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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经济核心产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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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经济时代正加速到来，有关生物经济概念范围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化，不同国家提出了

各自的生物经济发展优先领域，初步形成了几种衡量生物经济的方法。 中国生物经济以生物技

术和生物资源为两大核心视角，涵盖了农业、食品、制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资源环保和材料化

工等多个领域，总体可归纳为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和“生物 ＋ 未知”等四大体系。 结合

情景分析方法，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生物经济规模可达 ３８ 万亿 ～ ５０ 万亿元。 建议在更大范围汇

聚共识，进一步深挖面向“美丽中国”的需求，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释放生物经济发展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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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生命科学和现代生物技术加速

突破，生物经济的美好发展蓝图不断被更新迭代，特别

是对化解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独立和环境可持续

性等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已经从纸上蓝图加速照进现

实，技术更新和突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生物经济时代

正加速到来。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

制定了生物经济战略规划，明确生物经济范围，提出生

物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极大提振了全社会拥抱生物

经济时代的信心。

１　 对生物经济涵盖范围和影响的总体认识

　 　 近年来，一场以“生物资源价值化、生物技术产业

化”为特征的全球性系统性变革正在发生［１］。 越来越

多的观点认为，生物技术未来的潜力或将决定人们吃

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甚至是建设世界的方式，将极大

改变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与农业

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 麦肯锡

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发展中约 ６０％ 的

实物投入理论上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生产［２］。 虽然要实

现愿景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即使取得部分进展，
也会逐步改变供求关系、产业结构和消费者行为。
１． １　 认识生物经济的两类主要视角

　 　 综合有关文献，目前对生物经济的认识主要有两

个方面的认识，他们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差异。
　 　 一类是基于生命科学、现代生物技术和创新的视

角。 这是历史上对生物经济最常见的视角，主要强调

创新在生物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一视角基于科

学技术和创新，以及这些创新在诸多领域的商业化应

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重要体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曾基于这个视角提出

过红色、绿色、白色等三种由生物技术赋能的经济形

态，其中：红色生物技术引领了医药健康产业的变革，
其标志是 １９８２ 年重组人胰岛素上市，目前生物药已成

为全球医药创新的主要领域；绿色生物技术引发了生

物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标志为 １９９６ 年转基因大

豆、玉米和油菜相继上市，并迅速开展了规模化种植；
白色生物技术开启了生物制造作为一类新兴产业发展

的新篇章，以 ２０００ 年聚乳酸产品上市为标志，在全球

范围内描绘了“农业工业化、工业绿色化”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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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类是基于生物资源、强调可再生和可持续的

视角。 这个视角侧重于生物初级资源的使用，以及利

用生物催化剂来替代现有的（通常是指以石油为主的

化石燃料）制造工艺路线，致力于为人类提供更安全、
更有效的食品、能源和材料等，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全球

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 在这个视角下，
生物经济既涵盖了农业、林业、渔业等以初级生物产品

为主的第一产业领域，也包括能源、化工、食品、材料、
环保等生物资源深加工及以生物技术赋能的第二产业

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视角几乎涵盖了所有初级

生产和工业部门，但没有涵盖其衍生的生物技术服务。
此外，在这个视角下还涉及部分生态的概念，包括生物

资源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内容，这将把生

物经济的概念扩展到传统的经济学概念范围之外。
１． ２　 部分国家和地区生物经济的优先发展方向

　 　 当前，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对生物经济的

认识有所差别。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各界对

其本身的认识还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和国家所处发

展阶段、优先发展的战略取向等紧密相关。 因此，不同

国家基于对生物经济的不同认识视角，提出了各自的

生物经济发展优先领域。
　 　 美国作为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国家，
始终把创新作为生物经济的优先发展任务。 美国早在

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中就强调，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

