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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China Bioindustry
新春寄语

值此新春到来之际，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曹务波携全体员工向全国人民致
以新年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感谢各级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与关怀，

感谢所有与我公司合作的客户和朋友，感谢一
直以来与瀚霖生物共同经历风雨，百折不挠，不
离不弃的同仁们，感谢你们辛勤的付出和劳动。

展望 2011年，我们依然信心百倍、踌躇满
志，将继续完善自己，充实自己，健全机制，不断
创新。

衷心祝愿全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
康，生活愉快，事业顺利！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中央电视台：中国生物产业大会已
经连续开了四届，经过这五年的推动和促
进，中国生物产业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地位？另外，咱们生物产业大会是
由政府出面来组织协调的，国外的发达国
家生物产业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欧阳平凯：我们感觉这个大会是很
有必要的。这个平台是政府、企业、科学
家交流的平台，没有政府引导，我估计
生物产业发展还没有这么快。因为中国
工业化走得比较晚，对生物产业背景不
了解。上一届生物产业大会来了 3000
多人，签约项目总投资 240亿元，这是
不容易的。

我们生物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总
体上跟美国、西方国家相比我感觉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们成长很快，转基
因品种三年增加了 73倍，生物材料和
生物能源，这几年发展增长达到 20%。
我估计到 2015年，生物甲烷有可能做
到 500亿立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知道深圳是
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生物产业也是
国家现在确立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一，深圳如何在未来“十二五”规划当中，充
分发挥自己原有生物产业的优势，通过完
善各种政策措施，使得生物产业获得更快
的发展？

许勤：非常感谢你关心深圳生物产业
的发展，也感谢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对深圳
生物产业发展的支持。根据国家相关规划
和政策，特别是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生
物产业政策，我们发布了 2009年到 2015
年七年规划。这次深圳在“十二五”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当中，又把生物产
业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加以扶持和布

局，应该说深圳市委市政府是高度重视的，
把它作为未来的产业增长点和未来的增
长加以培育。

关于下一步的规划和政策，在“十二
五”期间，深圳在生物产业方面要着力推动
四大方面，第一是在创新能力方面，第二是
在国际合作方面，第三是在产业的重点突
破方面，第四是在产业集聚发展方面。

在规划和政策上，我们继续在政府资
源、土地资源、在相关的科技资源等多方
面，向生物产业倾斜。专门设立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项资金，连续七年支持生物产
业的发展，从科研到产业化，以及相关的
应用。去年我们在生物产业领域支持了
200多个项目，我们希望有一批创新成果
在未来一段时期能够出现，一批创新成
果推向产业化，同时也有一批创新成果
形成规模，真正为中国的生物产业发展
作出支撑的贡献，特区应该作出巨大的贡
献。

要进一步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深圳是
一个移民城市，有许多有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的人集聚在深圳，所以深圳的氛围确
实有点像硅谷。在创新能力建设上，我们计
划要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市级工程实验
室和工程中心，以及企业技术中心。形成一
个创新的、覆盖面比较大的、能够形成既有
科研又有学校还有企业参与的针对生物
产业的一个新技术创新体系。

要进一步支持重点企业的发展。像深
圳海王生物、深圳迈瑞、北科生物、华因康
这些企业，要瞄准一批重点企业来支持。

规划一批生物产业的集聚区，特别是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同时结合深圳大盘半
岛生态保护和下一步产业规划的调整，把
生物产业在深圳的东部地区加以布局，这

样形成深圳的东部地区生物产业集聚区，
同时和海洋的技术再结合，形成比较有强
势的基地，再配以技术创新体系，有一个
百强生物企业技术和基地的布局，在空间
和企业领域、技术领域都展开，形成一个
大的体系。
我们希望通过“十二五”期间的努力，

深圳的生物产业规模达到 2000亿元以
上。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上来讲，我们感觉
到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会更好地把外部
资源、国内科研、高校和企业吸引到这儿
来共同发展生物产业。
科学时报：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

