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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快速发展中的空间制约与空间分散同时存在等问题，通过实地调研和

分析，围绕突出基地发展优势和提高产业集群空间效益等目标，提出了通过空间整合，形成推动新老城

区科研服务与生产互动模式和扩展区“小园区大产业”的发展体系，以便培育产业基地在大尺度空间的

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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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开发·

生物医药产业是21世纪世界各国优先发展的

战略性产业[1]，以其高科技、高增长、高效益特性

占据了生物产业的核心领域，并成为现代产业集

群、产业基地和创新科技园等技术经济综合体的

重要组成，因而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目前，对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创新网络体系[2-6]；二

是基于城市和产业规划相关理论研究生物医药产

业基地的规划、管理、空间分布等[7-9]。然而，

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往往是在原有

生物和医药企业、科研机构、社会服务平台等基

础之上，通过相关资源的空间整合，扩展升级而

来，所以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社会服务

平台之间如何整合协调地发展是生物医药基地健

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探讨生物医药产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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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空间布局及其空间整合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1   研究区概况
兰州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于2012年底获批建

设，但生物医药产业在兰州发展历史悠久，现已逐

步形成现代中药制造和疫苗生产为主体，集生产、

研发、营销、医疗健康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医药产

业链。拥有生物医药工业企业50余家，有20多家医

药相关实验室和技术研发中心，人用疫苗和动物疫

苗特色突出，医药科技研究人员队伍稳定在6000多

人。据统计[10]，2015年兰州市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

业16家，实现工业总产值44.65亿元人民币，完成

工业销售产值46.13亿元人民币，分别占全市轻工

业的12.91%和13.68%。原材料方面，甘肃中药材

种类多、产量大、特色明显，是全国中药材主要

产地之一。据调查[11]，甘肃现有中药资源2540种，

人工种植药材350余种，分布面积较大的野生药用

植物资源200余种，其中，当归、党参、大黄、黄

芪、板兰根、甘草等药材，产量占全国的比例分别

为95%、60%、60%、50%、65%、25%。基地总体

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但企业规模不大，

分布相对分散，综合效益有待提高。

2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发展布局
2.1   产业基地空间布局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空间上包含位居主城

区的盐场堡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区、兰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位于兰州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园3

大块（如图1）。根据产业发展现状和重点，可分

为核心区和扩展区。其中，盐场堡集中了兰州生物

制品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兰州佛

慈制药、中农威特生物科技、中牧兰州生物药厂等

10多家生物医药研发、生产骨干企业，集中了兰州

生物医药企业80％以上的固定资产和80％以上工业

总产值[11]，已形成甘肃省和兰州市生物医药产业的

集聚区，是国内唯一同时拥有预防人传染病、动物

传染病及其病原学研究、疫苗研究、开发和生产

的地区。因此，成为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核心

地带。兰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拥有以奇正集

团、大得利制药、民海生物等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及

新医药产业；兰州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是一座以现

代中药制造和疫苗生产为主体，以医疗器械制造和

保健品加工为补充，集生产、研发、物流、营销、

检验、新药申报、医疗健康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医

药产业园，是兰州生物医药产业的新引擎，与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构成兰州生物医药基地的扩展

区。此外，在安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兰药药业、

金域医学检验所、奇正生态健康品、西城药业、九

州通医药和兰飞医疗器械、和盛堂等企业的分布。

图 1   兰州市主城区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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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地产业链发展布局

兰州生物医药基地已初步形成以生物制药、

现代中药、生物医学工程和动物用药为重点的产

业结构体系。在生物技术药物、现代中（藏）

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育种、兽医生物制品等

重点领域，形成了特色优势，发展了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产品群和产业链（表1）。已培育出口服轮

状病毒活疫苗、六味地黄丸、奇正消痛贴膏、贞

芪扶正胶囊、高乌甲素、洁白胶囊、扶正补血颗

粒等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拳头”产品。

其中，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口服轮状病毒

活疫苗等均为国内独家生产，2015年产值超过6亿

元，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双价疫苗产量占全国市

场80%以上，麻疹减毒活疫苗产量占全国市场70%

以上[12]；佛慈集团浓缩丸、片剂、胶囊剂等10余种

剂型200多个品种出口美国、加拿大、日本等21个

国家；甘肃奇正藏药实业集团、甘肃省众友药业

集团等已发展成为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大型药

业集团；兰州兽医研究所口蹄疫苗占全国60%的市

场份额，甘肃泛植生物科技的甘草酸制品90％出

口，出口量居全国之首[13]。兰州生物医药基地具

有庞大的科技支撑体系，如表2所示。

表 1   兰州生物医药产品群和产业链

生化制药 现代中（藏）药 医疗器械 动物用药 CRO 服务

生化

医药

兰药药业、

凯博药业、

大得利制药

中成药 佛慈制药、奇正藏药、

陇神戎发、泛植生物、

和盛堂、安泰堂

兰飞医疗器械、锦

东生物、甘肃西脉、

易普生生物

上海申联、

荣晔生物、

中牧兰州生

物药厂

药学

研究

兰州分离科学研究所、

世创生物

生物

制品

中农威特、

民海生物、

天邦生物、

百禾生物、

聚成生物

中药材

及饮片

兰州禾邦、甘肃亚兰、

众友药业、复兴厚药

材、万洲健顺生物 　 　

制药

工程

研究

近物所、生化所、兽医

研究所、兰州理工大、

甘肃中医药大学、兰州

大学等

生物

保健品

同健生物、

亚成生物、

华安生物

中药

保健品

九香玫瑰、绍康生物、

太宝制药、恒康医疗、

天慈医药保健品、陇

萃堂

　 　

