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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怀化市建设“五省边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基于产业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等多

学科框架，系统分析其建设的重要意义、现状特征及现实路径。研究表明，怀化依托丰富中药材资源、

政策支持及产业基础，具备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独特优势，但面临产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人才流失

及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通过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政策扶持、培育龙头企

业及完善产业链生态等路径，提出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加大研发投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等对策，为怀

化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助力区域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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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Biomedical Industry Base in the Border Area of 
Five Provinces” in Huaihua.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current statu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its construc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Huaihua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developing the bio-
medical industry relying on ric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policy support, and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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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but it faces problems such as small industrial scale, weak R&D capability, brain drain, and 
in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By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y-uni-
versity-research-application, optimizing industrial layout,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cultivating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ec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
measures such as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industrial layout,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and imple-
menting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city with talent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uaihua’s biomedical industry and help re-
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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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9 月 27 日，怀化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五省边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与 2021 年 11 月 22 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新时代推进湘西地区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意见》中对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战略定位高度契合。在当前区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产

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的大背景下，如何精准响应省、市两级政府的战略部署，为怀化市委市政府提供一

份兼具科学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研究报告，成为本课题的核心出发点。本课题旨在通过多维度、系

统性的深入研究，为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进

而助力怀化市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跨越。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被公认为 21 世纪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在国家或

地区的经济转型、科技创新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医药

产业凭借其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高成长性的显著特征，已成为各国和地区竞相角逐的核心竞争力，

是驱动未来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例如，美国通过实施《国家生物经济蓝图》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使其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欧盟也出台了《Horizon 
2020》等科研计划，加大对生物医药研发的投入，提升其产业竞争力。众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将生物医药

产业作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突破口，出台针对性的产业扶持政策，以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怀化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 102.6 万亩，遍布 13 个县、市、区，中药材资源达 2340 种，占湖南省药用

植物资源种类 64.95%，中药材资源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根据《中国中药材资源普查报告》显示，怀化市境内分布着上千种中药材，其中不乏多种珍稀和道地药

材品种。如辰州杜仲、雪峰山天麻等，这些道地药材品质优良，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

场竞争力。深入挖掘和合理利用这些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对于推动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本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旨在深入剖析怀化市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和外部机遇，探索符合怀化市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怀化市建设国家

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对于促进怀化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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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怀化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重要意义 

(一) 拓展学术交流维度，增强产业影响力 
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学术交流对于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愈发凸显。

通过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与公开发表，能够为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搭建起与国内外同行、相关教

学科研单位及主管部门进行深度对话的高端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各方能够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沿技

术、发展趋势、创新模式等核心议题展开充分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交流，实现知识的共享与创新。 
参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对科技创新与学术交流的战略部署，本研究成果的推广有助

于提升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诸如国家级科研项目、高

端科研人才、风险投资等优质科研资源和产业资本向怀化市集聚，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

生态环境。 
(二) 夯实政策理论根基，优化决策参考体系 
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支撑。本研究成果基于对怀化市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全面、深入剖析，涵盖产业的现状、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等多个维度，并结合《“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等国内外先进政策导向以及成功实践经验，从产

业经济学、区域发展战略等多学科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

策建议[3]。 

这些建议能够为相关行政部门在制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完善政策支持体

系等方面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决策参考。通过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激发

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推动怀化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增加生物医药龙头产业数量；实现全产

业链综合产值持续增长；推动生物医药贸易国际化进程等。 
(三) 提供决策操作指南，推动实践创新发展 
本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层面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还在实践操作层面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

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和实践启示。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的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企业引进质量与效益、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等关键要素进

行量化评估和深入分析，能够为政府部门在项目审批、资金扶持、土地供应等核心决策环节提供客观、

准确的决策依据。 
同时，借鉴国内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成功案例和前沿理论，如《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等文献中的先进理念，探索建立适合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能够有效促进

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应用，显著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力推动怀化市“五省边区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 聚焦现实发展需求，推动区域经济转型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

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湖南省委省政府和怀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将其

作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1 年 11 月 22 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湘西地区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意见》明

确提出将怀化市打造成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战略定位，旨在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和创新驱动发展，

提升湘西地区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4]。2021 年怀化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建设“五省边

