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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培育千亿级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
产业创新集群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实施

意见》《陕西省高水平推进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实施方案》，抢抓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机遇，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

《陕西省培育千亿级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集群行动计

划》。

一、发展现状

发展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是落实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任

务、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基石，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

万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省高端药品和医

疗器械产业科研实力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竞争力

不断增强，总体呈现平稳向上发展态势。

规模效益持续提升。经过多年发展，2023年我省规模以上医

药和医疗装备企业数量已超 270户，产值 540亿元左右，实现利

润总额近 70亿元，已形成中药、化学药、生物药、医疗器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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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辅料和包装材料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的产业体系。“秦地”无闲草，

全省药用植物、动物及矿物等资源丰富，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 470

万亩，中药生产企业 170户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200亿元，年

产值过亿的中成药大品种 80多个，“秦药”品牌全国影响力持续

增强。省内重点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康拓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等

9户医药类企业已上市，西安利君制药有限公司、西安世纪盛康

药业有限公司、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王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盘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5户企业入选“中

国医药工业百强”系列榜单。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西安市获批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

创新中心，国家分子医学转化科学中心、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西部质子（医疗）中心等一批重大医疗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加快落

地。清华德人西安幸福制药有限公司、陕西盘龙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安康北医大制药有限公司成功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另

有 30多家医药企业研发平台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空军军

医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陕

药集团、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还建设有 20余家医药类省级工程技术中心，有

效支撑了全省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步长脑心通胶

囊、东泰华蟾素胶囊、盘龙七片、金花金天格胶囊、世纪盛康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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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注射液、幸福热炎宁和生血宝合剂、山海丹药业山海丹胶囊、

天宁制药复方青黛胶囊等一批高端药品受到市场广泛认可。西安

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交联聚烯烃非球面人工晶状体成

为全球眼科行业近 30年首个进入临床应用的新材料人工晶状体，

西安大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模式一体化放疗设备性

能国际领先。

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在全省 11个市

（区）均有分布，其中西安、咸阳、汉中三市相关规上企业数量、

产值分别占到全省的 60%和 80%以上。全省初步形成了西安高新

区草堂科技产业园、西安周至集贤产业园、咸阳高新区医药产业

园、旬邑中医药省级特色小镇、蒲城医药中间体产业聚集区、汉

中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汉中城固三合园区中医药产业园、安

康高新区医药健康产业园、杨凌生物医药产业园等一批高端药品

和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区域分工不断优

化，初步呈现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产业格局。

二、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充分发挥我省在医科研究、药用动植物资

源、医疗资源和关联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以分子医学中心、陕西

中医药大学、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等创新主体为支撑，以陕西丰

富的动植物药用资源为保障，以知名大型药品及医疗器械企业为

依托，以专业化医药园区为承载，以钛合金、超导、增材、碳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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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材料应用为特色，以空军军医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为应

用场景，做优现代中药、做大化学药、做强生物医药、做精高端

医疗器械，促进全省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发展目标。通过实施创新突破、升级改造、强链建链、

服务赋能、项目保障、企业优强、集群培育等行动，力争到 2025

年，全省新增年营业收入超过 50亿元企业 5户、超过 10亿元企

业 10户，规上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达到 350户以上，产值达

到 700亿元以上。到 2030年，规上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力争

达到 500户以上，产值力争达到 1200亿元以上，建成国内一流的

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集群。

三、重点任务

（一）实施创新突破行动，全力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

依托国家分子医学转化科学中心、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西部质子（医疗）中心，加速孵化一批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创新

成果。鼓励骨干医药企业同空军军医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

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

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新药研发进程和科研成果转化。

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发展 AI

（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推动 BT+IT（生物医药+信息技术）

融合创新。重点研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和改良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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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以及高端放射治疗设备、新型医用诊断设备、高端植入介入

产品、高端可穿戴设备、高端康复辅助器具、高端外科设备等医

疗器械。依托陕西省中药与天然药物研发重点实验室、陕西省中

药二次开发重点研究室等科研平台，有针对性开发一批古代经典

名方复方制剂、中药院内制剂和同名同方药，同步做好中药大品

种改良及产业化。围绕重大疾病防治、临床需求迫切的重点领域，

探索建立省内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重点研发产业化目录。

（二）实施升级改造行动，不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机遇，推动药品和医疗器械企

业加快实施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低效设备、超期服役老旧设备，

更新先进生产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加快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引导重点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和优秀场景、智能工厂、“黑灯工

厂”，实现生产全过程在线控制、自动化、数字化，运用智能化手

段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重点支持医药企业建设绿色工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三同时”要求，高质量建设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净

