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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国家大力发展生物产业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实施为契机，继续围绕推进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和服务民生科技创新两条主线，聚焦公共卫生、新药创制、农业与食品安全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

进步与创新。新一轮《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4―2017年）》发布实施。着力加快

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联盟建设，整合国家化合物库、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等22家研究机构的技术优势，形成覆盖药物研发

与产业链的全流程专业技术服务。重点任务和项目稳步推进。围绕化学药物、生物制品、中药、医疗器

械四大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前瞻性布局新药临床前及各期临床、中药大品种的二次开发，以及高端医疗

器械产品研发等一批攻关项目；聚焦发病率高、危害程度大的疾病组织联合攻关，布局实施了乳腺癌、

白血病、结直肠癌、儿童结构畸形、肺癌、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的防治研究等系列重点项目，多项重点产

品和技术取得突破。科技惠农持续发力。聚焦种源科技创新，重点加强蔬菜、高档花卉、特色水产等农

业新品种的种质研发，育成一批动植物新品种并在上海郊区示范推广；围绕区县农业科技发展需求，重

点加强全市水源地农作物秸秆处理、蔬菜生产机械化等科技攻关。

2.1 健康上海

第二部分 创新引领发展

6月30日，全球首条胶囊内镜机器人大规模生产线及销售展示中心正

式落户浦东金桥开发区。这个小小的胶囊机器人集成了各种各样的传感

器，在独创的磁场精确控制技术的作用下，使被动式胶囊内镜变为“有眼

有脚”的胶囊机器人。患者只需吞服一粒胶囊内窥镜，经过15分钟左

右，医生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受检者的整个胃部情况，无痛、无创、无感

染、无死角的胃部检查即可完成。胶囊机器人现已成功应用于数十家国内

知名医院及美年大健康、爱康国宾等大型专业体检中心。

全球首条胶囊机器人百万粒生产线落户金桥

6月，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成功完成首例临床试验。从获悉质子重离子这一代表当前国际放疗领

域先进水平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尖端技术，到引进设备、建成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治疗，上海用了10年

的时间，建成中国第一家、全球第三家拥有质子重离子放疗技术的医疗机构。质子重离子放疗是运用质

子或重离子射线治疗肿瘤的一种手段，整个治疗过程相当于对肿瘤的“立体定向爆破”，能够对病灶进

行强有力的照射，同时又避开照射正常组织，实现疗效最大化。

建成中国第一家、全球第三家质子重离子医院

启动项目前期调研，实地考察7个国
家的17个质子、重离子中心和科研
机构，形成各类调研论证报告16份

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进行
严谨的科学论证，选择引进
质子重离子系统设备

市委书记韩正率队考察
日本国立放射医学研究
所重离子治疗中心

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基建
工程竣工、基地移交

首例前列腺癌临床试验病例治
疗完成，标志着上海质子重离
子医院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例头颈部肿瘤患者完成质子射
线治疗后顺利出院，35例临床试
验病例治疗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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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经济总量2030.36亿元，同比增长8.1%。在医药商业和研发服

务外包领域，上海已经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制造业领域正加速从传统、低端的化学药制造向高端、高效

的生物制药及高端医疗器械制造转型，初步形成了制造业、商业和服务外包业“三业并举、协同发展”

的格局。

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增长

完善组织保障，确保各项部署有效落实

新药研发

国家层面：召开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

全市层面：依托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办公室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新药生产批件7个

申报新药证书21个，其中1类新药8个

获新药临床研究批文18个，其中1类新药获
批进入3期临床3个

医疗器械
74个3类医疗器械产品提交注册申请

对接重大专项，争取部委支持，优化布局

承担国家重大新药专项项目和经费均占专
项总数的20%

获批立项23项，经费2.3亿元

获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区域集聚发展示范工程”试点

布局创新抗体药、微创医疗器械研发等科
技攻关项目

强化顶层设计，提供产业发展有力保障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4—2017年）》

《关于促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2014版）》

适度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加快产业基地的建设

拓展产业布局新空间：嘉定区新增5平方千米，浦东、闵行、奉贤等区新增3.5平方千米

调整园区产业结构：金山、奉贤、青浦与浦东建立信息交流和产业项目推荐、研发成果
                                转移的对接机制

推进重大产业化项目建设，确保产业发展后劲

完成生物医药领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8亿元

上海生物制品所新生产基地、微创医疗新大楼、联影医疗研发生产基地等建成

强生、安进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等落户
制定规划

政策

提升创新
能力

部署重点
工作

更加注重产业发展质量

更加注重企业主体培育

更加注重产业创新能力

三个更加
注重

六大重点
任务

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制造业

积极做大医药商业

加快发展研发外包服务业

聚焦支持企业发展

重点培育做大产品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

5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考察位于嘉定的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联影用短

