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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生物医药产业广义上包括生物技术、医药、

高端医疗器械以及相关医疗服务等产业领域，

狭义上仅指生物技术的产业应用[1]7。生物医药

产业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高风险、高回报，是

一项全球性竞争产业，也是一种高度受政府规

制的产业。全球知名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和地

区都是展示国家实力和创造世界财富的高度专

业化区域[2]。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起步晚，尚处于

技术追赶的低价值区段和全球创新网络的非核

心位置[3]12。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提出“全球城市”目标[4]。2018年，上海颁布

《促进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2018—2020年）》，进一步提出“到2025年

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和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5]的要求。2020年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更凸显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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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6]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针对全球环境和条

件的变化，部署“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着定

位、结构和布局的新机遇。

1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概况

1.1   总体发展情况

2016年，中国生物医药主营业务收入2.96

万亿元，居全球第2[7]，但从细分门类来看，超过

七成为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和中成药制造，生物技术部分还相对较弱。长

三角区域是全国生物医药企业最多的地区，在

研发与产业化、外包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优势

显著，其中上海产业基础最优。2017年，上海生

物医药产业经济总量3 046.42亿元，其中医药

商业收入1 718.06亿元，居全国第3；研发外包

235.03亿元，居全国前二；生产制造1 067.32亿

元，稳步增长[8]。

1.2   园区分布及发展情况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以政府主导的园区发展

模式为主。截至2017年，上海共设有15个生物

医药产业园区，其中7个为国家级挂牌园区（见

表1）。张江园区①在经济规模、企业数量、研发机

构等方面一枝独秀[9]。浦东新区产业发展遥遥领

先，首位度极高，生物医药工业产值占到全市的

44.2%；闵行区、奉贤区则分列第2、第3位，分别

占18.9%、14.6%②。

1.3   企业分布及发展情况

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调研访谈资料显示，2017年，上海共有

生物医药企业4 693家，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

（1 151家，占25%）、徐汇区（654家，占14%）

和闵行区（326家，占7%）。其中，78%的医药

研发企业集聚于浦东张江，超过50%的医药原

料药制造企业位于奉贤区、金山区，超过30%

的医疗器械制造企业位于嘉定区、松江区，约

40%的生物技术服务企业位于徐汇区，而医药

销售企业普遍集中在浦东新区、黄浦区、徐汇区

和闵行区。

企业抽样信息③GIS热力核密度分析结

果显示：1990年之前，企业信息以医药商业

网点为主，生产网络与销售网络混合，制造企

业集聚在徐汇区、闸北区、闵行区、奉贤区等

老市区边缘工业地带，新增注册企业少（见

图1）。1991—2000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

医药产业的生产和销售网络逐渐剥离，浦东

（张江、金桥）和浦西齐头并进，新增注册企

业占样本数的26.92%。2001—2010年，浦

序
号 园区名称 园区类型 园区面积/km² 生物医药产业

规模/亿元
生物医药

企业数量/个
生物医药研发
机构数量/个

生物医药创新
平台数量/个

生物医药产业
研发投入占收

入比重/%

1 浦东新区/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国家级/
张江园中园 3.00 222.00

（2017年） 700 480
（有研发活动） 85 58.00

2 浦东新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 国家级/
张江园中园 11.88 38.35