化车间，加快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

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发展绿色原料药，推动重点原料药企业开

发应用节能技术和装备，实现生产过程副产物资源化利用和废弃

物综合处置，持续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和排放水平。到 2025年，力

争新增“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和优秀场景”5 个、绿色工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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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业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明显提高。

（三）实施强链建链行动，持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巩固原料药制造优势，不断扩大特色原料药、专利原料药产

业规模，发展核酸、多肽等新型原料药品种，推动“原料药+制

剂”一体化，促进原料药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发展首仿药、突破

难仿药，做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不断提升仿制药产业发展水平。

加快实现抗体、新型疫苗、蛋白及多肽、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

核酸药物等生物药产品突破。加快繁育品质优良、质量稳定的道

地药材品种，重点发展“秦药”大宗优势、特色药材，打响“秦

艾”等秦药特色品牌。鼓励中药生产企业自建、共建 GAP（中药

材生产管理规范）种植基地，在药材产地建设初加工和精深加工

基地。鼓励生产中药配方颗粒产品，大力发展中药材提取物产业，

促进中药现代化。加快新材料人工晶状体、多模式一体化放疗设

备、人造骨骼、AI智能康复设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产品产业化步伐，

促进心脏起搏器、支架、等离子体手术系统、口腔医疗设备、核

酸检测系统等我省优势医疗器械产品迭代升级，大力发展口腔、

骨科、血管介入等领域高值耗材产品，提高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注射穿刺、医用消毒、手术室耗材、医用高分子材料等大宗医用

耗材产品市场竞争力，做大全省医疗器械产业规模。

（四）实施服务赋能行动，充分激发产业发展潜力

推动医药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积极搭建中试平台，面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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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技术新产品中试熟化、试验验证、检验检测等中试服务。

培育发展 CXO（医药研发及生产外包）、实验动物繁育等研发制

造服务平台，加快构建医药产业新优势。提升陕西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陕西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院药械注册检验服务能

力，强化药械注册申报提前指导服务，加快疫苗等生物制品批签

发及检验检测能力建设，推动审评审批进一步提速。加快推进建

设设施完备、能力项目齐全的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GLP）

机构，加速药械创新成果原地转化和审评审批。加快创新药品和

医疗器械应用推广，支持率先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唐都医

院、西京医院、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三

甲医院开展示范试点应用、入院配备，条件成熟后及时研究将符

合有关要求的创新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按规定纳入医保支

付。支持龙头企业、重点市（区）举办、参加医药细分行业各类

展会，对接全国优势资源，提升我省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品牌影

响力。推动药品、医疗器械生产与冷链智慧仓储物流等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发展高效便捷的医药物流服务体系，做强医药商业。

鼓励有实力的中药流通企业建设临床常用大宗品种和战略价值品

种中药材战略储备基地。支持有承载能力的专业中药材市场运营

机构整合现有中药材市场资源，恢复提升万寿路国家级中药材专

业市场吸引力和影响力，打响“西部中药药都”品牌。

（五）实施项目保障行动，不断强化产业发展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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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个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持续谋划实施引领作

用强的高质量项目，增强产业发展质效。重点围绕肿瘤、心脑血

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免

疫系统疾病、传染病等重大疾病临床需求药、重点人群用药以及

自主可控诊断检验、治疗、生命监护支持、养老康复医疗器械，

通过科研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和资金政策引导等方式，谋划实施

一批高质量项目。借助京津冀、丝博会、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等平台，瞄准目标区域、目标企业靶向发力，招引落地一批重大

项目。加快推动天宇制药微创硬化治疗系列产品研发及生产基地、

渭南瑞联制药原料药、陕西华玥生物合成生物抗肿瘤原料核心技

术产业化等项目建设，做大化学药规模。加快推动秦创原陕药生

物制品（疫苗）、渭南市生物疫苗产业化基地、华森盛邦新技术新

产品中试基地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生物药。加快推动金花制药

搬迁扩建、宝鸡紫光辰济医药基地、陕西广济堂医药集团中医药

产业园、修正天汉医药生产基地、盘龙药业中药配方颗粒研发及

产业化、安康华卫药业中药饮片研发生产基地等项目建设，提升

中药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西安大医国际智造中心、聚能医

工超导重离子放射医疗装置建设、聚能超导线材研发生产基地、

宝鸡德尔生命科技医械、新华医疗康复产业（西安）创新中心、

陕药集团医疗科技医械研发制造平台等项目建设，提升医疗器械

产业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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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企业优强行动，充分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壮大龙头企业，支持优势企业开展产业链关键资源整合和产

业链延伸，降本增效提升产品竞争力，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

生态主导性企业。支持陕药集团等重点企业深化与国内外知名医

药企业合作，助推全省医药工业做大做强。加快推动西安大医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上市，支持