短 3 年的时间让民族品牌在世界医疗器械行业占据一

席之地。自主研发的 11 款高端影像产品已获国家注

册认证并成功推向市场。其中，联影 96 环超清高速

PET-CT 以分辨率和扫描速度的双重突破，填补了国

际空白；高均匀度大孔径 1.5T 超导磁共振采用了自

主研发的国际上最均匀的超导磁共振磁体，树立了

1.5T超导磁共振的国际新标杆。同时,代表国际水平、

中 国 首 创 的 128 层 CT、112 环 PET-CT、3.0T 

MRI 等产品也即将获批进入市场。

民族品牌腾飞，加速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

探索，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验证“上海模

式”——新型“基于二次培养的香菇工厂化

生产工艺”。这种模式在选育专用香菇品种

的前提下，彻底摒弃传统香菇用菌袋生产菌

棒的模式，实现香菇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全

程机械化操作，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幅提高

了自动化程度和劳动效率。目前该模式已进

行了小试和中试，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示范正

在有序推进。

香菇工厂化生产“上海模式”取得突破

2014年，继续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总体要求，重点围绕能源与海洋科

技、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科技成果的系统集成、推广

应用和综合示范，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着眼社会民生热点，强化顶层设计，多方联动促进科技惠

民见实效。如布局宝山区南大地区、普陀区桃浦工业场地土壤污染修复，金泽生态水源湖（库）建设和

青草沙水库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PM2.5来源快速解析及大气环境承载力等重点项目，部分关键技术取

得突破；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获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复；完成崇明

生态岛建设国际评估，建设模式获得联合国广泛认可；以海洋油气资源勘探与开采为重点开展整体规

划，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与装备的国产化。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示范推广。加快建

设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区，开启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的新型商业模式探索。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

行活动圆满完成，充分展示了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成果。浦江镇大型居住社区PC高层住宅楼建

成。主动式太赫兹类阵列探测器人体安检仪投入机场运用。

2.2 生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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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空白；高均匀度大孔径 1.5T 超导磁共振采用了自

主研发的国际上最均匀的超导磁共振磁体，树立了

1.5T超导磁共振的国际新标杆。同时,代表国际水平、

中 国 首 创 的 128 层 CT、112 环 PET-CT、3.0T 

MRI 等产品也即将获批进入市场。

民族品牌腾飞，加速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

探索，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验证“上海模

式”——新型“基于二次培养的香菇工厂化

生产工艺”。这种模式在选育专用香菇品种

的前提下，彻底摒弃传统香菇用菌袋生产菌

棒的模式，实现香菇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全

程机械化操作，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幅提高

了自动化程度和劳动效率。目前该模式已进

行了小试和中试，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示范正

在有序推进。

香菇工厂化生产“上海模式”取得突破

2014年，继续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总体要求，重点围绕能源与海洋科

技、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科技成果的系统集成、推广

应用和综合示范，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着眼社会民生热点，强化顶层设计，多方联动促进科技惠

民见实效。如布局宝山区南大地区、普陀区桃浦工业场地土壤污染修复，金泽生态水源湖（库）建设和

青草沙水库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PM2.5来源快速解析及大气环境承载力等重点项目，部分关键技术取

得突破；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获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复；完成崇明

生态岛建设国际评估，建设模式获得联合国广泛认可；以海洋油气资源勘探与开采为重点开展整体规

划，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与装备的国产化。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示范推广。加快建

设上海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区，开启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的新型商业模式探索。2014年新能源汽车万里

行活动圆满完成，充分展示了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成果。浦江镇大型居住社区PC高层住宅楼建

成。主动式太赫兹类阵列探测器人体安检仪投入机场运用。

2.2 生态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