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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G

选择性抑制剂获得临床研究默示许

可……这些成果，为推进云南大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6年，云南省委、省政

府印发《关于着力推进重点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重点支持生

物医药产业在内的“八大产业”。

其中，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方

面，将以新药研发为重点提升生物

医药领域创新水平、建设优质中药

材和健康产品原料基地等，作为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内容。

2017年，云南出台《云南省

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通过积极

加大招商引资和出台优惠财政、税

收、土地政策扶持培育龙头企业，

国药集团、华润三九、广药集团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落地云南生物

医药重点州（市）和园区。同时，

依托滇中产业新区交通和经济集聚

优势，强化人才建设、科技创新

和特色产品开发等一系列措施和办

法，推动生物医药快速崛起。

“十三五”期间，云南生物医

药产业营业收入从2015年的1241.09

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521.45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15.23%。其中，以各

类疫苗为重点的生物医药板块增幅

最快，复合增长率超40%，远高于全

省GDP的同期增幅，成为云南产业产

值增长的“新星”，有效促进大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

标准化品牌化程度待提高

2020年8月，云南出台《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

其中提出要培育发展千亿级生物医

药产业。计划到2025年，全省生物

医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000亿

元，到2030年，达到8000亿元。到

2035年，成为辐射南亚东南亚特

色鲜明的生物医药产品研发和商

贸基地。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些制约

云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因素急需

解决。

记者了解到，首先是中药材产

业发展不尽如人意。尽管云南中药

材资源丰富，但目前中药材标准化

种植程度不高；野生种质资源的保

护和挖掘利用不够；中药材产地加

工水平低、集约化程度低、质量参

差不齐；产业链发展不充分，中、

终端产品开发深度和广度与前端生

产比例失衡，“跷跷板”现象明显。

其次，配方颗粒发展面临阻

力。云南现已将配方颗粒纳入省医

保支付范围，为省内配方颗粒企业

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在省内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配方颗粒招标采购

过程中，部分医疗机构设定了对本

省企业不利的排除性条款或评分标

准，导致云南省试点企业无一中

标。云南是粉末饮片生产大省，但

中药粉末饮片没有传统中药饮片

的外观形态，安全性问题突出。目

前，云南面临着粉末饮片相关地方

标准将被国家停止执行的潜在风险。

再次，云南健康产品主打品种

较少。虽然省内许多科研机构和企

业发挥资源优势，研发出很多健康

产品，但在市场上，健康产品的投

入与产出效率低，科技成果转化不

充分，没有形成品牌效应。

全力补短板实现新突破

“积极补齐短板，推进生物医

药产业健康全面发展，对云南构建

大健康服务体系意义重大。”据云

南省科学技术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云南将多管齐下，全方位

解决问题，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

围绕中药材存在的问题，云南

将重点发展道地药材、特色药材、

药食两用药材，积极探索推广中药

材无公害和林下生态种植等技术体

系构建，打造高品质中药材生产示

范基地。支持中药材种植和加工标

准、产地初加工技术、加工提取技

术研究，促进中药材产业多元立体

化发展。结合区块链技术应用、追

溯体系建设，将中药材产业的竞争

从单纯产品质量竞争升级到全产业

链质量管控的竞争，重点研发一批

特色饮片产品和多功能系列保健食

品、日化产品。

同时，将布局建设疫苗产业专

业化园区，有针对性地抓好疫苗产

业上下游培育企业的招商引资和产

业培育布局。抓紧补齐生物医药产

业研发创新体系短板，高水平建设

创新型疫苗技术和产业转化研发平

台、疫苗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疫苗

批签发检验检测机构平台等创新平

台和产业技术服务平台。全力支持

一批重大疫苗创新产品的研发和产

业化。

另外，在企业和项目扶持方

面，将重点培育植物药业、生物谷

药业、龙津药业、三七科技等一大

批龙头制药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

动，逐步改变云南生物医药企业

小、散、弱的现状。实施一批引进

企业、药品批准文号、即将到期国

外专利药品、健康产品、医疗器械

等入滇落地发展的配套项目；积极

争取将本省生产的高品质药品，纳

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

在科技支撑方面，将积极加大

重大科技专项和新药创制的开发和

扶持力度，支持生物资源数字化、

基因科技、免疫细胞、干细胞技术

等开发应用。在省产业技术创新平

台和省实验室建设谋划中，重点考

虑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创新需求，构

建若干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公共研

发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依托

生物所建设创新疫苗研发技术与转

化平台，建立有效快速反应的疫苗

研发制备体系和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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