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目标，将生物医药产业确立为推动怀化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课题通过深入研究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趋势以及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结合国内外先进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5.94068


朱云梦 
 

 

DOI: 10.12677/isl.2025.94068 546 交叉科学快报 
 

经验和政策导向，系统探讨了建设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现实路径和具体对策。研究成果不仅能够为

生物医药产业的应用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还能为怀化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

议，助力怀化市实现建设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战略目标，推动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 怀化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现状分析 

(一) 市场潜力与发展愿景 
从宏观市场空间来看，我国医疗及生物医药市场相较于全球平均发展水平，仍存在着巨大的拓展潜

力。依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呈现，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与美国等发达国

家相比差距显著，理论上具备 4 至 5 倍的提升空间。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中，怀化市若成功建成

“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将对当地经济增长起到强劲的拉动作用。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而言，这不仅能够

优化生态产业园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还能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科研

院所和高端科技人才入驻。 
参考《国务院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怀化市

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建设，将有力推动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产业领域的多元拓展，逐步构建起集研发、

生产、加工、贸易和流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群，进而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五省边

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 现有产业基础与政策环境 
目前，怀化市已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初步奠定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基础。在中药材种植方面，溆浦、

沅陵等地的中药材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品种日益丰富多样，为生物医药产业的上游原料供应提供了坚实

保障。同时，依托怀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怀化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以及一系列研发平

台的建立，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理载体和创新支撑。 
在政策扶持层面，怀化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和省级政府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导向，如

参照《湖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出台了一系列涵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土地保障等

多方面的政策措施，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营造了宽松且有利的政策环境，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三) 新发展格局下的机遇与优势 
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怀化市建设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从

机遇层面来看，怀化市拥有独特的产业发展优势。例如，依托刘良院士工作站、侗医药研究省重点实验

室等国家和省级创新服务平台，能够深入开展区域道地中药材的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究。根据前沿文献

《道地中药材现代化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与策略》的研究成果，这种对道地药材的深度开发，有助于提

升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 
在产业招商方面，通过联合正清制药、天骑医学、正好制药等知名药企，实施“以商引商”的发展策

略，能够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行业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吸引更多的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入驻怀化市，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此外，探索构建集中药种植、加工、制造、科研、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契合了当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趋势，有助于提升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四) 现存问题剖析 
本课题以怀化市着力打造的“五省边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对怀化市本土中

药材资源的全面普查和深入分析，结合现有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研发平台、产业园区以及政府相关政策

规划，对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度剖析，发现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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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规模待扩，龙头企业缺失 
与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先进地区相比，怀化市生物医药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缺乏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引领能力的龙头企业。这导致产业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挥，无法形成规

模经济和协同效应，限制了产业整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2) 研发能力薄弱，创新成果稀缺 
尽管怀化市建立了一些研发平台，但从整体研发能力来看，仍相对较弱。研发投入占比相对较低，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这使得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满足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需求。 
(3) 人才引力不足，流失现象严重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高端创新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然而，

由于怀化市地处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活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

差距，导致人才吸引力相对较弱，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创新发展和技术升级。 
(4) 产业链条残缺，协同机制缺位 
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目前主要集中在中药材种植和初级加工环节，在高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关键环节相对薄弱。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与协

作，导致产业附加值难以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不足[5]。 

4. 怀化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实践路径 

(一) 应用策略的深度探索 
本课题基于产业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体系，深入剖析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的内在

逻辑与发展规律，旨在明确怀化市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精准路径与科学策略，有效解决建设过程中

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 
在药材资源方面，依据《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 年)》，对怀化市的中药材资源

进行全面普查与价值评估，明确资源的种类、分布、储量以及可持续利用潜力。在生态环境方面，运用

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评估模型，确保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共生。在企业引进

方面，参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制定科学的企业引进标准与评估体系，筛选优质企业，提升产业

竞争力。在资源集约利用方面，借鉴循环经济理论，建立资源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参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关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相关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6]，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推动怀

化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 具体路径的系统构建 
(1) 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和怀化市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规划。明确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以及在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格局中的定位。依据怀

化市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已有的产业基础，重点聚焦中药材种植的标准化与规模化、中药研发与生产的

