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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人类健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江西省宜春市依托地

域特色，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宜春市在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规模量较小、市场流通不畅、市场信息缺乏，以及科技水平较低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并针

对以上问题，从依托地域优势、着眼企业融资、发挥制度保障、创新引领发展等方面提出着眼产业、招商、政

策和科技等链条进行积极应对，并对宜春市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潜力进行了展望，以期通过本文的研

究为宜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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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and human health. Yichun City, Jiangxi Province, relying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but still faces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small scale, poor market circulation, lack of market information, and low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Yichun ha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industry, and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puts forward a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aspects of relying on regional advantages, focusing on enterprise financing, giving full play to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innovation leading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chain of industry, investment, policy and 
technology. It also looks forward to the direction and potenti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Yichun's biomedical industry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ichun's biomedical industry through this study.

[Key words]Industrial chains; Investment chains; Policy chai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ins; Biomedical industry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生物技术不断创新，

以及人们对健康认识的提升，生物医药市场在人们生活

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生物医

药的发展，通过创新计划扶持等政策带动生物医药产业

的发展，着眼培育生物医药新经济增长点 [2]。数据统

计表明，全球研制中的生物药物超过 2200 种，全球生

物技术公司总数已达 4362 家。随着人类社会快速进步

发展、社会经济稳步提升，以及人们对健康重视程度的

提高，生物医药产业正逐步成为世界医药领域的朝阳产

业，乘此东风，我国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不断扩大生

产规模，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增长势头猛进，已成为全

球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头羊，据估计，2022 年我国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规模达 4.5 万亿元 [1]。发展生物医药产

业不仅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而且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生物医药产业市场前景广

阔，要正视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的必要性，着力推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3]。着眼生

物医药产业园，形成产业集群，发挥生物医药产业 +的

优势。江西省宜春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樟树市

作为中国药都，袁州区已建成医药产业园区，依托两大

优势，打造全产业链生态模式，将产业、招商、政策、

科技四链紧密融合，助力宜春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截止 2022 年，宜春市生物医药营业收入增长 18.8%，

达到400亿元以上，生物医药产值继续提升，与此同时，

机遇和挑战并存 [4]。要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创新发展、

更新理念、构建新格局，为高质量推动宜春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开拓新机 [5]。

1 宜春市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1 规模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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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加工品种相对单一，未形成规模，缺乏

市场占有率。虽然个别企业通过收购进行加工，但存

在加工的品种相对单一，未形成规模，缺乏市场份额，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地区中药材的难销售现象，

影响了宜春地区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6]。生产能力大，

但存在加工链条锻炼现象。目前仅枳壳种植面积就有10

余万亩，但枳壳等道地药材还停留在初加工阶段 [7]，深

加工尚处空白，今后仅靠卖初加工药材很难消化，需加

快枳壳等道地药材的药食同源类产品的研发生产步伐。

1.2 市场短板

一些地区流通领域不畅。

当前，中药材行业市场流通环境差，不具备良好

的流通分销市场 , 中药材的销售主要靠药材商走户采

购 , 导致中药材积压一部分中药材受到冲击，另外，

由于散户种植药材分布分散，且大多种植区位于山区，

交通非常不便，给农户药材销售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6]。

全市种植中药材的氛围起来了，但由于没有大数据支

撑，在中药材种植端存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种植盲目

跟风、货源销售困难等突出问题 [8]。

1.3 信息短板

药农盲目种植，经济效益低。绝大部分药农缺乏

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他们不知道中草药作为特殊农

产品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不能把握种植的周期性，忽

略了种植的季节性，轻视了产品产出的时效性。他们

有很强的随波逐流心理。存在盲目种植现象，始终跟

随市场，种植效益难以得到保障 [9]。市场形势多变，

价格波动明显，种植药材获得的效益也不乐观 [10]。从

而挫伤了农民种植药材积极性，导致种植面积大大减

少，规模缩水，不利于农民增收，给生物医药产业的

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形成了阻碍 [6]。

1.4 科技短板

科技水平有待提高，有的技术人员擅长药材栽培，

但不了解药材加工，有的技术人员擅长药材加工，但缺

乏药材栽培经验，全面型技术人才的短缺成为建立技术

推广畅通网络的短板。例如，袁州区的中药生产虽然具

有一定的发展势头，但存在面积和数量可观，而产量和

质量不容乐观的现象，导致总体经济效益较低。主要原

因是科技水平不高 [6]，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欠缺科技

人才，技术推广不到位。缺少具有药材栽培经验、掌握

加工技术的人员，技术推广网络不健全 [11]。二是药农

科技素质不高，生产加工技术欠缺，产量和品质无法提

高，降低了种植效益 ,对科学和技术有着广泛的需求，

但在提供服务方面存在不足 ,中药行业服务体系的专业

人才较少，急需人才扶持加快省内外高校建设一批产学

研基地，推进科技服务实施 ,虽建立了一些药材基地，

但存在科技含量不高现象 ,体现在种植方式相对单一，

规范化程度不够，标准化程度不高，科技化种植和机械

化模式欠缺等，尤其是在 GAP认证和溯源方面需加强，

物联网建设有待完善 [6,12]。

2 宜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采取对策

2.1 依托地域优势，打造健康产业链

樟树市和袁州区作为宜春市的两个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依托医药工业园区，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

