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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生物

医药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的通知 

 
(锡政发〔2009〕142号)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

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无锡市生物医药产业调整与提升行

动计划（2009－2011年）》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七月十三日  

  无锡市生物医药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  

  生物医药是具有强大发展优势和广阔发展

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

业，体现了未来高科技发展的方向，更是保增

长、扩内需、调结构，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重

要建设领域。按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总体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依据国

务院《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发展“十

一五”规划》、《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

划》和《江苏省医药及生物技术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纲要》，为推进我市生物医药产业转型

升级，提升发展水平，增强自主创新和区域竞

争能力，特制订《无锡市生物医药产业调整与

提升行动计划（2009－2011年）》。 

  一、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无锡市共有生

物及医药生产企业约300家，从业人员2万余

人。2008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产值173亿

元，其中重点导向和鼓励的生物医药企业完成

产值80.3亿元。按产业结构分，有药品生产企

业50多家，医疗器械及药品包装材料生产企业

近200家，化学原料药及相关产品生产企业60余

家，传统生物技术产品生产企业20余家，有一

批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另外有流通经营企业

1200家。药品生产、医疗器械、药包材企业中

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占有一定比例，如阿斯

利康、华瑞、健特、纽迪西亚、山禾、四环生

物、通用医疗等。 

  （二）载体建设初具规模。根据市委、市

政府提出建设我市 “生物（医药）谷”的战

略、要求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来抓。为适

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需要，我市的生物医药专

业园区从无到有，快速推进。扬子江国际生物

医药孵化园、马山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区一

期工程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惠山经济开发区与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合作，规划的无锡（惠

山）生命科技产业园目前正在建设并进行招商

工作；无锡新区确定在太湖国际科技园建设生



命科技园，重点发展生命科技产业。锡山经济

开发区也在积极规划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加紧

引进生物医药“530”计划项目和相关产业项

目。 

  （三）平台服务初见成效。2007年市政府

确定了马山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区、惠山高

新技术创业中心、省原子医学研究所、省血防

所、江南大学医药学院等单位的“研发与服务

外包”、“生物检测与医疗器械”、“药物合

成与评价”、“生物疫苗与动物实验”、“生

物技术与重组药物”5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推

进了平台项目建设，改进了设备条件，面向本

地中小企业开放，提供试验、检测等相关服

务。2009年初，又新增了省微生物研究所、无

锡药品检验所的“微生物制药实验”、“药品

检测实验”2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市政府还与

南京大学签署协议，共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

台。各重点园区自建的生物医药技术服务平台

也在规划建设中。 

  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具有一定规模，位居全

省前列，但存在企业规模小、高附加值产品

少、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药少、药品新剂型

少、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等问题。从发展后劲

看，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引进情况不理想，尤其

是重大项目引进较少，缺乏项目源，全市生物

医药行业增长速度和总量提升不快，与周边的

苏州、泰州等地有一定差距。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抢抓新医改



方案出台和国家拉动内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

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引进和创新为支撑，特色发展为

原则，以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为重点，集

中力量，重点突破，有效推进，实现无锡生物

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增长速度

快、质量效益好、带动效应强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建成全省重要的生物医药研发生产基地。 

  （二）基本原则 

  1．明确领域，突出重点。从我市实际出

发，注重现实性，把握前瞻性，转化可能性，

集中有限资源，强化自身地域特色，开拓新的

领域，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和牵引力强的重大项

目，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生物企业群体，形成创

新收益高、风险小、周期短的生物医药产业

链，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产业，实现生

物医药产业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2．依靠科技，创新机制。生物产业的发展

依赖于在高平台上集成技术、人才资源。重点

引导企业把技术创新的着力点放在与国内外高

校、研究机构、大公司的合作上，强化技术联

盟建设。继续推进“530”招商引才措施，提升

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形成原始创新、集成创

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有机衔接的生物医药

创新体系。 

  3．市场主导，政府调控。面向心血管、肿

瘤、疫苗、精神性疾病、老年性疾病的重大市

场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作用，鼓励企业优先发展基础条件较好、技术

条件成熟、成长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的重要

生物技术药品。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科学规划，加大投入，



推进改革，改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条件，利用政策优势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向

特色园区、优势企业集中，重点扶持一批技术

领先的研发外包企业，构筑各类生物企业合理

分工、良性竞争的发展格局。 

  4．统筹发展，内外协调。生物医药产业的

发展要与城市化发展和工业布局调整相统筹，

实现生物产业空间布局的最优化；与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相统筹，提升传统生物产业的技术层

