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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厦门造”三款重磅新

药——馨可宁®9（九价人乳头瘤

病毒疫苗）、瑞坦宁®（注射用磷罗

拉匹坦帕洛诺司琼）、益佩生®（怡

培生长激素注射液）正式获批上

市，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凸

显了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实

力与发展活力。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4 年

底，全市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集

聚企业1700多家，全年实现产值

840亿元。厦门这片充满活力的

创新热土上，正在书写生物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产业集聚
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

“近年来，厦门市通过规划引

领、政策扶持、产业集聚等一系列

举措，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

展。”厦门市科技局相关人士说。

早在2003年，厦门就将生物

医药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

扶持发展。此后，厦门不断优化

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持续完

善生物医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和服务链。2022年，

在“4+4+6”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中，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再次被列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

产业集聚效应显著，为企业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万

泰沧海董事长李世成深有感触地

说：“产业集聚让我们和同行可以

优势互补，推动大家走差异化、专

业化发展道路。”坐落在厦门海沧

生物医药港的万泰沧海，依托产

业集聚优势，建立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疫苗技术平台，不仅研

制出全球首创的重组戊肝疫苗、

国产首支宫颈癌疫苗等重磅创新

产品，更成为国内首家借助独创

技术与国际顶尖疫苗企业共同开

发重磅疫苗的企业。

如今的厦门，生物医药产业

已形成规模效应。截至2024年

底，全市集聚生物医药与健康领

域企业1700多家，其中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695家，规模以上企

业435家，未来产业骨干企业63

家，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27家，

上市企业11家。

优化生态
构筑企业成长“快车道”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飞速发

展离不开持续优化的产业生态。

作为厦门首家拥有大型医疗器械

制造专利技术的公司，索诺利负

责人徐志城对此感受颇深：

“2020年公司成立后，厦门生物

医药港就将我们列为重点引进项

目，提供独栋厂房、政策优惠及资

源渠道扶持，让我们能够专注研

发和生产。”

索诺利专注于高端医疗器械

国产化研发，引进法国碎石机核

心专利技术并实现国产化组装。

一旦产品获得注册证投入市场，

公司销售规模将迎来爆发式增

长。而这一切，得益于厦门市在

医疗器械研发和审批方面的政策

优势。

近年来，厦门不断完善生物

医药产业生态环境，着力提升药

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效率。福

建省药监局在厦门设立审批服务

窗口以及药品审评分中心、药品

审核查验分中心、医疗器械检验

检测分中心，为企业提供便利。

在审批权限改革方面，厦门

在全国首创“审批资源下沉园区”

模式，争取国家药监局支持福建

探索监管创新政策，推动福建省

药监局在海沧区设立“一站一部

两中心”，实现厦门地区医疗器械

延续注册“即到即审”。截至今年

4月，“一站一部两中心”已办理

“两品一械”行政许可业务4171

件，提供指导帮扶等服务270余

次。

厦门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

才。2008年，艾德生物创始人郑

立谋怀揣“缩小中西方在肿瘤精

准检测方面差距”的梦想从海外

归国，在厦门创立艾德生物。艾

德生物总经理罗捷敏说，在他们

公司，不少员工都获得了市、区多

项人才政策的支持，如今这些人

才已成为企业骨干乃至高管。

此外，厦门还以“临床可及、

医保可付、市场可达”为目标，积

极拓展市场空间，构建起从产品

上市到推广的开放市场生态，畅

通多款医药产品的“入院路”。

政策扶持
激活创新发展“原动力”

在生物医药创新赛道上，厦

门蓝湾科技用10多年时间实现

从技术追赶向全球领跑的跨越。

2024年，其研发的全球纯度最高

的硫酸氨基葡萄糖药品获批上

市，为骨关节炎患者带来希望。

谁能想到，此前国内高纯硫酸氨

基葡萄糖生产技术一片空白，完

全依赖高价进口。蓝湾科技团队

历经上千个日夜的钻研，于2008

年成功实现氨糖规模化生产，将

原料成本降至传统工艺的 1/

10。正如公司董事长林秀芬所

言，唯有突破核心技术才能打造

更多“中国药”。

近年来，厦门将生物医药产

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引

擎，统筹全域创新资源，贯通“基

础研究—中试孵化—产业转化”

