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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孙铭阳）30日，省政府举办《黑龙
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和
《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发
布会上，省工信厅一级巡视员王雁江
就黑龙江发展医药工业的总体思路及
支持政策答记者问。

王雁江介绍，“十四五”时期，推动
医药工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把生物
医药产业作为重要战略新兴产业，纳
入“工业振兴”体系，依托药材资源和
产业基础，以推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主线，以做大现代
中药制造、做优化学药品制造、加快发
展生物制药为重点，通过标准化药材
产地初加工基地建设和化学原料药生
产基地建设夯实基础，通过开发提取

物等医药中间体和延伸医药产业链补
齐短板，提高质量标准、优化产品结
构，提高创新能力、加快成果转化，提
高科技含量、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应
用，不断推进我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

王雁江说，为全力打造千亿级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今年 3月 22日印发的
《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从鼓励创新、壮大能级、
培育市场主体等多方面拿出“真金白
银”，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发展。

在支持生物药品研发创新方面，
对生物医药产品完成Ⅰ期、Ⅱ期、Ⅲ期
临床试验的，按照类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奖励；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的药品，最高给予 200万元资金支持；
对通过大品种二次开发且营业收入增

加的医药大品种，最高给予500万元奖
励。

在支持企业扩大规模方面，对我
省首次进入全国医药行业百强的企业
或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亿元且进入
细分行业前 5位的企业，给予最高 200
万元奖励。

在支持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方面，
对以我省道地大宗药材为主要原料的
中药饮片和配方颗粒生产、中药材萃
取、经典名方产业化、食品保健等新投
产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给予最
高500万元资金支持。

王雁江还表示，近日出台的“工业
振兴 20条”与生物经济专项政策相互
支撑，形成支持生物产业发展的政策
体系，从不同角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生
物医药企业健康发展。

“真金白银”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本报3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彭溢）“为更好发挥科技作用支撑
生物经济发展，省科技厅正在研究制
定《黑龙江省生物经济科技攻关三年
行动计划》，主要围绕生物医药、生物
制造、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
生物医学工程等重点领域，产业发展
的技术需求，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创新
活动。预计三年投入 5亿元资金，给
予稳定支持。”在 30日省政府举办的
《黑龙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
划》和《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
上，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对相关内
容进行了介绍。

主要从 4个领域发力攻关。一是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展针对重大疾
病的创新药物研制、大健康产品的开
发应用；提升智能诊疗设备和医用材
料研发能力。

二是支持生物制造领域技术创
新。实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菌
种创制，突破生物催化合成、发酵工
艺、纤维素高效转化等技术，壮大我省
高值化生物制造产业。

三是推动生物农业创新发展。重
点推进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创制一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新品种，加
快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物兽药等技
术突破。

四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围绕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等国家生态环境重
大需求，推动生物技术应用于水、土
壤、大气等环境污染治理；开展有机废
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基料化
利用，支持生物质能源的技术研发与
应用。

多措并举科技赋能。一是组织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设立生物经济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专项，布局实施一批科

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一批重大创新产品。

二是推动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重点
推动国家、省等有关生物技术研发平台
建设，支撑服务全省生物经济创新发展。

三是促进生物经济领域科技成果
转化，支持一批创新水平高、经济附加
值高、产业带动性强的重大科技成果在
我省落地转化和产业化。

四是培育壮大生物经济领域科技
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科技、
金融、产业等多部门联动，支持我省生
物经济企业提高研发能力、拓宽融资渠
道、推进智能化改造。

五是加速生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
合，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生物
经济领域的深度应用。

六是提升生物安全应对能力，强化
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检验检疫、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3年将投5亿支持科技攻关

本报3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周静）30日，省政府举办《黑
龙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和《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王学斌介绍，全省“十四五”生物经济
发展规划将生物农业作为重要板
块。省农业农村厅抢抓大力发展生
物经济的机遇，依托厚重的农业基
础、丰富的生物资源等优势，“1+3+
3+3”为总抓手，加快培育生物农业
发展新动能，乘势而为，换道超车，推
动农业产业由大变强，当好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王学斌介绍，“1”，就是实施“十
百千”行动。培育一批具有行业竞争
力、年产值在十亿以上的产业化龙头
企业，形成一批产值规模超百亿、上
下游配套完善的生物农业产业链，打
造千亿级的龙江特色生物农业产业
集群。