（2014年） 237 9 103 3.68

3 徐汇区/上海聚科生物园区 国家级/
张江园中园 0.06 — 400+

5 5 10.80
4 徐汇区/枫林生命科学园区 国家级/

张江园中园 0.10 — 16

5 闵行区/临港浦江高科技园 国家级/
区级 2.20 22.00

（2016年） 110 10 3 7.00

6 闵行区/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国家级 13.00 — 5 — — —

7 闵行区/上海颛桥向阳工业园区 区级 0.30 — 1 — — —

8 闵行区/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
发区 区级 3.50 — 6 — — —

9 青浦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国家级/
张江园中园

5.00
（规划） — 20+ — — —

10 嘉定区/嘉定工业区生物医药
产业基地 区级 1.30 22.18 73 30 3 25.00

11 奉贤区/上海化学工业区奉贤
分区 区级 7.30

（规划）
33.04

（2016年） 21 2 — —

12 奉贤区/上海工业综合开发区 区级 10.90
（规划）

22.45
（2016年） 4 2 — —

13 奉贤区/上海奉贤经济开发区
风险生物科技园区 区级 5.90

（规划）
18.08

（2016年） 14 0 — —

14 奉贤区/临港奉贤开发区 区级 17.00 0.07 5 4 1 10.00

15 金山区/金山工业区生物医药
产业园 区级 2.80 119.20 33 — — —

表1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基本信息一览表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ial pa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调研资料》2018.整理制作。

① 张江：“张江”泛指张江地区；“张江园区”指浦东新区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位于张江核心园张江高科技园区，又被誉为“张江药谷”；“张江园中园”指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下辖园区中的园区，一级园包括张江核心园、徐汇园、青浦园等，二级园即“园中园”，如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为张江核心园张江高科技园区中的生物医药

产业园。

② 上海市统计局，http://tjj.sh.gov.cn/。

③ 企业抽样信息，指启信宝上海市生物医药制造业企业有效数据共546条，主要为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制造企业，属性包括：企业名称、企业工商注册时间、企业实际

经营地、企业注册资本、企业所属街镇。空间坐标采用企业经营地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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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新区的外企加速集聚，张江园区不断极化

成为产业龙头，新增注册企业猛增至占样本

数的42.86%。2011—2016年，张江园区及

其园中园体系均有所加强，企业进一步向园

区集中；而总部和销售网点则向黄浦区、虹口

区、长宁区等传统商业地带集聚，产业环节进

一步分离，新增注册企业速度与前阶段持平。

总体而言，1990年代后浦东开发开放拉

开了市域产业梯度；浦东张江园区成为产业尖

峰；外环线和郊环线之间形成跨区连绵的闵行

莘庄、嘉定江桥等城乡混杂的近郊产业圈层；郊

环线外沿交通走廊在青浦区、奉贤区、金山区形

成远郊产业集聚。

2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特点和挑战

2.1   全球产业聚集与地方产业分离的挑战

全球化促进了地方产业发展，在与地方政

策的共同影响下，产业资源要素向城区和高等

级园区集中，形成了高价值产业核心集群。上海

以相对丰富的高校、医院、实验室设施，相对廉

价的人才资源和临床研究成本，成为嵌入全球

产业链的重要节点城市。世界排名前10位的跨

国药企④在上海均有设点。其中，罗氏（Roche）

成为首个在上海形成完整产业链的跨国药企⑤。

2003年以来，随着浦东成为国际技术外包业务

活跃地区，张江成为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

桥梁[3]62。

然而，鉴于生物医药的高技术壁垒，跨国

药企的核心目标主要是寻找技术实验场地而

非技术合作伙伴，因此往往与本地企业之间

缺乏实质性技术合作和利益共同点[10]62，地

方根植性低，内外循环联动不足，张江也被认

为对上海其他基地的溢出效应不够明显[1]39-42。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目前多以制造业为重，