医药

流通

泰美生物、贝朗生物、

九州通、西城药业、普

禾药业

表 2   科技支撑体系

1）兰州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 7 所与生物医药产业密切相关的高等院校；

2）中科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甘肃省药物研究所等 7 家与生物医药产业相关的重点科研院所；

3）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军区陆军总院等 9 家具有生物医药科技研发能力的综合医院；

4）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农威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20 多家生物医药企业。

3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空间整合发展探讨
3.1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发展面临的空间挑战

1）核心区发展空间严重受限。作为兰州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的核心区，兰州市盐场堡素有“先有

盐场堡后有兰州城”的重要地位，是兰州市北部的

出入口和主城区七大组团之一。据《兰州市盐场地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其规划土地类型主要

为二类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生物医药用

地全部归并到科研设计用地之中，但该类土地总面

积比重较小（如图2）。对比百度地图可见，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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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物医药产业用地中，大的图斑主要是兰州生物

制品研究所、兽医研究所、陇萃堂集团。生物医药

科研、生产单位在空间上分布相对集中，核心单位

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兽医研究所都是20世纪50年代已

经入驻，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技术优势，形成了它

们在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不可替代的领衔地位。

但是，各单位周围要么是近10多年开发的住宅小

区，要么是生态控制保护区，基本没有生物医药产

业可利用的拓展空间，中农威特甚至就在兰州兽医

研究所内，中牧生物药厂更是淹没在居民区之中，

佛慈制药的空间也非常狭小。这种格局，严重制约

着盐场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空间拓展，更与周边居

民日常生活形成相互的干扰。

居住用地

科研、设计用地

图 2. 盐场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图（兰州市规划局,2011）
图 2   盐场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图（兰州市规划局 2011）

2）扩展区企业分布分散，规模小。扩展区含

兰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区五园”和兰

州新区西部药谷产业园。其中，兰州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目前在园的生物医药单位主要有和平园

区的陇神戎发、同健生物科技、北方生物制品；七

里河园区的普康生物医药及其附近众多的小规模医

疗器械或保健品销售企业、兰州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等；雁滩园区的卫源生物医药、科林生物医药、大

得利生化制药、西脉记忆合金等。西部药谷规划面

积7.41 km2，目前已经进驻科创、九州通、禾邦、

佛慈、申联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但2017年初实

地考察发现，它们大部分尚在项目工程建设之中。

总体来看，整个扩展区企业空间布局相对分散，规

模小，医药产业研发和协同运营体系尚未形成。

3.2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空间整合发展的思路

1）空间适度分离，培育新老城区科研与生产

双边互动的布局模式

作为兰州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区，盐场堡的

生物医药企业除佛慈制药和兰药药业外，基本都

是人用疫苗和动物疫苗的研究和生产，在佛慈制

药和兰药药业随着“出城入园”计划迁居兰州新区

后，该地基本成了疫苗研究和生产基地。众所周

知，生物疫苗的研究、试验和生产一方面要求有良

好而相对独立的环境；另一方面生产中产生的废

水、废料等的处理存在较大环境风险。这使得越来

越被居住区包围的盐场堡地区的人居环境与生物疫

苗生产之间的相互干扰和影响风险升高。但兰州生

物制品研究所、兽医研究所等单位进驻盐场堡地区

历史悠久，当地的固定资产积累和科研实验环境已

经形成，要实现全面外迁很显然存在更高的成本。

因此，城市规划和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中，应该

充分考虑生物疫苗产业发展不同于一般医药加工的

特殊性，在保持基本隔离带设计的同时，从疫苗生

产空间拓展方面考虑逐步实现疫苗研究基地与疫苗

生产企业的适度分离，建设城市远郊的疫苗生产基

地，形成盐场堡地区的科研实验核心区和城市新区

及外围地区的生产企业、实验生物养殖基地等联合

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从空间上为生物疫苗产业的发

展和盐场地区的人居安全解困。

2）产品与工艺同类整合，推动扩展区“小园

区大产业” 的集群发育

调研分析发现，扩展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

业分散而规模小，目前在扩展区已经初具雏形的生

物医药集中区主要有七里河区硷沟沿、和平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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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的生物医药片区、九州开发区北部生物医药片