和生物技术为基础创造经济价值的经济形态。 在此后

发布的《生物经济计划：实施框架》 《保卫生物经济

２０２０》等战略规划中，也延续了这个视角，始终把创新

作为衡量生物经济的重要考量，并且对其赋能的行业

进行不断拓展，目前已涵盖农业育种生产、医药健康和

生物制造等领域。 最新发布的《美国生物技术和生物

制造产业发展宏大目标》明确提出利用生物技术和生

物制造实现可持续、安全和有保障的美国生物经济的

愿景，重点倡导发展有利于解决气候变化、食品和农业

可持续、供应链弹性、人类健康和寻求交叉融合创新等

问题的五大重点方向。
　 　 欧盟是全球最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将循环经

济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生物经济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生物经济战略和行动计划”，将生

物经济定义为“生产可再生生物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和

废物转化为增值产品，如食品、饲料、生物基产品和生

物能源”。 此后在 ２０１７ 年，欧盟提出 ２０１２ 年战略的目

标仍然有效，但行动范围有所扩大，重点也有所调整。

２０１８ 年，欧盟委员会更新的生物经济战略进一步明确

提出，要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最

大贡献，将生物经济定义为涵盖所有依赖生物资源（动
物、植物、微生物和衍生生物质，包括有机废物）的部门

和系统。 它包括并相互联系着：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

及其提供的服务、使用和生产生物资源的所有初级生

产部门（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使用生

物资源和工艺生产食品、饲料、生物产品、能源和服务

的所有经济和工业部门 （生物医药和健康生物技

术除外）。
　 　 此外，日本、韩国、阿根廷、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等

国家还将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信息等领域列为优

先发展的领域，以期能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带动农村和

社会发展，进一步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

力，实现生物技术立国和可持续发展［３］。
１． ３　 衡量生物经济影响的几种方法

　 　 自生物经济概念提出以来，一些市场咨询机构、部
分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开始预测生物经济的影响，测
算生物经济的市场规模和带动作用。 目前来看主要有

四种方法。
　 　 第一种是基于应用场景的案例调查法。 知名的市

场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就曾通过分析 ４００ 个到 ２０５０ 年

可能产生重大商业影响的案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未

来可预见的应用场景，从减少疾病负担、提高产品质

量、降低成本、环境效益等四方面进行价值增益评估，
预测生物经济可能对全球每年产生 ２ 万亿 ～ ４ 万亿美

元的直接经济影响。 其中，对人类和健康方面的潜在

影响约 ０． ５ 万亿 ～ １． ３ 万亿美元，占总额的 ３５％ ；对农

业、水产养殖和食品方面的潜在影响约 ０． ８ 万亿 ～ １． ２
万亿美元之间，约占总额的 ３６％ ；对消费品和服务方面

的潜在影响可能在 ０． ２ 万亿 ～０． ８ 万亿美元之间，约占

总额的 １９％ ，其中大约 ２ ／ ３ 可能来自个性化服务；对材

料、化学品和能源方面的潜在影响为 ０． ２ 万亿 ～ ０． ３ 万

亿美元之间，占总额的 ８％ ，约 ３ ／ ４ 与新生产方式带来

的资源效率提高有关［２］。
　 　 第二种是基于建立“卫星账户”的统计方法。 卫星

账户一般用于衡量在既有标准行业分类下不容易识别

的经济领域。 比如，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Ａ）发布《制定生物经济经济贡献

的国家衡量标准》报告，提出了开发卫星账户涉及三个

主要步骤，即确定供给使用表（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ＳＵＴｓ）内的相关产品类别，将经济活动的相关份额隔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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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类别中，并确定各行业的经济活动，包括对

ＧＤＰ、总产出、就业和薪酬的贡献［４］。 从可行性角度，
美国采用了第 １４０８１ 号行政命令对生物经济的定义，包
括依赖生物技术或生物制造业的行业和产品，以及农

业和林业等成熟行业。 这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

两类对生物经济的认识，既包含了传统的成熟行业，也
包含了技术驱动的新兴产业。
　 　 第三种是基于投入产出（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Ｉ⁃Ｏ）的测算

