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 省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文 件
吉药发 〔２０２１〕３号

关于印发 «吉林省生物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有关部门,长白

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管委会:

为深入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我省生

物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工信厅组织编制了 «吉林省生物

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

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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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物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生物制药产业是我省优势产业,具有历史悠久、基础深

厚、环境优越等诸多优势,也是我省发展速度快、附加值

高、潜力大的新动能产业之一.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吉林

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医药强省建设

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高质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全省生物制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重要的生物制药产业高地,制

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十四五”期间,推动全省生物制药产业创新能力显著

提高,发展环境更优,产业规模更大,核心竞争力更强.到

“十四五”末期,全省生物制药产业培育年营业收入超百亿

级企业２户,超２０亿级企业５户,培育年销售收入超１００
亿级 “重点品种”１个,１０亿级大品种４个以上.

坚持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建设 “长辽梅

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充分利用长春科研辐射带动核

心作用,发挥科技引领、产业示范、配套服务等优势,以疫

苗、血液制品和基因工程药物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设集研究

开发、产品生产、人才培养、信息服务、资本集聚、创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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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汇聚的生物制药产业基地.依托通化医药产业基础雄厚、

集聚发展明显优势,以建设吉林省向南开放窗口为依托,发

挥制造业集聚优势,提升科技研发尤其是成果转化能力,加

强专业性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将通化打造成以胰岛素和重组

人白蛋白为主要产品的生物制药产业基地.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疫苗和重组蛋白类药物产业链.

１主攻方向.

疫苗类领域:一是加快水痘、流感、狂犬等三大优势产

品的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大;二是加强高密度无血清大规模生

物反应器细胞和病毒培养技术、纳米佐剂、粘膜佐剂、疫苗

制剂配方筛选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三是推动新冠等疫

苗 (针对德尔塔病毒株的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新冠疫

苗)、佐剂狂犬疫苗、无血清狂犬疫苗、HPV疫苗、流脑结

合疫苗、口服轮状病毒疫苗、老年痴呆疫苗、带状疱疹疫

苗、百白破疫苗等在研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蛋白类领域:一是加快胰岛素、生长激素、促卵泡激素

等产品的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大;二是加强细胞生物反应器高

密度高表达悬浮培养技术、蛋白结构分析技术、新型给药技

术等关键技术研究;三是推动门冬胰岛素、德谷胰岛素、赖

脯胰岛素、吉芝元注射液、长效促卵泡激素等产品的研发和

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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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项目.

疫苗类领域:推动国药长春疫苗生产基地２４亿剂新冠

疫苗分包装项目不断释放产能和P３车间、P３实验室、狂犬

病疫苗项目建设;加快百克生物生物制药生产基地、疫苗产

业园,卓谊生物产业园等８个项目建设,总投资５０亿元,

达产后可实现产值２０３５亿元.积极谋划引进飞凡生物、艾

博生物等疫苗项目,不断壮大我省新冠疫苗产能,进一步提

升在国内本领域的优势.

蛋白类领域:推动东宝药业３０００万支门冬胰岛素、生

物产业园项目,钻智生物２００万支吉芝元注射剂新药项目,

津升制药１０００万支胰岛素生物制药项目等４个项目建设,

总投资５６２亿元,达产后可实现产值１８７亿元.

３推进措施.加快改扩建项目建设.加快新冠疫苗分

包装、P３车间、金赛药业产业园项目、东宝生物医药产业

园项目等改扩建项目建成投产,扩大产能并占领市场.支持

企业技术升级.鼓励企业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进一步应

用先进制造技术和装备,提升关键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规

模化和体系化领先优势.支持品种二次开发.支持胰岛素、

生长激素、灭活 (减毒)疫苗等产品开展鼻喷、口服等新剂

型研究,减少用药痛苦,不断提高产品渗透率.支持生长激

素开展新适应症研究,拓宽市场维度.拓展国际市场.加快

产业链全球布局,鼓励企业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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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销网络,提高国际市场运营能力.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

路”国家、非洲或其他适宜地区投资合作,积极开拓新兴医

药市场.

(二)壮大细胞因子药物产业链.

１主攻方向:一是加快现有重组人干扰素、重组人白

介素－２等产品的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大;二是加强重组蛋白

表达技术、新型细胞培养、纯化、工艺控制技术体系等关键

技术研究.三是推进红细胞生成素、表皮生长因子、长效干

扰素和重组人白介素－１１等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

２主要项目:推动博大伟业３００万支白介素－１１产业

化项目尽快投产,总投资２亿元,达产后可实现产值１０亿

元.谋划引进特宝生物细胞因子项目 (包括长效干扰素、细

胞刺激因子、白介素－１１)和四环生物细胞因子项目 (包括

人促红素、白介素－２、细胞刺激因子).

３推进措施.降本增效提高竞争力,支持企业应用新

型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实现降本增效,提高产品竞争力.

