳慢生活旅游
网红打卡度假区（景区）”“长三角十佳慢生
活旅游网红打卡特色小镇（村）”“长三角十
佳慢生活旅游网红打卡民宿酒店” 等 5 个
榜单发布。 其中， 活动举办地浦江县荣获
“长三角慢生活旅游网红打卡目的地特别
推荐城市”奖。

获得 4 项荣誉奖项的江苏省连云港
市连云区和获评 “长三角十佳慢生活旅
游网红打卡特色小镇（村）”的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鸬鸟镇的两位代表， 作案例
交流分享。获评“长三角十佳慢生活旅游
网红打卡度假区（景区）”的安徽省泾县
桃花潭旅游度假区代表 ， 发表获奖感
言。 （记者 付鑫鑫）

《长三角工业互联网生态共建联合宣言》发布

安徽国家级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全国第七
安徽商报讯 11 月 25 日，由安徽省

工业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2023 年度安徽省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合肥举行。大
会以“数智赋能、互联共享”为主题，旨在
积极探索安徽工业互联网赋能实体经济
新路径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
之道。

本次大会上，《安徽工业互联网发展
研究报告 （2023）》（以下简称 《报告》）和
《长三角工业互联网生态共建联合宣言》
同步发布。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安徽全省累
计重点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 156 个，其中
进入国家试点示范 52 个。 科大讯飞 “羚
羊”、中建材“凯盛 AGM”、奇瑞“海行云”3
家平台入选国家级“双跨”平台，数量居全
国第 5 位；科大智联、中科类脑等 13 个平
台入选国家级特色平台，数量居全国第 7
位。纳入重点监测的平台连接设备数已超
800 万台（套），服务企业超 10 万家。 全省
初步构建起“双跨”平台创新引领、行业平

台纵向连接、区域平台横向覆盖、专业平
台重点突破的平台赋能体系。

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工业互联网生态
的共建共享，会上，工业互联网生态企业
共同发布《长三角工业互联网生态共建联
合宣言》。将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
动长三角地区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长三角
地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竞争力，为长三角
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深化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共同打造长三角
工业互联网生态圈。

此外，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协会还授予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雷等 2023 年度安徽省工业互联网
“十大领军人物”称号，授予埃夫特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软件研发总工李浩来等
2023 年度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十大新星”
称号，授予安徽省优质采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等 2023 年度安徽省工业互联网
“十大服务商”称号。 （记者 郑 茹）

注册资本 15亿元 又一“大厂”落地闵行

日前， 上海电气集团能源有限公司成
功落地闵行区江川路街道。据悉，这是上海
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集
团）在闵行未来能源产业链的重要布局，代
表了“四大金刚”从传统的火电能源设备制
造向新能源和高端先进制造业发展及布
局， 为江川区域新能源产业板块的布局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 更为国企在闵行从传统
制造向智能制造、 高端制造转型起到了引
领性和示范性的作用。

据悉， 上海电气集团能源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15亿元， 由电气集团全资设立，该
公司未来将围绕高效清洁能源、新能源、工
业驱动领域发展， 提升系统解决方案能力
和装备核心竞争力， 打造新时期的智慧能
源与工业装备企业。

近一年， 电气集团陆续在江川路街道

成功设立了以“四大金刚”产业创新升级为
核心的多个新能源项目， 加快推动传统的
火电能源设备制造向新能源和高端先进制
造业发展及布局。

上海锅炉厂新增项目“氢器时代”主要
以绿色制氢装备为切入点，向氢能“制、储、
加、用”全产业链延伸，为全球客户提供高端
绿氢装备及氢能综合利用系统解决方案；

上海电机厂新增项目“恒羲光伏”作为
上海电气“十四五”战略规划“4+2+X”光伏
产业新赛道的重要一员， 致力于为世界提
供高效、 清洁的太阳能产品及一站式系统
解决方案；

上海汽轮机厂内将布局 “联合燃气轮
机”项目，主要从事工业透平机装备能力建
设项目和 30MW工业燃机能力建设；

上海重型厂的“IDC混合云”项目开工
建设， 将向周边和全市区域内需求数字云
储存提供便捷。

(据今日闵行 11月 25日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