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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环拱三山环拱，，绿色家园绿色家园——纸坊纸坊

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高新技术产业园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高新技术产业园 汤逊湖云雾汤逊湖云雾

江夏区是武汉市的南大门，素有“楚天首县”之美誉。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

现为武汉市新型城区。

江夏连接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大国家级开发区。区内汽车

工业及零部件产业、信息产业增长迅速，是武汉市智能制造、信息产业规模化主区域之一。

江夏区于 2017、2018连续两年入选全国工业百强区，连续十年位居湖北省县域经济排行榜

榜首。

“一城一园三中心”建设世界级大健康产业集群

2019年4月8日至10日，首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武汉举行。武汉市以此次大健康博览

会为契机，“引资引智”，聚合全球优质产业要素资源，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打造集研

发、孵化、生产、物流、生活为一体的大健康全产业链，冲刺“世界大健康产业之都”。

继形成光电子、汽车两大万亿元产业集群后，武汉将下一个万亿元产业集群瞄准了大健

康产业。

目前，武汉市按照“一城一园三中心”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定位清晰、配套完备、绿

色生态的高端产业园，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大健康产业链条，打造武汉市第五个国家级产

业基地，谋划世界级万亿大健康产业集群。“一城”即光谷生物城，主要聚焦大健康产业总部

经济建设、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和生物农业产品研发、创新企业孵化、产业链协同出新、

技术平台支撑等，打造武汉市大健康产业驱动核。“一园”即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承接放大

光谷生物城产业溢出效应，主要聚焦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的规模制造，作为大健康产业实现

新一轮快速发展的增长极。“三中心”分别是汉阳大健康产业中心、环同济—协和国家医疗中

心和长江新城国际医学中心。其中，汉阳大健康产业中心重点聚焦医药流通体系构建和中

医药研发；环同济—协和国家医疗中心充分发挥自身医疗卫生服务优势和临床资源对创新

研发的支撑功能；长江新城国际医学中心定位以医学为主导，医、教、研、产、养融合创新发

展，打造长江经济带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4月7日，江夏区发布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规划。明确产业园发展使命为国家战略、湖

北贡献、市级项目、江夏担当；产业定位为一园三区、产城融合、药械联合、医养结合；发展目

标为争创武汉市第五个国家级产业基地。

多层级调研分析 勾画大健康产业全景

近年来，江夏区与世界知名咨询公司合作进行了长期深入调研，首次勾勒出光谷南大健

康产业园的产业全景图。

大健康产业分为五个层级，从外而内，分别为制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生物产业、生命

健康产业和大健康产业。五个产业层级是逐级递推式的包含关系。

产业全景展开门类较多，主要包括：生物制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药品流通、

生物技术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健康金融、体育健康、健康消费品。

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将优先启动以下产业项目：可穿戴医疗设备、家用医疗设备、体外诊断

设备，生物血液制品、生物疫苗、制剂药、现代中药、健康消费品，健康养老、医疗服务、第三方医药

物流、体育健康、健康金融。

“一园三区”布局江夏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

江夏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确定为“一园三区”空间布局。“一园”，即光谷南大健康产业

园。“三区”，即郑店大健康产业综合区、庙山医疗器械特色区、五里界健康养老特色区。

郑店大健康产业综合区位于郑店街，规划面积85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23.6平方公里。

区域以北是八分山、夜泊山系，南侧是龙王山-豹子洞山系生态屏障，西至青郑高速，东至武

昌大道。这块产业区空间布局为“一环一心四轴五区”。“一环”，即北侧八分山系、西侧鲁湖、

南侧龙王山-豹子洞山系形成大健康生态环。“一心”，即大健康智慧都心，从医疗、教育、康

养、居住条件、商业配套多点突破，集聚智力人才，打造区域智谷。“四轴”，即107国道、武昌大

道、外环高速和京港澳高速。“五区”，即产研合作区、生物医药制造区、医疗器械制造区、医药

流通区、发展备用区。园区区域交通通达性优势明显，8号线、15号线等轨道交通、高速公路

路网等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产业要素的导入和集聚。规划“一横一纵”两大产业动脉，

带动产业要素的活跃交流。“横动脉”，即沪渝高速，串联三区，直达光谷生物城。“纵动脉”，即

107国道，纵贯核心研究机构和郑店街。产业板块上，大健康智慧都心是园区的智慧中枢，以

江夏首个居住乐活社区形态集聚高端人才、产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提供金融、居住、康养、医