第一个“3”，就是培育壮大“三条
产业链”。做优现代生物育种产业
链，做强黑土地生物保护产业链，做
大兽用生物制品产业链，尤其要利用
好哈兽研技术和人才优势，推动哈尔
滨（国际）生物产业创新园发展。

第二个“3”，就是全力建设“三大
基地”。以“龙九味”为主导，以道地
大品种为重点，建设寒地龙药生产基
地。围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建
设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依托“两牛
一猪一禽”战略，建设全国生物饲料
生产基地。

第三个“3”，就是政策投入做到
“三个一块”。争取新增一块，争取国
家支持，协调省市县三级投入。比如：
省级将对重大农业新品种和国家级畜
禽新品种，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资
金支持。统筹整合一块，统筹整合现
有的涉农资金向生物农业倾斜。社会
投入一块，引导信贷、金融、企业和新
型经营主体等社会资本投入。

“1+3+3+3”加快培育生物农业新动能

本报3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黄春英）30 日，省政府举办
《黑龙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
规划》和《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
发布会。发布会上，省发改委副主
任芦玉春进行了相关介绍。

芦玉春说，为推动生物经济高
质量发展，我省编制了《黑龙江省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并配套制定了《黑龙

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生物经济发展正处于
方兴未艾的新赛道，也是国家重点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省委省政
府站在全国全球发展的大背景、大
格局、大战略的高度，部署推动《规
划》和《支持政策》的编制工作，就是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部署
上来，把握生物科技进步和生物产
业变革新机遇，迎头赶上生物经济
发展新浪潮，助力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
当前，生物经济的发展蓝图日益

清晰，把发展生物经济作为我省抢抓
新机遇、打造新产业、构筑新优势的
重要举措，在振兴发展中绘就生物经
济“新画卷”，书写“新篇章”，对于我
省实现换道超车，加快发展方式转
型、增长动能转换具有重大意义。

芦玉春介绍，我省具备发展生物
经济的资源、创新、产业、应用场景等
优势，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极大的

发展潜力。我省幅员辽阔，物产丰
富，农业生物质资源全国第一。汇集
了一批生物技术领域的顶尖科研机
构和专家学者，哈兽研专业研究全国
领先。具备深厚的生物产业基础，哈
尔滨市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我省还是全国最
大生物发酵氨基酸和生物质燃料乙
醇生产基地。我省发展生物经济是
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大有可为，必有
可为，必须为之。

“十四五”末生物经济总规模达到 4200 亿元以上，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0%

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达到20个以上
重点打造 20 条左右生物产业链创新链，推动生物

医药、生物制造、生物农业产业迈上千亿级台阶，生物
能源、生物环保、生物医学工程等产业领域进入百亿级
行列

政策环境激发新活力，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的体
制机制环境更加优越，鼓励支持先进技术、人才、资本
等创新要素集群和流动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构建现代生物产业体系

聚力打造千亿级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全力打造千亿级国际领先生物制造产业集群

加力打造千亿级龙江特色生物农业产业集群

加速建设百亿级生物能源产业示范基地

加快建设百亿级先进生物环保产业示范基地

大力培育百亿级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示范基地

5方面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
创新体制机制
强化政策保障
优化发展环境
壮大人才队伍

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

规划总体要求

坚持创新驱动

优化空间布局

构建产业体系

畅通发展路径

强化支撑保障

个部分7

个方面

一是突出目标引领，加快

推进生物经济倍增式发展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部署抢占科技

制高点

三是聚焦“无中生有、有中生优”，

规划构建现代生物产业体系

四是坚持因地制宜，优化生

物经济发展空间布局

4

大行动
一是重大项目建设行动

二是龙头企业培育行动

三是产业集群壮大行动

四是应用示范引领行动

五是名优品牌塑造行动

六是一流学科建设行动

七是科技创新驱动行动

八是生物信息融合行动

九是国际交流合作行动

十是服务平台升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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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发展空间布局

“一极”

——打造哈尔滨生物产业引领极

“两区”

——建设松嫩平原生物产业核心区
——建设泛三江平原生物产业示范区

“一带”

——构建林区寒地生物产业带

发布会现场。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