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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外 生 物 经 济 新 动 向  
 

5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生物安全 4 大重点

发展领域。美国麦肯锡研究院报告分析预测,生物革命将在未来

10-20年内产生 2 万亿-4 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影响。 

目前全球已有 50多个国家发布了发展生物经济的相关政策,

一些国家在发展生物经济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美国注重

提高生物经济的战略地位；英国重视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德国

明确以基础研究为重点；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优先布

局医药、材料、制造等领域前沿生物技术；芬兰、阿根廷等优先

推进绿色、蓝色生物经济战略。总体来看，全球生物技术突破主

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人类疾病治疗和健康管理水平。比

如，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免疫治疗等防治方法及临床转化；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疾病预防、药物研发和远程医疗等方面的健康

应用纵深发展等。二、材料、能源和产品可持续生产的实现。合

成生物的突破有可能变革人类物质生产加工方式，与高通量组学

芯片技术、基因组人工设计技术、生物传感器等现代生物技术的

融合和工程化应用,将极大地拓展产品与服务的品类与功能。三、

农业生产力水平和食品质量的提高。遗传改良与先进育种技术、

固氮技术不断发展,智慧农业、垂直农业、植物工厂等新型应用

推进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等。四、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

候变化。比如，利用生物炼制的新理念来优化生物质的整体利用

水平,发展可再生循环经济。 

国内，一些省市也在行动。比如，去年 9月，四川省出台《四

川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围绕生物农业、生物

医药、医疗健康装备、生物能源和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生物产

业体系，加快提升生物领域自主创新能力。11月，湖北省出台《湖

北省生物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生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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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生物农业、生物医学工程以及生物服务业等生物核心产业总

规模突破 6500 亿元。今年 3 月，随着《黑龙江省“十四五”生

物经济发展规划》出台，黑龙江省科技厅表示正在研究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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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随着生物制药、生物基材料和化学品、生物农业和未

来食品等领域技术突破，以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为代表的生

物经济也将促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迎来第四次浪潮。（来源：安

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杨秀丽整理） 

 
上海市出台针对性措施助力科技企业纾困解难 

 

上海于 4 月 2日发布了《全力支持科技企业抗击疫情健康发

展的若干措施》。一是发挥财税政策支持作用。面向科技型中小

企业，将科技创新券使用额度提高，对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科

技企业和人才，优先支持其申报有关科技项目。二是推动科技金

融助企纾困。为申请无还本续贷、展期的企业开通绿色通道，鼓

励合作银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降息降费。同时，采取全线上

“申请、受理、推荐”方式，向银行推荐科技企业，加速贷款审

核。三是快速响应企业项目申报需求。对于惠及面广、关注度高

的计划项目，适当放宽要求，延长填报时间。四是优化科技创新

政策服务。疫情期间，上海优化不见面审批，实施惠企便捷服务。

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有关证明事项改为了告知承诺方

式，减免专利证书等申请材料。在外国人才服务方面，推出了“视

频核验+远程受理”临时应急措施，开通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绿

色通道。（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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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车规级芯片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启动运行 
 

    5月 8 日，湖北省车规级芯片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启动运行。

旨在发挥政产学研合力，实现车规级芯片完全自主定义、设计、

制造、封测与控制器开发及应用。 

    据介绍，该联合体由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武汉

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理工大学等 8家企事业单位共同组成。该创新联合体将

通过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百万辆级规模汽车芯片应用需求拉

动，组建国内领先的汽车芯片产业链，研发与应用汽车 MCU与专

用芯片，打造全国领先、具备湖北特色的汽车芯片产业集群。 

汽车是湖北工业第一大支柱产业，有望成为该省首个产值超

万亿元的工业产业。车规级芯片自主可控，是实现汽车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 

今年 1月以来，湖北已先后启动先进低碳冶金、传统医药和

光纤激光器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年内还将有新一代网络及数字

化、生物医学成像等 2家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启动。 

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刘治田表示，推进湖北省产业技术创新

联合体建设，是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51020”现代产业集

群的一项重要举措，创新联合体将以“五个一”的模式推动产业

技术创新发展，即实施一名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面向一个主攻方

向，打造一个高水平研发团队，带动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

创新，推动一个产业集群共同发展。（来源：科技日报） 
 

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送：各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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