鼓励提高产能和生产负荷.支持长春生物所和海伯尔生物提

高干扰素等产品生产负荷,支持金赛药业恢复人粒细胞刺激

因子、巨噬细胞刺激因子等产品生产.引进大型细胞因子生

产企业.积极引进三元基因、特宝生物、四环生物等大型细

胞因子企业在我省建设项目.

(三)补足血液制品和抗体药物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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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主攻方向.

血液制品领域:一是积极恢复我省血液制品生产能力;

二是重点推动提高人体血浆分离提取技术水平,提高血浆综

合利用率;三是加快研究血浆替代产品,摆脱血源供应量

限制.

抗体药物领域:一是推动治疗性地诺、阿达木、金妥昔

等抗体药物的开发与产业化.二是加强同一靶点协同增强功

能的抗体制备技术以及 ADC抗体药物筛选等关键技术研

究.三是重点发展针对肿瘤、免疫类疾病的新型抗体药物,

新一代免疫检测点调节药物,多功能抗体、纳米抗体、抗体

偶联药物 (ADC),发展抗体与其它药物的联用疗法.

２主要项目.

血液制品领域:推动通化安睿特２００吨重组人白蛋白生

产基地项目建设,总投资３０亿元,达产后可实现产值５０亿

元.加快批准榆树和农安两个血浆站建设.加快引进国药集

团天坛生物血液制品项目,谋划引进与上海新兴血液制品

项目.

抗体药物领域:推动康宁杰瑞２００万支单克隆抗体产业

化项目、安沃高新２０００升抗体药物产业化项目等项目建设,

总投资２３８亿元,达产后可实现产值７０亿元.谋划引进康

宁杰瑞 (苏州)抗体药物项目和上海君实生物抗体药物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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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进措施.恢复血液制品生产能力.支持血浆站建

设,开展单浆站试点设置工作.积极通过重新申请文号、引

进天坛生物血液制品项目等方式获得生产资格,推动血液制

品尽快投产上市.引进大型血液制品企业.支持国药中生与

安睿特合作,加快引进国药集团、华兰生物等有资质有实力

的大企业,共同建设血液制品项目.应用基因工程技术.加

快基因重组技术的应用和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研制,推动安

睿特生物和国药集团加快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建设国内最

大的百亿级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满足临床和重大社会需

求.加快创新进度.支持我省企业加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合作和购买国内外生物制药CRO 服务,补齐企业自身技术

短板,缩短产品从研发到商品化、市场化的周期.

三、政策措施

(一)加大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关于推进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发展规划

实施的若干政策»等现有政策.全面落实国家赋予生物制药

产业发展的各类税费减免优惠政策.进一步明确细化各部门

工作任务,制定本地区推动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的具体实施细

则和服务规程,并纳入政务公开范畴,严格执行. (责任部

门: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厅、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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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负责)

(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根据生物制药产业不同领域

的特点,重点谋划建设一批强链、延链、补链项目.推动资

金、土地、能源、指标等相关要素资源和审批、用工、用料

等保障服务向重大项目集聚,促进项目落地和实施. (责任

部门: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药监局分工

负责)

(三)强化新品种研发.针对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研

制一批符合国际药品规范和要求的高端药物制剂.支持现有

产品开展新适应症研究,指导企业积极申报FDA、EMA等

国际机构注册,拓宽市场维度.重点攻克吸入给药制剂、新

型注射剂等先进剂型. (责任部门:省科技厅、省药监局分

工负责)

(四)推进产学研合作.支持生物制药企业自建或与研

发机构共建企业技术中心,参与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中试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围绕我省生物制药技

术优势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和院校协同

建立创新技术平台.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力争突破一批共性

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我省企

业通过合同生产方式,积极引进创新品种,委托开展研发生

产活动.(责任部门: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

省药监局分工负责)

—８—



(五)培育行业领军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引

导长春高新、修正、敖东、东宝等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国

内外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拓展产品种类,提升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打造一批国际化程度高的大型生物制药

领军企业.积极推动国内外重点生物制药企业在我省产业布

局,建设新项目和研发平台,实现新产品、新技术和供应链

落地我省.支持长春生物所、吉林四环等企业承接国药、四

环等大企业创新品种的生产任务,丰富产品种类,提升科技

含量,优化产品结构. (责任部门:省科技厅、省工信厅、

省商务厅分工负责)

(六)加强财政金融支持.研究完善引导生物制药企业

加大长期研发投入的财税金融激励机制.支持各类天使、风

投、创投基金在向生物制药产业集聚,满足不同阶段生物药

企业的融资需求.鼓励金融机构对生物制药产业发展提供融

资支持,引导担保机构积极提供融资增信服务.发挥省级相

关专项资金和基金的作用,支持生物制药创新和转型升级.

支持符合条件的生物药企业省内外上市融资. (责任部门: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长春中

心支行、吉林银保监局、吉林证监局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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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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