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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经济：新兴产业发展新领域 

 

生物经济是 21 世纪最为活跃的新兴经济形态，也是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当前国家已进行全面布局，一些先

发城市加强谋划。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具有一定领先和品牌优势，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亟待把握机遇。 

一、四大领域迎来发展新机遇 

生物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三大引

领带动作用。第一，战略导向性。生物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突

破创新性。生物经济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生物技术突破为

基础，代表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具有新兴科技和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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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深度融合的特征。第三，关联辐射性。生物经济产业链条长，

产业关联度高，并呈现出由产业领域和产业链分工向价值链分

工转变的趋势，可以带动其相关和配套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

间的技术互动和价值连接。 

生物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催生的新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之一。生物经济

通过发挥生物技术创新增加新型要素积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的积极作用，拥有传统产业所不具备的核心竞争优势，有利于

加速我国现代产业体系重构，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能力，有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说，生物经济正在

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劲动力。 

当前生物经济发展四大细分领域将迎来新机遇。一是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需求，药品、疫苗、先进诊疗技术和装备、生物

医用材料、精准医疗、检验检测及生物康养等方向将迎来发展

热潮。二是面向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营养多元化等需求，

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陆续成为资本的

“新宠”。三是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紧迫需要，生物基材料、新

型发酵产品、生物质能等以及推动生物工艺在化工、医药、轻

纺、食品等行业推广应用形成的各类新业态新服务等，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四是面向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

设的需要，围绕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重大

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疫病防控和救治能力建设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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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政产学研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领域。 

二、国家全面推进生物经济先导区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生物技术加速演进、生命健康需求快速增

长、生物产业迅猛发展时期，加快发展生物经济有望成为未来

新一轮城市竞争的风口。2022 年国家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以城市为载体布局建

设生物经济先导区，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

物环保等领域开展科技创新和改革试点，引领我国生物经济发

展壮大。 

津京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属

于国家协同发展区域，具有经济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

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大多数城市已经将生物医药作为重要产

业，生物经济的范畴横跨医药、健康、农业、林业、环保、能

源、材料等领域，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

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

强生物经济。 

先导区生物经济发展势头强劲。重庆市生物医药产业已达

数百亿元量级，重点打造以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巴南重庆

国际生物城、涪陵现代中药产业园、荣昌医（兽）药产业园等

五个集聚区为主的产业空间格局。生物科技创新基础扎实。经

过 20 多年发展积淀，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已聚集北京生命科

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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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批高水平研发机构，汇集 200 多名顶尖科学家和高层次人

才。依托各类创新主体实施生命技术赶超工程，涌现出细胞焦

亡抗肿瘤免疫功能重大发现、高精度个性化脑功能剖分技术等

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生物经济发展生态逐步优化

提升。南京市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已形成从技术研发、项目

落地、孵化加速到企业培育，全生命周期的企业生长体系；在

产业链条上，已形成从原料药、中间体、检测试剂、创新药，

再到市场推广营销，上下游一体化的生态集成体系；在空间布

局上，已初步形成“一谷一镇三园”，多片开花、错位竞争的发

展格局。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已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

新高地，约 80%的上市企业、90%的国家一类新药、85%的创新

医疗器械特别审批产品来自这些区域。 

三、成都加快打造国际生物经济新高地 

成都提出，到 2025 年生物经济总产值达到 1.2 万亿元，创

建 3—5 个国家级生物科技创新平台，建成生物经济领域专业数

据库 3—5 个，生物经济关联产业基金规模达到 500 亿元以上。

到 2035 年，成都的生物科技取得关键性突破，生物产业发展规

模持续扩大，全国生物经济先导区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全面建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经济新高地。 

围绕打造国际生物经济新高地，成都加强做强核心产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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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融合产业，加快构建“3+3+N”生物经济产业体系，坚持生物

经济布局与中心城区、城市新区、郊区新城核心功能适配，形

成“核心区引领、融合区支撑、创新区推动”的生物经济发展

新格局，明确了成都生物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和空间布局。 

在空间布局发展规划上，按照“产城一体、功能分区、重

点突破、协同联动”理念，坚持生物经济布局与中心城区、城

市新区、郊区新城核心功能适配，加快布局“3+3+N”产业，提

出打造全国领先的“三医+”生物经济核心区、西部领先的“生

物+”生物经济融合区、前沿“领跑”的“BT+IT”（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生物经济创新区，形成“核心区引领、融合区支撑、

创新区推动”的生物经济发展新格局。一是打造具有品牌特征

的“三医+”生物经济核心区：加快推进高端医疗、生物医药、

高端医疗器械集中集聚，形成一批“三医+”特色产业集群，建

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全国显示度的“三医+”生物经济核心区。

二是打造具有融合特征的“生物+”生物经济融合区：突出生物

科技的跨界融合，加快推动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生物能源等

“生物+”融合产业布局，打造西部领先的生物经济特色融合示

范区。三是打造具有前沿特征“BT+IT”生物经济创新区：聚焦

“BT+IT”技术前沿，打造提供生物技术服务、汇聚生物经济高

端要素、孕育生物经济高端产业的生物经济创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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