在研发机构数、创新平台数、R&D投入、风投

机构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依然较大。

2.2   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同质化竞争的挑战

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加速。上海长

期以来依靠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

的产业服务平台和优质的人力资源，形成了区

域比较优势，同时也面临着资本、服务和科创资

源流失的压力。长三角各省市均以生物医药作

为主导产业，大力推动园区建设，形成竞争态

势。比如，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调研访谈结果显示，苏州BIOBAY园区最

初企业中有约1/3来自张江。

产业用地方面，上海资源紧张，指标偏紧

且费用较高；城区内部研发机构集聚，但地租

成本难以降低。2017年，上海张江某企业的

土地成本及指标费用共计110万元/亩，而同期

杭州土地成本仅约70万/亩，苏州、泰州、南通、

嘉兴则更低，且存在较大的“一事一议”的谈

判空间。产业政策方面，上海产业审批周期较

长，财政补贴和基金支持侧重于外企和国企，

对民企补贴少，各类资金成本相对较高。上海

设有医疗母基金，与其他地区相比并无显著优

势，且医保支付并不便捷。上海产业高端人才

依然短缺，人才政策较为分散，而杭州、苏州等

地则形成了最高可达1亿元的多层次奖励和

资金支持，补贴力度较大。

2.3   全球城市内部资源要素耦合的挑战

政府往往是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构建环境和

宏观政策的主导力量，从科研机构的引进到跨

国药企的引进，从创业企业的培育到公共服务

平台的建设，都有政府推手[10]62，但由政府主导

也存在发展的弊端。

从产业主体来看，上海缺乏能够兼具规模

效应、领导能力和市场影响力，承担“技术守

门员”[3]62角色的本地龙头企业，传统国企研发

力量明显不足。高校、院所等科研资源和强大

的医院临床资源分别隶属于教育系统和卫生

系统，与实际生产存在一定脱节。从产业投入

来看，近年来，国家加大生物医学研究资金的

投入，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方面研发销售比

仅为2.7%左右，远低于欧美同业15%—20%的

图1  上海市域范围生物医药企业抽样调查热力图（左）及分阶段热力图（右）

Fig.1  Thermograph and staged thermograph of sampling survey of biomedical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④ PharmExec（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2020年全球制药企业TOP50排名（Pharm Exec's Top 50 Companies 2020）: 2020年全球前10名的制药企业：罗氏（Roche）、

诺华（Novartis）、辉瑞（Pfizer）、默沙东（MSD）、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强生（Johnson & Johnson）、赛诺菲（Sanofi）、艾伯维（Abbvie）、葛兰素史克

（GSK）、日本武田（Takeda）。

⑤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https://www.roche.com.cn：罗氏（Roche）于1994年成立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至2019年成立罗氏上海创新中心，全面完成了在华“制

造—研究—开发—营销—创新”产业链建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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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日本神户医疗产业都市项目区位图

Fig2.  Project location of Kobe medical innovation cluster of Japa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神户医疗产业都市主要设施分布情况

Fig.3  Main facility distribution of Kobe medical innovation cluster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神户医疗产业都市项目资料（https://www.fbri-kobe.org/）翻译绘制。

平均水平⑥。中国创新药市场投资日益蓬勃，创

新药基础性研究投入仍以传统政府科研拨款或

银行贷款为主，社会风险投资参与不足。从产业

环境来看，上海中心城区空间不足，而郊区则是

公共研发和创新资源不足，各区之间存在一定

产业重叠，部门化、园区化的产业管理和建设模

式，都对资源要素流动和共享、对区域体系的建

设形成掣肘。

总体上，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面临多层次的

挑战，既有跻身全球产业集群的压力，也有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的竞争，更有自身资源统筹和能

效提升的紧迫要求。

3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经验

3.1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总体特点

从全球产业空间演化视角来看，企业聚集、

企业群落、产业集群和创新网络是相近、相关联

但又有所不同的几个概念，属于区域聚集经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11]。纵观全球顶级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发展情况，有以下特点（见表2）。