区和安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雁滩也有生物医药企

业分布。随着兰药集团、和盛堂、安泰堂、大得利

等生物医药生产企业向兰州新区西部药谷的转移，

生物医药企业在主城区的科研实验和销售功能逐步

大于医药产品的生产加工功能。这一方面给生物医

药产业的科研环境优化和生产空间扩展提供了保

障；另一方面企业研发与生产分离也为具有自主研

发体系的生物医药企业与本地科研单位进行深层次

科研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规划建设体系优化方面，要注重这些智力资源

的凝聚，引导并支持医药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全面开

展科研合作，按产品种类和工艺流程等分类整合，

逐步形成良好的科研创新平台，以小园区的科研、

实验和销售等服务为兰州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壮大

提供优质服务和科技支撑。

兰州新区的西部药谷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

构建生产、研发、物流、营销、检验、新药申报、

医疗健康于一体的产业园，这将是兰州生物医药产

业基地科研、服务体系新的核心载体，为兰州生物

医药产业在更大空间、更高层次上的发展创新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

3）注重品牌培育，发挥品牌效应对产业基地

的拉动作用

市场经济时代，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企业开拓并占有市场的利器。兰州生物医药产

业已经培育出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口蹄疫疫苗

和贞芪扶正胶囊、洁白胶囊、奇正消痛贴膏等在国

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优势产品。“佛慈”“奇

正”“陇神”获中国驰名商标，“岷山”商标为国

家工商总局重点保护商标[11]。和盛堂、独一味、大

得利等新兴民营品牌也有了较强的市场效应。但

是，更多的生物医药企业在品牌设计和使用方面还

存在品牌和商标意识不够，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的能力较差，市场份额小等问题，尤其是依靠甘肃

省优质中药材的资源优势，兰州部分生物医药产品

的药性和疗效比国内同类产品更好，但却受到洋中

药和国内大品牌的严重冲击。因此，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的发展要在充分发挥兰州医药科研、医药资

源、医药材料等优势，研发更多优质产品的同时，

增强品牌保护意识，积极申报医药生产领域各类专

利保护，研究品牌培育和营销，提高医药产品的品

牌知名度。

4）拓展空间，培育区域尺度的联动发展机制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企业发展模式主要

有两种：一是兰州本地品牌企业的发展壮大，二是

国内知名企业的引进和联合。在企事业单位协作方

面，兰州佛慈、陇神戎发、兰州大得利、和盛堂等

企业已经和国内外高校和医药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

的研发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甘肃省中药现代制药工

程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然而，这与甘肃作为中国重

要的优质中药材基地、全国唯一的人畜疫苗科研生

产中心、西北地区交通和物流中心等众多名片还很

不相符。

实际上，甘肃道地中藏医药产业的发展基础

较好，部分产地企业已经具有医药基础研究和医药

专利，但专利自用率不高，专利闲置较多，专利发

展规划缺乏[13]，这更加证明，以高投入、高风险、

高回报、研发周期长为特征的生物医药产业，必须

向经济相对发达和专业智力密集的地区聚集，而兰

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发展确实有条件担当这一使

命。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甘肃道地中、藏医药

资源优势，以好药材保证好药品；另一方面要进一

步增强与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联合协

作，在区域性大尺度空间逐步形成从道地中、藏医

药资源产地到医药产品市场的覆盖全产业链的广泛

联动发展网络。

5）功能重组，优化整个产业链的结构

一个完整的医药行业产业链一般包括药材种

植、原材料加工、产品研发、药品生产、商业流

通及服务、医疗保健等不同的领域，并分属产业

链的上、中、下游各段，在政策、价格、产业链结

构和市场份额等的共同驱动下保持产业群落的正

常运营。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及周边地区中藏医

药资源丰富，部分医药产品品牌凸显，国家和地方

政策支持到位，但整个产业链的系统组织还不够协

调，医药流通及服务等环节相对薄弱，生物医药中

间体的研究和加工体系正在起步，产业链总体上表

现为少数企业牵头与政府等非盈利组织全面监管协

调的依赖型产业链特征。随着生物医疗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等的不断涌现，生物医药产业的全球

化趋势日益突出，任何依靠本地参与者形成的在相

同或不同价值环节和地理空间上的竞争与合作都不

可能推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健康成长。因此，兰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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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药产业基地一方面要在与甘肃本地药企及基地

合作中，促进本地科研、加工、服务等优势集聚；

另一方面要在引进外部企业的同时：①加强产业基

地的功能重组，避免低附加值企业和环节的简单转

移，着力发挥核心区的科研优势，建设并提高独立

医学实验室的运行效率；②增强单抗、重组蛋白、

血液制品、生物医药材料等中间体研究生产环节；

③完善流通和服务体系建设。从而推动产业链各环

节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尽快形成在更大空间

上合作共赢的产业发展模式。

4   结论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基础较好，优势凸

显，但核心区空间约束严重，扩展区小园区大产业

模式相对薄弱，西部药谷尚在起步，产业链薄弱环

节明显，整个产业链外向性欠缺。因此，促进产业

空间整合，培育产业链各环节的核心竞争力，必然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科研、技术、工艺、服务等

方面的弱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高效持续发

展。当然，因为无法获取全部企业的发展大数据，

产业链内部如何有效实现功能互补和优势重组，还

需要全面、深入地调研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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