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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问题分析

淄博市医药产业有着近 80 年的发展历史，是国家十大医药产品出口

基地、国家火炬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具有比较完备的医药中间体、

原料药、制剂、医疗器械及耗材的产业体系。近年来，我市将新医药

作为“四强”产业之一，秉持“紧盯前沿、打造生态、沿链聚合、集

群发展”的产业组织理念，全力打造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在优存量、

扩增量上加速起势，补短板强优势。截至目前，我市拥有齐都药业、

新华制药、新华医疗、瑞阳制药、英科医疗、蓝帆医疗、金城医药等

骨干企业，建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50 余个，拥有药品批准文号 1300

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 1900 余个，规划建设了高新区生物医药创新

港等 6 个产业园区。新医药集群被列入山东主导产业集群、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雁阵形产业集群、特色产业集群。

但是，我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产业结

构布局不完善，偏重化学原料药和化学制剂，偏重低值耗材。高附加

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生物类药品，高值耗材和高端医疗器械发展不好；

创新能力不足，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研究少，以仿制药研究为主；

公共平台配套建设不足，缺乏高水平的创新平台.

建议

一、加大创新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瞄准医药健康产业最高端，重点发展技术空白领域，全面提升生物医



药上游自主研发能力，如创新药品研发、生物医药研发等。以龙头骨

干企业为衔接中心，鼓励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在淄博或临淄设立研发中

心，创新研发合作模式，构建全面覆盖的全球性药物创新研究网络；

增强科研资源与人才储备，进行创新研发奖励，发挥产学研创新资源

集聚。增强创新研发人才支撑，加大对归国及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进

力度；设立医药研发专项基金，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空白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提升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推动重大成果产业化。

加强药物开发过程中产学研用的有效衔接效能，加强药物开发技术、

工具、平台和方法的研究，加强科研院校与企业研发中心的科研合作，

成立联合研究中心，通过产学研结合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提升中试

环节资金投入和设备条件，鼓励科研院所进行后期成果转化试验。建

立研发共享服务平台，利用山东等省市创新资源及政策扶持，联动山

东等省市相关领域的高校、研究机构、药企等，做好科研成果与市场

的充分对接。落实土地供给政策，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提升就地产业

化承载能力，各医药产业园区联动协同发展，对接医药研发项目，共

同承接重大项目产业化。

三、重点扶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

鼓励齐都药业、新华制药等本土龙头企业国际化发展，重点扶持一批

有实力、有潜力的创新型医药企业发展壮大。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吸引国外团队在淄创立生物医药等医药公司，引入与国际接轨的专业

设备、工艺、技术和标准。重点吸引创新型企业来淄，并配套研发、



临床、生产全流程产业政策。重点引进生物医药等医药产业各领域内

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聚合能量共同产生效能，优化产业版图，实

行医疗健康产业协同发展。

四、完善医药产业投融资体系。

加强产业链条中游、下游阶段的资源配置，强化对生物医药等医药健

康产业链的纵向投入，并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合理配置有限资金，

改变以往基础研究投入过多的状况，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聚集效应。

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等产业创业投融资体系，尤其是中小技术企业创

业融资问题，避免创新成果被外资并购。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加强

资本市场运作，促进形成有效的资金链，以社会资本力量提升产业竞

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