一是产业资源要素浓度高，企业、实验

室、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大量集聚，

如日本神户医疗产业都市（Kobe medical 

innovation cluster）在3.9 km²范围内，集中了

16家大型机构设施和369家生物医药企业。二

是与城市联动紧密，形成全面的研发环境、制

造基础和应用场景。如美国波士顿长木医学区

（Longwood Medical Area）打破园区、校区、城

区边界，形成社区一体化的产业发展，从业人员

密度高达5.07万人/km²。三是多尺度空间协同

和政策共享，如丹麦—瑞典医药谷（Medicon 

Valley），覆盖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60%的医药

企业、9所大学、28家研究型医院（1.5万张床

位）、7个专业园区（1 500家药企），共享两国

产业政策、融资和信息。

3.2   日本神户医疗产业都市案例剖析

神户医疗产业都市位于神户港岛，通过轨

道交通可便捷联系神户与大阪中心城区，距

关西国际机场和神户机场均1小时可达（见

图2）。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该地区由原计

划修建主题公园转向建设医疗产业都市，并

针对震后人工器官等医疗需求，聚焦“再生医

疗”产业方向。目前，该地区已成为日本最大

医疗组团和尖端医疗技术研究基地，其发展

特点如下。

一是政府强大的财政和立法支持，促成顶

级的设施和平台建设，形成高浓度又体系化的

产业要素集聚：①研究机构，具体包括国际医疗

开发中心、理化学研究所再生科学研究中心、先

表2  全球典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梳理表

Tab.2  Review of typical global biomedical industry cluster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网站信息（日本：https://www.fbri-kobe.org/；美国：https://www.masco.org/about/

about-the-lma；丹麦-瑞典：https://mediconvalley.greatercph.com/）整理绘制。

国家 名称 优势领域 特色/核心资源 与城市的关系 政策支持列举

日本
神户医
疗产业
都市

再生医疗

顶级科研设施集聚
和共享；
基金会/协会助推
成果转化

距离市中心4 km；
相对独立的产城
融合区

公共设施租赁优惠；
海关电子通关；
开发阶段医疗器械实
验准入；
财政补贴和利息补贴

美国
波士顿
长木医
学区

癌症、糖尿
病（基于分
子生物学、
新材料等
优势学科）

顶级高校与优势学
科集聚

完全融入城区；
产业社区

生命科学激励计划；
生 物 技 术 工 业 组 织

（BIO）协调并参与政
策制定

丹麦—
瑞典 医药谷 临床医学 高密度的临床研究

大尺度布局的、
跨国一体化的
产业区域

共享两国政府的优惠
政策、融资渠道和信
息资源

⑥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http://www.itif.org。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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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医疗中心、理化学研究所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中心、神户生物医疗创造中心、神户医疗器械开

发中心、神户医疗创新中心；②临床机构，具体

包括神户市立中央市民医院、神户临床研究信

息中心；③商务机构，具体包括神户国际商务中

心、神户国际多媒体中心、神户合成杂交商务中

心；④支撑机构，具体包括神户健康产业开发中

心、神户生物技术研究人才培训中心、神户大学

企业扶植中心、神户孵化办公室、兵库县计算机

科学基金会（见图3）。

二是规划建设方面，形成“两站三区，

设施复合”的现代城区。围绕两个中运量轻

轨站（医疗中心站和超算中心站）形成3大

区域。北部医疗区以大量医院诊所集聚为主，

中部研究开发区以生物医药企业集聚为主，

南部模拟区以利用超算中心、神户大学实验

室等公共设施打造共享设施平台。建设遵循

TOD原则，站点周围是商业用地（容积率4—

6）和居住用地（容积率约为3），外围是工业

用地和准工业用地（容积率约为2）。该地区

还享受“关西创新国际综合战略特区”等各

项政策优惠，放宽了工厂绿地率限制，可有条

件无偿转让国有建筑物。

三是产业培育方面，项目实现了基础研究

部门、临床部门和产业化部门的创新整合。同

时，考虑到基金投入和资本运作对产业集群发

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整备和研究

支援，项目邀请了201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本庶

佑先生出任产业基金会理事长，推动“风险共

担，收益共享”的产业循环，帮助企业在“基础

研究—技术发展—商业化—产业化”过程中

（见图4）实现一站式成果转化。

4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布局策略

4.1   跳出部门, 构建“1+3”产业联动机制

金融是全球城市的核心和门户资源。科研、

医疗则是上海传统优势产业资源。上海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首先要实现跨部门联合，形成以金