法。 利用投入产出表评估生物经济中的工业部门与其

他工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可初步测算生物经济对最终

需求或行业增加值的影响。 比如，欧盟有关研究机构

基于欧盟统计局 Ｐｒｏｄｃｏｍ 数据库中精选的 １０６ 种商品，
涵盖三个不同的行业，即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制造

业、化学品和化学产品制造业、基础医药产品和医药制

剂制造业，结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ＷＩＯＤ），评估了欧盟 ２８ 国生物经济的营业收

入、增加值、就业、贸易和溢出效应等数据［５］。
　 　 第四种是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法。 由于生物经济活

动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分布广泛，单靠政府统计数据难

以解决数据来源问题。 特别是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
服务、新模式等，可能需要来自私营部门的数据来源。
因此，大数据分析法也在衡量生物经济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一家投资公司创建了“生物经济

仪表盘” ［６］，其中就汇集了从各种公开渠道收集的数据

和私人来源的数据，对美国的生物经济规模和影响进

行了初步评估。 评估还借助了大量外部专家的支持，
有效识别了一些在常规统计和数据库中难以发现的

数据。

２　 对中国生物经济规模的预测

　 　 中国在首部生物经济规划中明确提出，生物经济

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为动力，以保护开

发利用生物资源为基础，涉及医药、健康、农业、林业、
能源、环保、材料等领域。 但在发展目标上，并没有给

出具体规模的预测。 可见，科学衡量中国生物经济规

模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２． １　 中国生物经济的主要范围

　 　 中国自“十一五”时期开始，以推动生物技术产业

化为出发点，大力支持生物产业发展［７］。 当时基于中

国产业发展的阶段和特点，生物产业主要包括了生物

医药产业、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生物农业、生物能源产

业、生物制造产业、生物环保产业和生物服务业等七个

方向。 其中，生物医药主要包括疫苗与诊断试剂生产，
药品制造（含中药、化学药和生物药）、医疗仪器设备生

产和其他医药相关产品；生物农业主要是指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分子标记、细胞工程等），从事

农业良种及林业新品种的培育与产业化，以及绿色农

用生物制品的创制与生产；生物能源主要是指利用生

物质开发新型能源，包括了能源植物品种培育及种植

行业；生物制造主要是指利用可再生生物质制造新型

材料和化学品种，以及利用生物的机能进行制造，替代

化学的制造过程；生物环保主要是指利用生物技术，从
事环境污染及生态环境退化等方面的治理，开发环保

生物新技术及相关设备；生物服务主要是指通过合同

方式为制药企业和研发机构，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提供

专业化的服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生物产业既包

含了像发酵这样的传统生物产业，也包含了化学制药、
医疗器械这样的与生物技术关系并不密切的行业。 尽

管这代表了中国发展生物产业的特色，但也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在国际数据横向对比时的困难。 此后的

“十二五” “十三五”生物产业规划和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均以此范围界定生物产业。
　 　 “十四五”开始，中国进一步明确了生物经济概念，
事实上也沿用了前期对生物产业的范围，并将其定义

为核心产业。 在此基础上，综合了两大生物经济的视

角，即以生物技术和生物资源为两大核心，形成了中国

生物经济的主要范围，主要涵盖农业、食品、制药、医疗

器械、健康服务、资源环保和材料化工等领域［８］ （图

１），充分体现了生物经济的技术创新属性、资源利用属

性以及融合赋能属性。
２． ２　 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经济四大体系

　 　 基于中国生物经济的主要范畴，顺应现代生物科

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充分考虑生

物经济影响渗透的时序和范围，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标准及其注释，可把中国生物经

济归纳为“３ ＋ Ｘ”的四大体系［９］。
　 　 一是面向全民健康的生物医药经济体系。 主要目

标是提高人民群众健康保障能力，有力支撑建设强大

的公共卫生体系和落实“健康中国”战略，不断缩小“健
康鸿沟”。 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生物技术药物开发、先
进诊疗技术和精准医学等领域，对应医药制造业、医疗

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和健

康服务相关行业。
　 　 二是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生物农业经济体系。 主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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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生物经济的主要范围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目标是围绕产出高效、产品安全，保障粮食、重要大宗