年，在“十二五”期间，中科院为国家生物
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科技支撑？
李家洋: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科学

院将在以下面三个方面提供关键的技
术、科技成果：一是农业生物技术方面，
一是在科研生物技术方面，一是在产业
化这方面。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科学
院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支持下，组织
实施了生物技术产业与生物产业促进
计划，也成立了一个生物产业科技创新
联盟，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会进一步加
强这方面。
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我们的重点

是在农作物新品种，包括花卉、园艺、水果
方面，特别是一些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方
面。在科研生物技术方面，我们在能源、环
保、生物及产品等等这些方面会进一步的
支持。在生物医药方面，特别是在抗生素、
疫苗，在重要疾病的检测的手段和技术，
低成本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的研发生产方
面，都将给予更多的支持。总体上来说，科
学院将在“十二五”期间更多地把生命科
学及其相关方面的成果尽快给予转移转

化，再加上金融等其他方面的一些配合，
加快转移转化，从而使国家在农业、工业
和人口健康方面进一步走到国际前列
去。
深圳卫视：请问许勤市长，您在发言

中提到深圳生物产业起步比较早，取得成
绩比较好，在接下来“十二五”期间，生物
产业发展有一些什么瓶颈需要我们去突
破，同时我们还能总结出什么样好的经验
包括教训，供全国其他的地方借鉴？
许勤：深圳生物产业确实有些特点，

我觉得一个是起步比较早，有一批骨干
企业，现在深圳的生物企业突破 10亿元
规模的有 7家，突破 1亿元规模的有 60
家，而且每个企业发展速度都非常快，深
圳的生物产业去年的增长速度是 30%。

（下转 B4版）

□本报记者 包晓凤 龙九尊

中国生物产业大会组委会 1月 21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第五届
中国生物产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以“培
育生物产业，发展绿色经济”为主题的
“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将于 6月
17日 ~19日在深圳市举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

晓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齐让，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中国
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欧阳平凯院士，广
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军，深圳市副市长
唐杰在主席台就座并发表讲话。

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旭，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綦成元、
任志武，深圳市发改委吴优，以及 21个
部委支持单位的领导、18个主办单位的
领导等。同时，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中
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何孝
瑛、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分别就
“基因产业论坛”、“两岸三地中药创新
论坛”筹备情况在会上作了介绍。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深圳卫视等近百家媒
体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李家洋、许勤、
欧阳平凯、张军等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从 2007年开始，中国生物产业大
会的足迹走过了石家庄、长沙、长春、济
南。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生物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国
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生物产业的新业态将逐步形成。第
五届生物产业大会在深圳的举办更是
让我们充满期待。

作为国内首份聚焦中国生物产业
发展的媒体，《中国生物产业》周刊深入
参与了本次新闻发布会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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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将兴建“生物谷”

《深圳晚报》1月 20日报道，深圳市
市长许勤在参加盐田代表团分组审议时
提出，深圳将响亮地提出兴建“生物谷”
的概念，选址将考虑盐田或东部沿海区
域。许勤指出，生物技术本身就是资源，
深圳要把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国家
基因库建设好、规划好，管理好，这样深
圳才能在基因、生物领域占据龙头地位。
许勤表示，深圳“生物谷”可以考虑落户
盐田，或者落户到东部沿海、坝光新兴产
业基地。

西藏将建农牧业特色产业
生产基地

国家发改委网站 1月 20日报道，目
前，“十二五”时期，西藏农牧业将重点建
设游牧民定居工程、青稞生产基地、种子
工程、畜禽良种及良种体系、农业机械化
示范工程、植保植检工程、农户秸秆综合
利用工程、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耕
地质量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农牧业特
色产业发展类项目。目前，农牧业是西藏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
孵化基地获 3500万元支持