全链条，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能。尤其是在产学

研合作基础上，厦门积极与国内

顶尖高校、高端医疗资源合作，厦

门大学夏宁邵团队与万泰沧海构

建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合

体，成功孵化出全球首支戊肝疫

苗、国产首支宫颈癌疫苗等重大

成果。万泰沧海总经理潘晖榕

说，正是通过和厦大团队的长期

合作，公司得以克服一个又一个

困难，研发出更多创新的疫苗。

当下，这样的创新故事还在

持续发生。去年，厦门市科技局

印发《厦门市加快推进生物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

则》，以“真金白银”扶持壮大产业

集群。根据该细则，创新药研发

最高可获3000万元奖励；改良型

新药研发最高可获1500万元奖

励……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

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厦门生物

医药产业加速涌现新业态、新模

式、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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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美食同根同源，承载着

舌尖上的乡愁记忆，维系着海峡

两岸人民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

为推动闽台食品产业融合发展，

以标准引领推动两岸食品行业深

化合作，由厦门市食安办指导，市

市场监管局、厦门日报社主办的

“‘鹭’享食安”闽台食品供厦标准

宣贯活动昨日举行。

活动聚焦《供厦食品 焙炒咖

啡》《供厦食品 凤梨酥》《供厦食

品 牛轧糖》等闽台食品特色标

准，吸引政府部门、企业代表、行

业专家等共探食品安全与产业升

级路径，为闽台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今年是深化供厦食品标准体

系建设的第七年，厦门已形成覆

盖“标准建设—产品评价—源头

审查—全程监督”的完整闭环。

截至目前，厦门已发布149项供

厦食品标准，其中8项标准与闽

台食品相关。19个品牌、107款

闽台食品已通过供厦食品申请评

定，加入“鹭品”行列。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新一

批达标企业颁发“鹭品”授权证

书，闽台食品供厦标准展区集中

展示68款“鹭品”授权产品。市

食安办相关负责人指出，供厦标

准始终坚持“高于国标”原则，此

次聚焦闽台特色美食，正是以标

准引领行业在原料把控、工艺革

新、品质管理上提质升级。例如，

《供厦食品 焙炒咖啡》团体标准，

对原料的感官和理化指标，微生

物、农药残留限定，包装、标签、运

输、贮存等，均有更严苛要求，助

力企业以优质产品抢占市场先

机。

作为供厦食品标准的积极践

行者，厦门多威海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多款咖啡产品已成功进

入“鹭品”行列，展现出强大市场

竞争力。自去年10月该公司的

咖啡产品获“鹭品”授权后，销售

额从此前的月均不足50万元跃

升至月均超150万元，总销售额

突破1113万元。“授权带来的不

仅是品质背书，更是真金白银的

市场回报。”该公司董事长说。

厦门市餐饮协会秘书长曾升

表示，获得“鹭品”授权能进一步

提升闽台食品的附加值，增强市

场竞争力，对两岸融合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市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标准共建、产业共促，不仅能

传承传统美食文化，更能探索“标

准互认、产业互补”的融合路径。

未来，厦门将持续拓展供厦食品

标准覆盖领域，推动更多闽台特

色食品纳入“鹭品”体系，让承载

乡愁的美食成为联结两岸情感的

纽带，以“舌尖上的共鸣”深化文

化认同与产业合作。

获“鹭品”授权闽台食品达107款
供厦食品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两岸食品行业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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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达标企业获颁“鹭品”授权证书。吴家新摄

创新驱动产业“蝶变”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崛起，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