农产品生产供给以及满足人们营养、健康等日益多元

的食物消费需要，加速改良动植物品种，保障粮食安

全，改善营养状况，提高人民群众食品质量，确保“舌

尖”安全。 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生物育种、农作物种植

和养殖、食品生产等，对应农业、林业、渔业等初级产品

供应及加工行业。
　 　 三是面向环境可持续的生物制造经济体系。 主要

目标是按照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和环境污染治理要

求，推动绿色生物工艺在化工、轻纺等行业大规模应

用，实现环境污染生物修复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面

支撑“美丽中国”建设。 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生物基材

料、绿色农用制品、新型发酵产品、生物质能源等产品

规模化生产与应用，对应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纺织

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
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生
物质燃料加工、生物质发电、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等相关行业。
　 　 四是面向未知的“生物 ＋ ”经济体系。 主要目标是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潜在的颠覆性创新方向，在遵循伦

理道德前提下支持自由探索，营造有利于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的政策环境，抢占先机构筑未来发展新优

势，有力支撑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涵盖

的范围包括合成生物、生物计算、脑科学等交叉融合方向

的“无人区”领域，除了专用设备制造业中医疗仪器设备

及器械制造业可大致代表生物技术（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Ｔ）
和信息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融合方向之外，其
他新技术和新业态并无明确对应的产业分类。
２． ３　 对中国生物经济潜力的情景分析

　 　 根据中国生物经济的内涵以及四大特色体系，对
照《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分类 ２０１８》，中国生物经济可大致划分为 １９ 个大

类、５７ 个细分领域，每个细分领域按照影响渗透时序，
有关专家初步估算的所占份额进行折算（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按规上企业营业收入 ３％折算，化学纤

维制造业按规上企业营业收入 ５％折算、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按规上企业营业收入 ６％折算） ［１０］。 以 ２０２１ 年数

据计算，生物医药经济体系的规模约为 ４ 万亿元，占总

体规模的 １９％左右；生物农业经济体系的规模约为 ９． ９
万亿元，占总体规模的 ４７％左右；生物制造经济体系的

规模约为 ６． ９ 万亿元，占总体规模的 ３３％ 左右；“生物

＋ ”经济体系的规模目前基本可忽略，但未来影响

巨大。
　 　 总体计算，２０２１ 年中国生物经济总规模约 ２０． ８ 万

亿元，医药、农业和制造的结构比重为 １９∶ ４７∶ ３３。 以此

为基数，按照保守、稳健、乐观三种情景分析，预测 ２０２７
年和 ２０３５ 年中国生物经济总规模。
　 　 保守情境下，预计生物经济规模增长基本与经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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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保持同步，其中生物医药按年均 ７％的增长速度推

算，到 ２０２７ 年和 ２０３５ 年规模分别达到 ６ 万亿元和 １０
万亿元；生物农业按年均 ２％的增长速度推算，到 ２０２７
年和 ２０３５ 年规模分别达到 １１． ２ 万亿元和 １３． １ 万亿

元；生物制造分别按照增速保持 ５％ 左右、相关产业替

代率提升至 １０％ 和 ２０％ 推算，到 ２０２７ 年和 ２０３５ 年规

模分别超过 １０ 万亿元和 １５ 万亿元。 合计中国生物经

济总规模将达 ２７． ２ 万亿元和 ３８． １ 万亿元（表 １）。 稳

健情境下，“健康中国” “美丽中国”需求进一步扩大，
预计生物经济规模增长略高于经济发展增速，生物医

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分别按 ８％ 、３％ 、６％ 左右的增

速估算，到 ２０２７ 年生物经济规模将达到 ３０ 万亿元，接
近国内生产总值 １ ／ ４ 的水平，到 ２０３５ 年将超过 ４０ 万亿

元（表 １）。 乐观情境下，碳中和碳达峰政策影响超出预

期，生物制造市场潜力有望急剧扩张，将生物制造相关

产业的替代率提升到 ３０％ ～ ４０％估算，叠加“生物 ＋ ”
经济体系不断成熟，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生物经济规模将超