次；与经济国际化相统筹，实现开放型经济和

生物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与深化改革相统

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生物产业的新

机制。在强化区域内产业链衔接、资源整合、

公共平台集约利用的同时，按照“点、面、

群”立体推进的思路，坚持对外开放，实现区

域内外上下游相关产业配套，最大程度地降低

生物医药的产业发展成本。 

  （三）发展目标 

  1．实现产业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全市

生物医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其中重点

导向和鼓励的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00亿

元；2010年，销售收入超过300亿元，其中重点

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30亿元；到2011年，销售收

入达到500亿元，年均增幅达42%，其中重点产

业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 

  2．增强龙头企业竞争实力。加快建设一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核心竞争力

强、主业突出、行业领先的大企业（集团）。

到2011年，培育5家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大企

业，引进3～5个超亿美元的大项目，在研发外

包、医疗器械、生物制药等领域建设形成全

省、全国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产业集聚区。 



  3．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每年引进100

个生物医药“530”研发项目，100个研发团

队。到2011年，累计引进300个“530”研发项

目，形成生物医药研发团队300个。同时注重项

目培育，加速产业化进程，形成技术集聚优

势。 

  4．加快培育医药外包产业。2009年，培育

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企业30个，2010年培育生物

医药研发外包企业50个，2011年达到80个，其

中规模以上研发外包企业30个。发展一批核心

专利技术，争取3年内拿到10个以上新药证书或

得到临床许可证。 

  5．完善专业园区载体建设。加快建设马

山、江阴、惠山、新区4个地区的生物医药专业

园区。推进马山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区的

二、三期工程、江阴扬子江生命科技孵化园、

无锡（惠山）生命科技园、新区太湖生命科技

产业园的建设，完善配套园区的公共服务设

施。 

  三、主要任务 

  （一）发展重点领域，形成产业优势。我

市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发展生物制药、生物试

剂、化学新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研发外

包及生命信息六大产品领域。 

  1．生物制药。重点发展重大传染病防治疫

苗和药物、重组人血白蛋白制品、长效蛋白多

肽药物、药用多肽和核酸、血液性疾病移植治

疗的干细胞制品等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肿瘤、

糖尿病、艾滋病等重大疾病以及单基因遗传病

治疗的基因工程药物、基因治疗药物。加强生

物制药研发平台建设，拓展国际医药研发外包



产业，扩大生物制药产品份额，扶持生物制药

企业快速成长。 

  2．生物试剂。重点发展用于肝炎、艾滋

病、血吸虫病、人禽流感、性病等传染性疾病

和肿瘤、出生缺陷等早期检测、诊断的单克隆

抗体试剂及高灵敏免疫分析试剂；食品安全检

测、重大动植物疫病、转基因生物检测用单克

隆抗体及试剂盒；基因扩增(PCR)检测试剂盒。

加快现代生物试剂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

争取形成我市生物医药领域新的亮点。 

  3．化学新药。重点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市场销售前景好，对环境无污染或污染物

可处理，且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节能环保型创

新化学药物。加强小分子药物设计筛选、药效

及安全性评价、药代动力学等关键技术攻关，

依托现有大型制药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

式，促进产品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 

  4．现代中药。重点发展用于防治肿瘤、肝

病、心脑血管疾病、免疫功能性疾病、病毒性

疾病、糖尿病、老年性疾病和妇科疾病等中药

新药。使用超临界萃取、膜分离、超微粉碎、

颗粒饮片等新技术生产项目，指纹图谱等中药

制药工艺参数，在线检测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等

中药制药过程质量监控技术，建立中药活性成

分资源库，阐明中药功能和物质基础之间的定

性问题，实现中药的现代化生产。 

  5．医疗器械。重点发展超声诊疗仪、数字

化光学与微波医疗仪器、数字化高能射线治疗

装置等先进实用医疗装备，加快发展智能化、

小型化、家庭化、网络化、数字化医疗仪器，

突破生物标志物与功能分子筛选、基因与蛋白



质阵列、单细胞探查检测、功能成像等共性关

键技术，鼓励我市医疗器械企业自主创新和项

目引进，尽快形成规模优势，成为省内高端医

疗器械产业化中心。 

  6．研发外包及生命信息。重点发展药物动

物实验、临床实验、医用材料、蛋白质和基因

检测及生物医药产品研发等专业服务；研究用

芯片，生物芯片数据获取、处理和分析软件定

制、设计及算法整合、具体疑难生物学数据分

析、高通量生物学数据分析，以及基于生物信

息学分析探路的实验路线设计等。充分利用本

地“530”计划等政策优势，创建生物医药高精

尖技术集群，形成规模化研发外包技术产业基

地。 

  （二）推进载体建设，促进产业集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