融功能为核心的“大科研+大临床+大制造”的

产业联动机制，以金融高水平的有效开放，提升

对科研创新环节、临床应用环节和制造生产环

节的协同，完善产业链的信息、资源和政策的共

建共享（见图5）。

资本的短周期性与生物医药产业的长周期

性存在天然矛盾，高附加值的生物医药细分领

域更是高风险领域。囿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束缚、

终端价格的控制、体制内高校和医院创新中的

风险厌恶，上海产业金融VIC模式⑦有待完善。

借鉴神户经验，城市政府应进一步细化不同阶

段的金融介入方式，对基础研究、技术提升、商

业化和最终产业化的不同阶段特征制定专门化

金融政策。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承托研发前

期风险；打通跨体制瓶颈，激活既有资源；构建

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信贷投放、债权融资等多

层次金融服务，有的放矢；并对泡沫化过度投机

有所约束，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4.2   跳出园区, 整合“五位一体”产业功能

        网络

梳理上海跨部门生物医药资源要素，形成

企业、科研院所、临床诊疗（医院）、社区服务和

传统产业区块的资源要素的叠合分析，以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为核心，形成创新研发、生产制

造、消费经营、临床案例、社区服务“五位一体”

的产业功能空间网络，识别动力源和凝结核，培

育多层次产业潜力节点（见图6-图7）。

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门槛的特

点，依赖于大设施、大资金，博士以上人才等产

业资源高密度集聚能力。借鉴美国马萨诸塞

州—波士顿/剑桥生物技术集聚区—长木医学

区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多层次深度“产学

研”耦合模式，形成一种具有顶级科研创新能

图4  神户医疗产业都市集群组织与成果转化模式

Fig.4  Cluster organiz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of Kobe 
medical innovation cluster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神户医疗产业都市项目电子宣传资料（https://
www.fbri-kobe.org/）翻译绘制。

图6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五位一体”资源要素复合集聚策略

Fig.6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y "5 in 1" resource compound agglomeration strateg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大科研+大制

造+大临床”全链条联动策略

Fig.5  Linkage strategy of "research + 
manufacturing + clinical application" for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⑦ VIC模式（VC+IP+CRO），指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研发外包服务相结合的“轻资产重智力”的商业运作模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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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高校资源、优质临床及实验室资源，以及全

球知名药企资源集聚形成的产业模式。职能部

门应加快对产业要素富集区域的有效识别，对

潜力地区形成跨部门联动的“特别政策区规

划”。特别政策区规划着眼于城市的系统发展而

非园区建设，是传统行政层级空间规划的精细

化补充，是传统产业经济计划的落地响应。

4.3   跳出城市, 形成多尺度协同产业区域格局

长三角已形成生物医药产业百花齐放的态

势，并且各地在研发、创投、营销、物流等方面各

有所长。借鉴丹麦—瑞典案例，依托区域一体化

政策推动长三角多园区、多城市的合作，实现研

图8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相关资源要素梳理

Fig.8  Relevant resource elements of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相关资源要素单元栅格分析

Fig.9  Cell grid analysis of relevant resource elements 
of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区—产业区块—其余（企业、研究院、高校、

实验室、医院）”的顺序依次对栅格单元进行覆

盖叠加，并以后者为识别分类。若栅格单元内

存在企业、研究机构、医院两类以上重叠，则显

示为复合单元（黑色）。若该单元不涉及任何数

据点，则显示为空值单元（见图8）。

聚合结果显示：浦东张江园区是5类要素

资源最密集的区域，浦西中环内除产业区块

外其他要素类型均十分密集，松江新城、嘉定

工业区、闵行紫竹、化工区奉贤分区等是郊区

要素较密集的地区。从产业区块来看，浦东张

江—金桥、闵行紫竹、徐汇枫林—聚科是多样

化要素相对密集区（见图9）。

5.2   步骤二: 确定“一核•六支撑”产业节点

        体系

以2020年上海产业地图⑨为总纲，以浦东、

徐汇、闵行、松江、奉贤、金山、嘉定7区要素密集

程度和复合程度为依据，识别7区产业融合潜力

节点，形成“一核•六支撑”产业空间动力源和

凝聚核体系。浦东新区节点是要素最密集的综

合性节点，而徐汇、闵行、松江、奉贤、金山、嘉定

6区则是特色化支撑节点（见表3，图10）。

以闵行区“环交大—紫竹”节点为例，梳

发合作、设施共享、人才交流，建设一个地理空

间邻近、资源互补、交易成本可控的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12]，以提升整体发展效能。