过 ５０ 万亿元。
表 １　 中国生物经济规模预测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ｃａｌｅ

预测情景 ２０２７ 年 ／ 万亿元 ２０３５ 年 ／ 万亿元

保守 ２７． ２ ３８． １

稳健 ３０ ４０

乐观 － ５０

　 　 注：由于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预计在 ２０３０ 年之后发生影响，

生物技术进步对生物 ＋ 经济体系的影响需较长时间体现，因此乐观

情形下没有预测 ２０２７ 年的规模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 ２０２７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ｔｏｗ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ｕｒ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３０．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

３　 释放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潜力的几点建议

　 　 自我国发布首个国家生物经济规划以来，全国上

下发展生物经济的共识已基本形成，生物产业政策已

成为地方经济政策主流，各地对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

的需求不断扩大，发展生物经济的环境持续优化，生物

经济发展活力四射、势如破竹，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很
可能引发新一波发展浪潮，对我国推动新型工业化发

展、建设现代化科技强国形成强大支撑。 但也发现社

会各界对生物经济发展的认识还有偏差，支持生物经

济发展的政策没有形成合力。 为此，应顺势而为、迎势

而上，把以下三个方面作为释放生物经济巨大潜力的

主要抓手。
３． １　 深化发展生物经济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的

认识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竞相发布生物经济战略，
积极开展实施路线图规划和相关项目部署，以争取未

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国在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

科技创新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是党中央在“三个

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基础上，根据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坚持“科技为民”作出的新部署，为我国“十四五”以及

更长一个时期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指明了方向。 此外，我国还要实现在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二

氧化碳排放峰值、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唯有着

力发展生物经济，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才
能更好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为此，要向社会各界

更好地宣传推进生物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认清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广泛深远、国际科技经济合作格局深刻调整等宏观环

境变化，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的新要求作为引领发展生物经济的遵循和指

引，进一步发挥生物经济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科技强国中的关键作用。
３． ２　 改变把生物经济等同于生物医药的认识

　 　 尽管生物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但社会各界对生物

经济的理解还不够准确，特别是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

生物经济简单等同于生物医药。 事实上，生物经济是

以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建立在保护、利用生物资源之

上，为满足人类生存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物

技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一种生产、流通、分配模式和

制度体系，覆盖医药、医疗器械、农业、食品、化工材料、
能源、资源环保、健康服务等领域，涉及创新、产业、民
生、资源、改革、安全等多方面内容。 通过上述测算更

加表明，中国巨大的生物经济发展空间更多在于生物

制造。 生物制造是推动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经

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内容［１１］。
　 　 为此，要在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基础上，研究出台生

物经济统计口径和评价指标体系，统一各地对生物经

济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聚焦生物经济对社会民生、生
态环境的作用，深挖面向“美丽中国”的需求。 同时，加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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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建立相关统计指标和考评体系，合理引导预期，避免

“一哄而上”导致恶性竞争。 加强数据采集和归集，为
制定生物经济产业政策提供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撑。
３． ３　 坚持改革引领激发生物经济发展潜力

　 　 当前，中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堵点”在于生物经济

供给和需求部门还不匹配，改革任务难度加大，产业政

策衔接和落实不畅等方面，重点表现为创新药价格形

成机制尚未理顺，转基因产品产业化进度缓慢，生物制

造项目落地、产品准入和上市还存在一定困难，对“生
物 ＋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还不

明确。
　 　 为此，要进一步加大规划落实推进力度，抓好生物

经济规划落实中的统筹部署，加快建立各有关部门参

与的协调机制，合力推动生物经济发展的重大规划、重
大改革、重大政策和重大工程有效落地，重点围绕生物

制造领域部署一批科技攻关项目。 进一步鼓励应用导

向的创新，瞄准我国在推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确保

“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能源安全”等工作

面临的现实问题，甚至以国防需求为导向，围绕产业生

态构建，实施一批应用导向的重大专项，重点支持一批

应用导向的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进一步突出其“经

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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