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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晨报-厦门网记者 叶子申

在厦门海沧湾畔，一片总规

划面积6.5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正上演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

新故事：培育出了特宝生物、万泰

沧海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更构

建起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

生态。

作为连续6年跻身全国生物

医药园区综合竞争力前15强的核

心载体，厦门生物医药港书写了

一部从“政策试验田”到“产业森

林”的进化史，也见证着厦门生物

医药产业从弱到强的华丽蜕变，

成为推动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

甘蔗地旁诞生领军企业
20世纪90年代，生物制药在

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1996年，

特宝生物在厦门海沧的一片甘蔗

地旁成立，点燃了创业的第一把

火，成为当时全省首个基因工程

项目、海沧第一家民营生物医药

企业。

创业初期，条件艰苦。“那时，

研发团队就住在工地上，吃盒饭、

睡工棚，但凭借着对生物医药事

业的热爱与执着，大家全身心投

入研发工作。”特宝生物董事长孙

黎回忆说。

付出总有回报。1997年，特

宝生物研发的首个产品特尔立上

市销售，填补了国内空白，此后更

是不断突破，成功研发出全球首

个40kD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注
射液“派格宾”，打破了同类进口

药物长期垄断的局面，成长为中

国聚乙二醇蛋白质长效药物领域

的领军企业，并成功登陆科创板。

特宝生物的成功，是厦门生

物医药港发展的一个缩影。厦门

海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经过多年培育，厦门生物医

药港迎来了创新爆发期，创新成

果百花齐放。如今，厦门生物医

药港已成为汇聚512家生物医药

企业、产业规模314.58亿元的产

业高地。“这里培育了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10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9家，形成了以诊断

试剂、植介入器械为特色的医疗

器械产业集群。”海沧区科技和工

信商务局相关人士表示。

多维赋能解决企业“痛点”
走进厦门生物医药港，创新

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汇聚了众多

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生物医药

企业：万泰沧海成功研发全球首

支重组戊肝疫苗、研发国内首支

宫颈癌疫苗并实现量产；艾德生

物开创我国肿瘤伴随诊断产品在

日本获批上市并进入当地医保的

先例；大博医疗研发出可折弯近

90度、能上百次折弯且满足固定

强度需求的新型材料接骨板……

据海沧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

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海沧全区已

申报进入和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

在研新药品种超55个，占全市

86%；2024年，新增第三类医疗器

械产品116个，同比增长73.13%。

创新爆发的背后，是政策、审

批、服务的多维赋能。近年来，包

括海沧区在内，我市将创新作为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从政策、审批、沟通、产学研等

多个维度发力。据悉，近三年来，

海沧区年均安排1.5亿元专项资

金，支持企业创新产品研发、转

化，鼓励企业建设创新研发平台，

并完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在审批服务上，全省首创在

厦门生物医药港设立省药监局

“一站一部两中心”，实现12大类

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就地办理，

80%的事项即来即办，大大提升

了创新成果转化效能；在沟通机

制上，全省首创在厦门生物医药

港设置“进不了窗口”事项综合服

务中心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分

中心，整合政府各部门服务，精准

解决企业痛点。

“过去，我们在创新药物临床

应用过程中遇到了堵点，‘进不了

窗口’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分

中心得知后，通过搭建医企交流

平台等方式，第一时间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特宝生物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此外，海沧区积极推进产学

研医用深度融合，与多所高校、科

研院所及医院开展合作，举办企

业管理提升研修班，建立战略联

盟，并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合作，探

索新发展路径，还将惠民项目与

本地新优药械推广融合，以民生

需求驱动产业创新。

多元平台激发研发活力
在厦门生物医药港内，一批

企业在加速核心技术攻关的同

时，还主动延伸创新链，构建服

务平台矩阵。这种模式不仅有

效解决了初创企业面临的研发

设施短缺等痛点，更折射出海沧

活跃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

环境。

“我们过来送检非常方便，开

车只要5分钟。”万全万特制药公

司送检负责人的话语，道出了众

多企业对厦门化学创新药研发平

台的认可。这个位于厦门生物医

药港的平台由力品药业运营，已

孵化出4个核心技术子平台，为园

区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研发提

供了重要支撑。“在平台的设备预

约群里，几乎每天都有预约的消

息。对园内的企业来说，有的甚

至只需要步行的距离，就可以完

成实验的关键环节。”力品药业相

关负责人林智超介绍说。

此外，越来越多样化的平台

为海沧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

更加专业多元的个性化服务。今

年4月，厦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心海沧大数据实验室正式启用，

建有生物信息分析平台、真实世

界证据研究平台、药效评价平台

等多个创新性平台，为生物医药

企业、科研机构等提供数据支撑

和技术服务。

“未来，海沧将持续探索建立

更加多元的服务平台，精准对接

企业不同需求，持续助力企业更

加精准地聚焦临床需求，缩短创

新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为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海沧区科技和工

信商务局相关人士说。

铺设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创新路
厦门生物医药港汇聚512家生物医药企业，创新成果百花齐放

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 通讯

员白文斌）6月10日，“丝路海运”

电商快线迎来开通三周年重要节

点。当日，在厦门海关下属东渡

海关的监管下，662个满载跨境

电商产品等货物的标准集装箱顺

利完成装船作业，该航线货轮准

时起航驶往菲律宾马尼拉港。至

此，“丝路海运”电商快线集装箱

吞吐量累计突破10万标箱。

作为我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

的“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

平台建设的重要成果，该条以厦

门至马尼拉为代表的“丝路海运”

电商快线，可精准满足跨境电商

货物批量小、批次多、时效强的进

出口需求，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

了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解决

方案。

据厦门海关统计，自2022年

6月开通以来，“丝路海运”电商

快线共运行152艘次，集装箱吞

吐量超10万标箱，货值164.90亿

元。其中，出口跨境电商货物共

计225.74万件，主要包括箱包、鞋

服、日用品、健身器材等品类。

“我们在菲律宾开设加工厂，

主要从厦门出口国产T恤到菲律

宾进行二次加工，跨境电商平台

要求须在客户下单24小时内发

货。”选择厦门至马尼拉“丝路海

运”电商快线的厦门千帆海电子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厚知介绍，“这

条快线点对点直航，2天就能到

菲律宾，既能满足发货时效，也能

减轻企业的资金占用压力。”

晨报讯（记者林雅婷）6月
10日，一批价值约120万元的

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品运

抵厦门象屿综合保税区，这是

全国首批塞尔维亚“组团进口”

产品，也标志着中塞自贸协定

生效以来，福建省首次进口塞

尔维亚农食产品。

2024年7月1日，中塞自

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

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

自贸伙伴。今年3月，中塞双

方首次联合组织塞尔维亚集装

箱出口至中国，由贝尔格莱德

运抵厦门口岸。经三个月的漂

洋过海，这批装载塞尔维亚葡

萄酒、果汁、蜂蜜等特色农食产

品的集装箱抵达厦门象屿综合

保税区。

塞尔维亚与厦门有着深厚

的情缘。自2019年起，塞尔维

亚共和国政府多次参加中国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丰富

多样的对接活动，积极宣介中

塞自贸协定、米哈伊洛普平工

业园区等重大合作政策和项

目，有力推动了两国经贸合作

走深走实。

“丝路海运”电商快线成绩亮眼
开通三年以来共运行152艘次，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万标箱

塞尔维亚产品“组团”抵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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