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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政办发〔2021〕12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8 日 

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医药健康产业是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是助

推北京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

同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后，本市医药健康产业创

新策源能力显著提升，已形成良好发展态势，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医药健康产业爆发式发展的战略机

遇期，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更高台阶，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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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落实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部署，以推动“两区”

建设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契机，推进生命科学前沿技

术创新突破，实现创新研发全面提速，加快京津冀医药健康产业

协同发展，以改革破解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医药产业创新高地。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驱动。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型研发机构等汇

聚全球创新资源，发挥在京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力量，在生命

科学前沿研究方面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突破。 

坚持协同转化。推动原创成果与技术向产业转化，加速临床

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学研医紧密协同，能力水平同步提升。 

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当前产业发展空间、人才等突出问题，

结合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新需求，精准施策，补齐短板，着力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制约发展的痛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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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交叉融合新业态。大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与人工智能、

区块链、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领域融合发展，提升研发效率，

加速培育形成新一轮产业增长点。 

(三)发展目标 

2023 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医

药健康工业和服务业总营业收入突破 3000 亿元(不包括新冠疫苗

特定条件下增量)，产业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面提升，基本

实现国际化高水平集群式发展。 

在前沿方面，生命科学领域引进培育多层次创新人才不少于

1 万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一步强化，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形

成北京生物技术创新特色长板。 

在临床方面，建成 20 个左右“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研

究型病房，建设 1-2 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型医院，推动北

京临床研究能力和效率显著提升。 

在产业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年销售超

100 亿企业达 6 家，培育 2-3 家数字医疗标杆企业，新增上市企

业 25 家，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提交上市申请达到 90 个，数量

保持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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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生态方面，新增可上市的工业用地不少于 3000 亩，

新增楼宇空间不少于 300 万平方米，形成创新要素互动融合的良

好产业生态。 

二、重点任务 

(一)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 

1.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组

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推进生物医药新

型研发机构建设，充分利用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在京科研资源，

有效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实施。(责任单位：市科委、中关

村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才工作局，海淀区政

府，昌平区政府，怀柔区政府) 

2.推动生物技术创新突破。支持生命科学领域前沿关键技术

研究，在核酸和蛋白质检测、基因编辑、新型细胞治疗、干细胞

与再生医学等基础核心技术领域，产生重要的技术突破和具有国

际引领性的原创发现，推动疑难、罕见疾病的精准诊断和突破性

治疗。支持开展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提升在认知原理解析方面的

原始创新能力和水平，在类脑芯片、脑机接口技术上进入国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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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责任单位：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3.建立生物安全创新技术体系。重点聚焦新发突发传染病，

开展传染病预判、溯源监测等前沿技术攻关，在重大生物危险感

知、传播风险评估、疫情预警预测等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新突破，

培育实时预警、精准溯源、前瞻预测的技术能力。支持缩短治疗

性抗体药物研发进程的创新型新技术，突破新型疫苗研发关键技

术，在应对生物威胁的医学防御、应急处置等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和创新性技术储备。(责任单位：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卫生

健康委，海淀区政府，昌平区政府) 

(二)推动临床溢出效应显现 

4.深化改革激发医疗机构科技创新活力。深化分类管理改革，

引导和支持部分市属医院向研究型医院发展，建立与之相匹配的

科室及人员管理制度和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赋予科研人员自主

权，落实横向经费使用自主权。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将科技创新绩

效评价结果与人员薪酬分配、高级职务评聘的推荐和中层干部任

职考评等挂钩。市属医院绩效评价中科技创新相关指标权重增加

到 20%。支持医院拓宽筹资渠道，通过社会捐赠等多元投入方式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建设 1-2 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