《成都日报》1月 16日报道，四川省
申报的 2011年度“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第一批课
题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此次首批 18
项课题获得立项，专项总体组核定经费
达 1.475亿元，经费额度位于全国前
列，西部第一。重点项目包括一类新药
KH903、新型多烯紫杉醇水性制剂、
10%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一类新
药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
（EDS01）等创新药物研究开发，平台和
基地建设重点包括药物安全性评价关
键技术研究与平台建设、新药临床评
价研究技术平台、现代创新生物逻辑
制药孵化基地的建设等，值得一提的
是，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孵化基地
获得 3500万元支持。

秦皇岛市成立国内首家
“芦笋生物炼制实验室”

中国经济网 1月 18日报道，国内
首家“芦笋生物炼制实验室”在秦皇岛
市成立。该实验室由中国科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与秦皇岛长胜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用于加强对芦笋
功能性成分提取工艺和新型食品开发
进行科学研究。针对国内目前在芦笋
加工过程中，由于技术落后造成大量
原材料浪费并污染环境的难题，新近
成立的“芦笋生物炼制实验室”，正在
研发利用超声波分离提取技术，从芦
笋加工废弃物中提炼出芦笋皂苷、芦
丁、多糖等用于生产高档保健食品原
料，剩余废物加工制作成农用肥料参
与再生产，使芦笋从种植到加工形成
一个绿色的新型循环农业产业链。

上海宝山举办生物医药
技术专场对接活动

上海宝山区科委联合宝山科技园
管委会、华东理工大学，组织区内相关
企业参加了 1月 15 日举办的生物医
药技术企业专场咨询活动。华东理工
大学的药学院和生物工程学院聚集众
多生物医药行业的专家教授，承担着
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和上海重大科研计划项目，
一大批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得到
了开发和应用，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活动现场，华东理工
大学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各自研究的技
术领域和最新研究成果，相关企业代
表表示，将围绕具体的项目技术进一
步开展产学研合作。

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抓住机遇促进生物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

培育生物产业
发展绿色经济

21世纪以来，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
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
和迅猛发展。基因重组技术和单克隆抗
体技术得到大量应用，转基因、干细胞、
工业微生物等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涌
现，极大地推动了生物医药、生物农业、
生物能源和生物制造等领域的快速发
展，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健康、
农业、能源和生态环境等重大瓶颈问题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生物

产业发展。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是我国
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2007年国务
院发布了我国第一个生物产业发展五
年规划，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个促
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文件，“十
一五”期间，国家在重大科技计划、高技
术产业化专项、创新能力建设等方面加
大对生命科学研究、生物技术创新和生
物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生

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创新能力显著提
高，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
成果得到广泛应用，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日益壮大，生物产业总产值保持年均
25%左右的快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 10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中将生物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用于重大
疾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和
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创新
药物大品种，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水平。
加快先进医疗设备、医用材料等生物医
学工程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促进规模
化发展。着力培育生物育种产业，积极
推广绿色农用生物产品，促成生物农业
加快发展。推进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开发
示范和应用。加快海洋生物技术及产品
的研发和产业化。国家的宏观导向必将
强有力地促进我国生物产业的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等 18家国家级

协会、学会和科学时报社，联合国家生
物产业基地所在省、市人民政府及有关
媒体，自 2007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四
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
很大影响，成为全社会了解生物技术和
生物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成为产
学研沟通、交流、对接的重要平台，成为
集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促进产业健康
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推动我国生物产业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1年以“培育生物产业发展绿色
经济”为主题，在深圳市举办第五届中
国生物产业大会，社会各界将共同研究
如何加快生物技术创新和生物产业培
育，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为推动我国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作出更大贡献。这既是
对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精神的贯彻落实，也将对我国优化生
物产业发展环境，抓住发展机遇产生积
极作用。
希望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协助下，

在深圳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
主办方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合作下，在各
相关机构的通力协作下，把第五届中国
生物产业大会办成一届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的高水平盛会，成为关注生物产业
发展的各界人士智慧碰撞、合作交流的
重要平台，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产业
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家洋、许勤、欧阳平凯等答记者问

欧阳平凯许勤李家洋 张军

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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