5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划引导建议

5.1   步骤一: 识别要素密集情况和资源特征

根据上述思路，提取多源信息⑧，形成企业

数据546条、研究机构数据640条（其中研究

院561条、高校53条、实验室26条）、社区数据

31 323条、医院数据795条、规划产业区块数

据433条，以1 000 m×1 000 m为单元进行

GIS栅格赋值和聚合分析：考虑社区和产业

区块的数据涉及空间范围较大，按照“社

⑧ 多源信息，企业数据来源为启信宝。研究机构（研究院所、高校和实验室）、社区、医院数据来源为POI数据，其中研究机构数据已根据生物医药产业特点筛选。产业

区块数据来源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⑨ 上海市产业地图，http://map.sheitc.sh.gov.cn。

注释：

图7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围绕驱动源和凝结核培育产业生态策略

Fig.7 Biomedical industry ecological strategy in Shanghai focusing on driving source and co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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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业空间的节点识别，构建跨区协同

的产业布局引导（见图11）。

总部集群—圈层，以人才、资本与专业服务

集聚为特点，以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等核

心区为载体，对标纽约，推进张江与陆家嘴共建

全球产业金融中心。重点引入世界级商务服务

设施，并以“大科学设施群”为抓手，集中力量

建设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创投集群—圈层，以创

业引导和投资集聚为特点，借鉴国际成熟的VIC

图10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相关资源要素单元栅格分析与节点挖掘

Fig.10  Cell grid analysis of relevant resources and node analysis of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引导

Fig.11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y spatial layout 
guid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序号 分区 节点 代表性研究机构
（研究院所/高校/实验室）

代表性
企业

代表性
医院

代表性
产业区块/园区

代表性
社区

1 浦东 核心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
心 / 上 海 中 医 药 大 学 浦 东 校
区、复旦大学张江校区/新药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治疗性
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

辉瑞、诺华、罗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

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上海国际
医学园区

浦东新区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中心

2 徐汇 支撑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百特国际、奥林
巴斯医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聚科生物园区、枫林生命

科学园区
徐汇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

3 闵行 支撑
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医学
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申联生物、基因
科技（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
第五人民医院

漕河泾浦江园、闵行经济技术
开发区、紫竹高新区

闵行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

4 松江 支撑 上海眼科研究所/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松江校区/缺 修正药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院） 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松江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

5 奉贤 支撑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公司奉
贤分部/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
区/缺

雅培制药
帝斯曼维生素、

凯惠药业
奉贤海湾医院 奉贤生物科技园、工业综合开

发区、化工区奉贤分区
奉贤江区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中心

6 金山 支撑
中国科学院有机合成工程研
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金山校
区/缺

百特医疗用品、
信谊金朱药业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金山工业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金山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

7 嘉定 支撑 上海健鹰食品科技研究所/同
济大学嘉定校区/缺

贝瑞和康、三友
医疗 嘉定区中医医院东区 嘉定工业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嘉定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

表3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节点体系

Tab.3  Space system of Shanghai biomedical industr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理紫竹高新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基因组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申联生

物、基因科技（上海）等基因/疫苗生物医药企业、

信息数码港公共基础设施、微软（中国）、英特尔

等龙头IT企业、交大附属医院等资源，编制特别

政策区规划，促进既有产业要素有机融合，及时

补充缺项要素，促进医社融合，做好谋划应对。

5.3   步骤三: 构建区域一体化的产业网络结构

运作模式，积极引入市场化的风投机构、基金

会，以及外包咨询机构、校友网络等创新中介，

培育中小企业。大多围绕城区内部创意园区、中

小联合办公场所。如徐汇聚科节点，强化城市空

间挖潜，提升交流场所与路演设施。科研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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