疗、文教、商业多元配套等城市功能。产研合作区是产业综合区的动力引擎，以研发创新提

供内生动力，构建完善产业平台促进产业集聚。重点打造大健康产业研发中心，兼容成果转

化、公共服务配套、健康数据中心等功能。生物医药制造区以充足的空间发展、完善的硬件

配套环境发展生物医药规模制造。按照与居住、生态环境的兼容程度和空间需求大小，由西

向东依次布局健康消费品、生物药和化学制剂的制造。医疗器械制造区与庙山医疗器械补

充区在发展时序上互为配合，支持医疗器械产业长远发展。

庙山医疗器械特色区南至沪渝高速，北至花山东一路，东至花山六路，规划面积4.9平方

公里。园区毗邻纸坊主城区和成熟社区庙山一期，产业与城市功能互补。该园区定位为光

谷南大健康产业园潜力产业集群医疗器械的最主要产业承载空间。依托丰富的土地空间，

临近光谷生物城的区位优势，与五里界康养社区的紧密互动。园区划分为集约产研区、规模

制造区、拓展支撑区三块子区域，重点打造应用导向明确、贴近市场需求的医疗器械产业区。

五里界健康养老特色区西北侧为沪渝高速，东侧为梁子湖大道，规划面积 8.2 平方公

里。区域内交通便利，有梁子湖大道、山水大道、花界路等五条主干道和规划建设中的地铁9

号线等。园区充分依托五里界水系交错和产城融合的区域形态，按照“产业项目西北向东

南，康养社区项目西南向东北”的方向推进发展。与郑店庙山产业互动，满足个性化、差异化

医养需求，打造模式创新、科技引领的独特康养社区。

聚焦国际前沿领域 细化产业发展路径

生物医药发展路径：从化学制剂等具备一定基础的产业入手，引入行业龙头实现破局，

中远期逐步搭建产业平台，聚焦国际前沿领域，打造生物医药产业标杆。

近期引入行业龙头，实现破局。充分发挥江夏区现有生物医药产业资源，以生物疫苗、

生物血液制品和化学制剂药为切入点，与光谷形成联动，在短期内对产业进行布局。对已具

备较大型企业的生物疫苗、生物血液制品等行业，推动上游科研向下游成果转移转化。对于

小型企业集聚的制剂药，积极引入行业龙头，帮助现有小企业打通发展关键环节，同时推动

小企业战略联盟。

中期构建平台，打造集群。在靶向药、创新中药等能带动行业声誉发展的领域实现突

破。重点引入稀缺CMO、产业检测等关键支持环节，提供产业关键要素，降低发展门槛和成

本。丰富血液制品、制剂药的产品种类，纵深挖掘产业前景好的细分领域，吸引上下游企业

进驻，打造区域品牌形象。

远期聚焦前沿，协作转型。完善区域内部产业生态圈，聚焦国际发展的抗体药物等尖端

领域。依托前期打造的园区品牌形象，拓展中部地区以外的生物制药企业。组织区域区内

企业的交流会议，促成园内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产能方面的合作，培育内部协作密切、可

持续发展的生物医药生态圈。

医疗器械发展路径：从消费型设备和国产替代率高的医用诊疗设备切入，做出规模、形

成特色，中远期逐步聚焦创新、前沿领域，打造光谷南医疗器械产业高地。

近期把握机遇，做出规模。充分利用本地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产业方面的积累，从

需求大、技术壁垒相对较低的家用医疗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切入，打造具有“江夏特色”的消费

型医疗设备制造基地。从无到有培育医疗器械产业集群，一方面充分发挥医用医疗设备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集聚；另一方面与光谷生物城建立紧密联系，批量导入退孵企业。

中期聚焦创新，转型突破。推动家用医疗设备、可穿戴设备、体外诊断产业领域的创新

升级，向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精准化等创新方向升级。探索高值医用耗材产业，布局心