体化模式，注重科技创新、设备配套、技术研发，形

成生物医药产业大健康链条[13]。成立了产业发展组织，

着力促进宜春市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链迅速发展。振

兴“中国药都”，加快建设樟树市和袁州区两大医药

产业集群，建立道地中药种植基地，推动木本中药生

态种植基地建设，打造标准化特色中药种植基地品牌。

抓好重点环节和依托宜春生物医药产业链优势，着力

产业集群升级 [14-15]。依托樟树市传统的加工技术和炮

制工艺，创立江西地产优质中药饮片品牌。立足宜春

市生物医药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保健、药食同源、

特医品牌，保障不同人群健康需求，为生物医药发展

提质增效 [16]。推进“生物医药 + 医疗”、“生物医药

＋文旅”、“生物医疗＋养老”等复合模式，构建“生

物医药 +”大健康产业体系 [17]。

2.2 挖掘企业融资，构建精准招商链

把招商引资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点举措，

加强规划和布局，突破精准投资链条，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扶持力度，吸引优质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在宜春落

户 [18]。市领导亲自挂帅，成立招商小组，促进医药项

目签约落户 [19]。强化领导责任担当，搭建政企互通服

务平台，着力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难题，列出问题限

期整改清单，跟踪问效 [15]。深化“放管服”改革，对

意向来宜企业，全力做好落地前期接洽工作，介绍营商

环境和落户优惠政策，为企业解惑答疑；对签约企业做

好落户指导工作，根据实际为企业提供落户推荐，政府

审批指引，政策传达与申请等服务工作。搭建企业审批

绿色通道，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上下功夫。积极开展精

准招商，重点加强特色企业及项目引进工作 [15]。

2.3 加强制度保障，健全激励政策链

樟树市、袁州区作为生物医药龙头产区，加以政

策和制度保障，采取保险公司保险协议方式，为生物

医药发展保驾护航，解决了两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

后顾之忧，增强了两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积极性[20]。

同时，充分利用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建立“高校+”服务，

打造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团助力模式，一方面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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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土高校科技人才资源，另一方面大力挖掘本省

籍在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科技人才资源，纳入科技特派

员和科技特派团行列，采取线上指导交流，或利用假

期及春节返乡等形式开展为家乡企业服务，反哺家乡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21]。此外，在医药工业园区派驻由

政府聘请的环保管家，到生物医药企业服务，降低了

生物医药生产的环境风险，为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解

决了后顾之忧，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 [22-23]。重

视企业科技创新，通过划拨专项项目经费等形式，鼓

励企业开展创新研究，注重专利等创新成果的转化，

在生物医药产业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成果落地转化

给予正常优惠和倾斜 [15]。

2.4 创新引领发展，提升研发科技链

以科研和创新推动发展，借助外力，培养本土人

才。引进高层次中药材专家、学者和高级技术人才，

加强企业与省内外、国内外高校、研发机构、医疗机构、

科研院所联系和深度合作 [7]，建研发实验室，构建科

研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促进科研信息共享与学术交

流。充分利用省市重点实验研究平台、技术研发及创

新载体，以本省关键共性技术和领先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为导向，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应用开发，构建创

客空间、互联网 + 生物医药、生物医药青年云、博士

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依托部级和省市级专项资金支

撑，实施多元立体及柔性引才政策 [24]。

3 宜春市生物医药产业展望

3.1 发展现代智慧生物医药产业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

为现代智慧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和技术

保障，为生物医药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机。宜春市是江

西省重要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着眼发展现代智慧生物医药产业，

打造现代智慧生物医药产业强市、攀升现代智慧生物医

药产业高地，是宜春市生物医药发展的一道新命题。智

慧经济为现代化生物医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25-26]，

依托物联网、云计算以及 3S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生

物医药生产相融合，通过精细化、智能化、集约化、科

学化生产促进生物医药产品提质增效。

3.2 建立生物医药产业联盟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具有资源优势，但如何将其发

挥和最大化，建立生物医药产业联盟将给出肯定的答

案。充分发挥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生产、加工、销售、

环保、研发、服务等各行业资源优势，形成合力，打

开源头、强化主体、盘活市场、加强售后，打造一体

化生物医药产业联盟，形成集科技、人才、产品等多

元复合型生物医药生态圈，将生物医药产业链上游企

业与下游企业，以及企业与职能部门之间的链条有机

贯通，强化责任落实机制、工作运行机制、问题办理

机制、信息报送机制、部门协作机制、上下联动机制等，

不断增强产业联盟协同工作合力 [27]。从生产、营销、

销售等环节彻底升级生物医药产业链，推动形成资源

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

安全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格局。

3.3 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核心创新竞争力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不仅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

未来，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核心创新竞争力是保证生物医

药产业未来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首要的是重视研

发，紧抓人才关键，攻克技术难题，增强自主研发能力，

掌握核心技术，打造创新品牌。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

以核心创新关键技术，引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跻身行业领头羊，树立示范引领标杆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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