现代化、生物制药的创新化以及医疗器械的高端化等领域，通过产业集聚和协同发展，打造具有鲜明特

色和核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2) 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湖南省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如《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

等，结合怀化市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在税收优惠方面，对符合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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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企业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或优惠税率；在财政补贴方面，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技术改造、市场拓展等给予资金支持；在土地保障方面，优先保障生物医药产业项

目的用地需求，合理规划产业用地布局；在人才引进方面，出台人才优惠政策，如提供住房补贴、子女

教育保障、科研启动资金等，吸引国内外高端创新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来怀化市创新创业。 
(3) 加强平台建设与优化 
加大对生物医药研发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园区的建设投入。在研发平台建设方面，鼓励企业

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一批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完善技术咨询、检测检验、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科

技金融等服务功能，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支持；在产业园区建设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提高产业集聚效应，打造具有良好产业生态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4) 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为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

基。设立专项人才引进资金，构建分级补贴机制。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按评估等级

给予资金、住房、子女入学等配套福利。深化与湖南医药学院、怀化学院等本地高校合作，联合湖南正

清制药、未名生物医药等企业，推进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湖南医药学院围绕正清制药风湿免疫药物需求，

定向培养药学等专业人才，课程融入企业项目，学生在校实践毕业后直接就业；怀化学院依托生物工程

学科优势，与未名生物合作开展基因工程药物研发人才培养。依托侗医药研究、中药合成生物学等湖南

省重点实验室，与高校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实现学生实习实践与企业人员进修双向联动。完善人才评价

激励机制，摒弃唯学历、唯论文标准，以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为核心评价指标。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

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和团队给予奖金、股权奖励，并在职称评定中优先考虑。同时提供住房、教育等生活

保障，定期举办学术论坛，搭建人才交流平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三) 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1)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参考《关于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大对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

策引导，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通过资

金支持，帮助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技术创新，推动龙头企业开

展产学研合作，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发

挥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产业链整合、技术输出、品牌授权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形成

产业集群效应。 
(2)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建立多元化的研发投入机制，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加大对生物医药研发

的投入。参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

新能力。加强产学研用合作，建立紧密的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完善科技成果转

化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和保护，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完善产业链条与生态 
加强生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开展产业链

整合，通过并购、重组、战略合作等方式，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产

业附加值。加强产业配套服务，完善产业生态系统，包括物流配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等，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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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营商环境与服务 
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目标，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

办事效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侵权行为的

打击力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企

业服务机制，加强对企业的跟踪服务和政策指导，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5. 总结 

本课题综合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等多学科理论框架，通过深度的理论探究与广泛的实地

调研，全方位阐释了怀化市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现实路径。研究对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内部

优势与劣势进行了精准剖析，同时对外部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研判，涵盖了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政

策环境等多个维度。针对可能面临的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依据《医药工业

发展规划指南》等相关政策文件，提出了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解决策略。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本研究高度重视挖掘怀化市的本土特色与资源优势，通过对当地丰富的中药材

资源、独特的民族医药文化等要素的整合，致力于构建完整且高效的产业链条。同时，聚焦于提升科研

实力，鼓励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以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本课题系统地描绘出怀化市建设生物医药产

业基地的清晰蓝图，为怀化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依据，同时也为生物医药产业相关

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 
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理论研究尚显薄弱，缺乏系统性

与深度。本课题在对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的研究过程中，不仅从实践角度梳理了建设的具体路

径与对策，更从理论高度深化了对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的认知。通过对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如产业

集聚效应、技术创新驱动等方面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外部影响因素，如政策导向、市场竞争态势等的综

合考量，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填补了相关理论研究的空白，还为学术界

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有力地推动了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怀化市致力于打造“五省边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这一目标是怀化市第六次党代会所确立的重要

发展战略。本课题通过深入研究，系统地阐述了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多元价值。

在产业升级方面，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发展能够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协同进步，促

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经济增长方面，能够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成为推动怀化市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在民生福祉方面，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 
此外，本课题对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诸如人才短缺、资金不足、市场拓展困难等问题和挑战进行了细

致分析，并依据《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前沿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献，提出了

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怀化市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重要性

的认识，为推动怀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与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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