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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为加

快推进厦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完善生物医药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服务链，

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全力打造特

色鲜明的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厦门市人民政府日前发布《厦

门市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共5大方面24条措施，不少

都是通过“真金白银”奖励企业和

项目。《措施》自2023年11月20

日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 12月

31日。

《措施》对开展临床试验和在

本市进行转化的创新药、改良型

新药、仿制药，按照其研发进度分

阶段给予奖励。对在本市转化的

创新药（1类生物制品、化学药、

中药及天然药物）完成临床前研

究的，按照研发投入最高不超过

40%的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

400万元的奖励；完成Ⅰ、Ⅱ、Ⅲ
期临床试验的，按照研发投入最

高不超过40%的标准，分别给予

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2000万

元、3000万元的奖励；完成境外

临床研究的，按照其研发投入最

高不超过40%的标准，给予最高

不超过300万元的奖励。

对重点引进的创新药和改良

型新药产业化项目，完成品种转

移手续后，对其引进前完成的临

床各阶段研究（不含临床前研

究），可参照上述政策予以奖励。

单个企业享受上述政策每年支持

额度最高不超过1亿元。

对取得境外ICH成员国注册

批件或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

（WHO PQ）的创新药、改良型新

药，按照类别每个品种分别给予

300万元、150万元一次性奖励，

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600万

元。

《措施》支持创新产品产业

化。对取得创新药（含1类生物

制品、化学药、中药）、改良型新药

（含 2 类生物制品、化学药、中

药）、仿制药（含3类、4类生物制

品、化学药）药品注册证书并首次

实现产业化，累计销售收入达到

100万元的，按照类别每个品种

分别给予1000万元、500万元、

300万元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支

持额度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

按照《措施》，支持高校、科研

院所、企业建设与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创新平台。

对新认定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分别给予1000万

元补助，对新认定的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给予500万元补助。

晨报讯（记者 仇慧亮）作为

厦门综合管廊的“智慧中枢”，厦

门市综合管廊运营管理用房项目

近日已正式完工，正进行竣工验

收手续办理，预计2024年8月投

入使用。

厦门市综合管廊运营管理用

房项目位于马銮湾新城灌新路与

新阳大道交叉口西北侧，占地面

积2997.3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649.16平方米。项目为6层市

级应急指挥调度用房，包括调度

中心、监控中心、数据中心、科普

教育基地、马銮湾片区管廊管理

房、马銮湾水闸管理房、管理技术

中心及相关配套工程等。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建

成后，将实现全市综合管廊统一

管理和指挥调度，建立市、区两级

智慧管控模式，达成综合管廊规

划、建设、运营、维护的全生命周

期智慧化管理。此外，项目还将

打造成一个开放型、服务型的管

理运营中心，并作为国内外管廊

技术探索的展示门户、厦门管廊

成果交流及培训平台、国内管廊

科普教育基地等，可办理各类管

线客户入廊手续。

《厦门市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日前发布

研发创新药 最高奖3000万元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改扩建项目

投资概算获市发改委批复，项目

投资概算约1.36亿元。

据悉，该项目位于松柏屿后

南里238号，即厦门市社会福利

中心现有用地红线范围内。主要

建设内容为拆除场地内部分原有

建筑物，新建1栋9层医养康复

综合楼，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0846.4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16795.36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4051.1平方米。

据了解，厦门市社会福利中

心是全市唯一一所综合性公办社

会福利机构。此次改扩建将开放

东南侧不规则用地空间，使场址

整体空间形态更加错落有致。

新建的医养康复综合楼底层

局部架空两层，在保留园区内部

旧有道路通行的同时，构建大空

间架空活动场所，为园区创造别

样的室外活动场地。项目将通过

一定程度的转角布置，与东侧北

附楼通过连廊相连，实现资源共

享；结合入口空间设置架空，将康

复休闲广场延续至建筑内，为老

年人提供更为舒适的治疗养老

环境。

社会福利中心将改扩建
新建一栋医养康复综合楼

综合管廊有了“智慧中枢”
运营管理用房预计明年8月投用 晨报讯（记者 宗琴）昨日，

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

配套活动——音乐剧产业发

展大会在集美区星巢越中心

召开。

本次音乐剧产业发展大会

聚焦文化产业融合与创新探讨

音乐剧产业的未来，探讨中国

音乐剧产业大变革趋势下市场

的资源重组、产业重塑，共同展

望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创新性

发展的美好未来。

活动现场，来自中国音乐

剧行业的各类代表纷纷发言，

深度剖析音乐剧行业痛点，务

实探讨产业发展。

同时，现场“海峡两岸音乐

剧产业基地”授牌。主办方表

示，希望海峡两岸音乐产业基

地的启动与建设，为加快“文

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

的建设助力，为两岸音乐剧产

业的合作与交流提供更多

机遇。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昨

天上午，火炬集团旗下厦门海

洋高新城建设有限公司以

3990 万元顺利竞得翔安区

13-18西溪片区2023XG09-

G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为厦门海洋高新区

首个工业地块，位于翔安区

13-18西溪片区金翔大道与九

万堂路交叉口西北侧，总用地

面积81905.947平方米，地上

建筑面积最高可达24.57万平

方米。

据悉，该地块将打造海洋

高新区首个招商载体，将助力

园区打响海洋产业品牌，推动

园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据

厦门海洋高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表示，目前已有一批优质企业

意向进驻园区，他们将协同指

挥部持续聚焦发力，积极招商

蓄客。

综合管廊运营管理用房已建设完工。记者仇慧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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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产业发展大会昨举行

海洋高新区出让一工业地块

晨报讯（记者 钟宝坤）近
日，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

究课题组、国信中小城市指数

研究院对外发布2023年中国

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

成果，并发布了2023年度全国

百强县市区系列榜单，厦门集

美区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全国新

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区三个榜单

中上榜，分别位列第99位、第

69位和第75位。

据了解，综合实力指数指

标体系立足践行新发展理念和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新时

期中小城市发展特点，从经济

发展、创新驱动、生态环境、民

生福祉、城乡治理5个方面进

行评价，下设15个二级指标。

集美区位列第99位，此外福建

的福州鼓楼区、龙岩新罗区和

福州长乐区也上榜百强。

集美上榜全国百强县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