有潜力的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发展成为专精特新、单项冠军、

瞪羚和独角兽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建立潜力成长性企业清

单，在产品审批、金融对接、市场拓展、试点示范、临床应用等

方面给予重点服务。加强医药行业头部企业招引，积极吸引中国

500强、行业 100强、细分领域 10强企业和上下游核心配套企业

来陕落户、设立总部、成立研发中心。充分发挥苏陕协作机制作

用，吸引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等江苏省知名医药企业来陕发展，或与省内企业开展多领域合

作。到 2025年，力争新增上市企业 2户、年营收超过 50亿元企

业 5户、年营收超过 10亿元企业 10户。

（七）实施集群培育行动，切实增强产业聚集区竞争力

鼓励各市（区）立足已有产业基础，围绕优势领域建设一批

特色鲜明、错位发展、布局合理、创新体系健全、资源要素富集、

链群深度融合的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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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药品产业领域。西安市以西安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园、

秦汉新城大健康产业园为核心承载，依托陕西天宇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西安利君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山海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等龙头企业，打造全国一流创新药产业聚集区。咸阳市以

咸阳高新区医药产业园、旬邑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三原医药健康

产业园、陕西中医药大学科技产业基地为核心承载，依托陕西东

泰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白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中医药大学制药厂等

龙头企业，建设秦创原中医药产业创新聚集区。渭南市、汉中市

分别以渭南高新区生物医药企业聚集区、蒲城医药中间体产业聚

集区和汉中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为核心承载，依托渭南瑞联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岳达德馨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汉江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原料药企业，大力发展特色原料药、

创新原料药和中间体，建设高端原料药产业聚集区。铜川市以宜

君现代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医康创谷科技园、铜川高新区生物

医药产业聚集区为核心承载，加快创建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示范区。杨凌示范区以杨凌生物医药产业园为核心承

载，以现代中药、植物提取、特医食品为发展重点，打造特色鲜

明的医药大健康产业聚集区。陕南三市以及宝鸡、渭南、榆林三

市各自围绕十大“秦药”，依托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香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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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集团天汉药业有限公司、安康北医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紫光辰济药业有限公司、陕西广济堂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天芪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中药知名企业，发展从中药

材规模化繁育种植、产地趁鲜加工、中药饮片加工和配方颗粒生

产到中成药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链，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中药现代

化产业聚集区。

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领域。西安市以西安高新区草堂科技园、

西安经开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和泾渭新城、西咸新区沣东先进制造

产业园为核心承载，依托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聚能医工

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大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眼得乐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乐普医学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外科医学科

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打造诊断、治疗、生命维持等医疗设备

全链条发展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西安市、宝鸡市要充分

发挥钛合金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和增材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

以西安经开区中心区、宝鸡科技新城医疗器械产业园为核心承载，

促进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爱骨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西北机器有限公司、宝鸡英耐特医用钛材料公司等医疗器械

企业加强与宝钛集团、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部金

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欧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榆林恒神新材料有限公司、西安鑫垚陶

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等先进材料企业合作研发，加快打造康复器

具、植介入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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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部门协同。充分发挥省万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各市（区）专班作用，

会同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

理局、省药监局等有关部门合力推动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创

新集群发展，协调解决产业发展中产品研发、注册申报、临床应

用、工艺升级、市场推广、人才保障、要素供给等方面重大问题。

各市（区）要立足当地实际，摸底分析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

创新发展现状，落实落细有关目标任务，以专业化园区为载体抓

好产业创新集群培育工作，重大情况及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二）加大政策支持。工业重点领域设备更新、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各级各类财政专项资金要对高端药品和

医疗器械产业倾斜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重

大产业化项目、中试平台和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用足用好国家西部大开发所得税减免、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企业研发准备金、设备投资抵免等各类减税降费

政策，落实好制造业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开工民间投资项目贷款

贴息、科技企业上市等政策。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优质金融服

务，结合自身经营实际，逐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针对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出台针对性强的人才政策，

吸引创新创业团队来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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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服务保障。优先支持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重

大项目列入省级“四个一批”项目库，在项目用地、能耗指标等

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建立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专家库，为产

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撑。持续优化医药行业营商环境，进一步压缩

有关行政事项办理流程和时限，高效服务企业。指导各市（区）

建立产业图谱和发展路线图，促进园区精准招商。推动建立产业

联盟，促进全省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企业信息共享和交流合

作。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对高端药品和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集群建

设重大成果、重大项目、人才团队、典型企业和园区的宣传力度，

营造产业创新集群蓬勃发展的浓厚氛围。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0月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