血管和骨科介入等细分领域。借鉴光谷生物城及苏州、合肥等医疗器械专业产业园培育产

业环境的经验，完善软硬件配套，点状吸引“隐形冠军”和集聚中小创新企业。

远期生态塑造，前沿集聚。与光谷南“一园三区”其他板块形成联动，借助郑店区域导入

前沿医疗技术，联动五里界区域落地精准医疗。结合武汉本地的科研实力与光谷生物城在

前沿研究方面的积累，向医用医疗设备先进领域、高值耗材前沿方向、消费型医疗设备高端

品类拓展，打造前沿领航区。

健康服务发展路径：率先布局健康管理、健康养老、体育健康领域，丰富健康服务商业模

式和形态；中远期，聚焦本地需求和前沿领域，提升规模、形成特色。

近期扩展服务，优化体系。充分依托五里界水系交错和产城融合的区域形态，布局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医养相结合的多样化、专业化养老服务领域。优先发展健康管理服

务，重点培育与引进国内外知名的健康管理品牌与机构，丰富本地健康管理商业模式和形

态。通过完善体育设施建设，发展大众健身运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

中期把握需求，提升规模。鼓励社会办医，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积极引入高端化、连

锁化、品牌化的特色专科诊疗和康复机构。依托腾讯、华为等本地落户互联网企业，前瞻布

局医疗大数据领域，实现健康数据有效处理运用。培育特色体育赛事品牌，增强互联网、旅

游、医养等产业与体育健康的融合，构建多层次、多方式体育健康休闲体系。

远期聚焦前沿，形成特色。以本地需求为导向，突破发展即时健康监控反馈应用平台、

远程诊疗等细分领域，集成“终端+应用+服务”一体化的智慧医疗模式。把握国内医学检测

领先企业全国布局机会，争取吸引项目落户于江夏；探索发展精准医疗，适度关注基因测序、

产前筛查等领域，与光谷生物城进行错位及互补发展。

江夏物流企业将向医药专业物流领域拓展。已在郑店、庙山布局的德邦物流、海吉星、

普洛斯、百利威等物流企业逐步向医药专业物流领域拓展，根据医药物流的需求定制医药仓

储和分拣中心，配备适宜特殊药品需求的恒温冷库，为医药产品存储和运输提供额外供电，

加强“互联网+”信息化建设，提高现代物流技术信息化程度，开发医药物流信息系统。

“光谷南”医药专业物流，作为武汉打造中部地区最大的医药物流网的重要节点之一，将

为域内医药和医疗器械制造企业提供精准高效、辐射全国的配送流通网络，降低企业成本、

提升产业配套环境。

加大产业扶持 鼓励共享创新

未来，“光谷南”将依托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共建生物医药

产业创新联合体，实现生物医药企业的资源共享、上下互动、错位竞合。

同时，依托武汉市82所高校，如武汉大学生物学、药学等专业的高校人才，签署校企战略

合作协议，组建产学研合作基地，联合开展生物医药研究与技术开发课题，达成大学生就业、

实习等合作协议。

“光谷南”将借力光谷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和江夏区生物制品研

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与生物医药企业共同设立研发试验合作平台，实现研发

创新的产业化。

目前，江夏区参考成都高新区、武汉光谷生物城等地的先进经验，结合江夏区大健康产

业发展现状，拟定了江夏区大健康产业扶持政策，即《江夏区突破性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扶持

政策》“黄金十条”，对人才和创新进行奖励和扶持。

江夏区正着力推动监管审批分支机构的落户，并争取审批权限，以促进“一站式服务”体

系的搭建。推动审批分中心和其他重要部门的分支机构的落地，开通相关行政审批绿色通

道，如设立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夏分局，争取注册、审批、检测、复核、流通等全流程

权限。推动湖北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药品、化妆品检测、器械检测在江夏区落户或设立服

务窗口。设立政务服务中心，建立全方位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服务”等。

目前，武汉大健康系列政策已出台，对企业自主研发并在武汉市实现产业化的生物医药

与医疗器械创新产品，将按照临床试验批件、药品注册申请受理、药品注册批件等阶段，分步

给予奖励。如对1类新药，将给予最低200万元、最高2000万元的资金奖励。1类新药以外的

创新药物，在不同阶段可享最低10万元、最高600万元的资金奖励。对在武汉市首次注册的

部分医疗器械、新兽药等创新产品，给予10万元至1000万元的资金奖励。

为支持医药流通企业发展和优化养老服务，武汉将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给予一定比例支

持。如对新建药品物流园和配送中心，对在武汉市设立的市场潜力巨大、具备一定产业规模

的医养结合示范园区、智慧养老企业以及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等项目，将按照实际投资额

度的10%给予支持。《武汉市关于支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拟将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纳入医保目录、优先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纳入

武汉市药品带量采购遴选范围。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单一产品奖励最高可达

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