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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古城以东，苏州工业园区坐落于此。这里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结下的丰收硕果
，也是这座古老城市孕育产业新机的“心脏”。

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贯穿园区，名为“星湖街”。街道两侧聚集了2000多家生物医
药企业，产值超千亿元。20多家企业在这里诞生、成长、登陆资本市场，助推生物
医药成为引领苏州未来发展的“一号产业”。

谁在此地播下生物医药产业的“种子”？风雨兼程，产业发展蓝图如何一绘到底？
一众创新药企业能否助力中国生物医药实现弯道超车？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苏州
工业园区一探究竟。 

亲商之道：中新合作酝酿苏州未来

苏州古城经独墅湖大道一路向东，穿过独墅湖隧道，便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的核心
地带。回望身后，古朴宅院、一步一景；遥望远方，摩天大楼、车水马龙。一湖两
岸，仿佛两个时代，一隧之隔，恍若转眼千年。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到要借鉴新加坡经验；9月
，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积极呼应邓小平同志讲话，表达了
新中合作共同建立工业园区的意向。此后，中新双方围绕合作开发事宜进行了多次
协商和实地考察，最终确定在苏州合作建立工业园区。

1994年2月，经过多轮谈判，中新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开展苏州工
业园区的合作项目。彼时的独墅湖东畔，还是一片片水塘与农田。

“某种程度上讲，是新加坡选择了苏州。新方早期帮助园区开发建设、招商引资，
后来运用在产业规划、产业培育、产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帮助苏州酝酿未来的发
展。”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委主任潘瑜如此介绍。

潘瑜认为，新方为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带来的诸多经验中，“亲商”的理念让园区受
益匪浅：

新加坡是国际贸易港，拥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园区从成立之初就向新加坡积极学习
“亲商”之道，逐渐打造出一支专业化的企业服务团队。

此后，园区不断建设和发展，上述经验也不断被实践和创新。2006年，园区提出人
才引进计划，着力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由此“从零起跑”。

“得益于中新合作为园区带来的大量外资企业，美国的强生，英国的葛兰素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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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卫材、住友等国际医药巨头纷纷进驻苏州。从这些药企身上，我们看到了生
物医药产业高附加值、前景广阔等特点，与园区的长期战略不谋而合。”潘瑜说道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行业的订单量都在下降，但生物医药行业的需求不减
反增，更坚定了园区发展生物医药的决心。

从2006年至今，园区已聚集生物医药企业超2000家，2021年实现产值1177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成为苏州的“一号产业”，“中国药谷”成为这座古老城市追逐辉煌
的崭新目标。 

求贤若渴：背靠上海张江的引凤栖梧

“感觉苏州工业园区的招商人员对张江每家企业都做过功课，非常了解，他们主动
来上门邀请，来搞各种推介。”玄振玉说。

2003年，玄振玉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创立了玉森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致力于天然
药物、中药的现代化研究及产业化服务。2007年，由于要为在研新药的产业化建设
制药厂，但彼时的张江土地资源已极其紧张，玄振玉一时犯了难。

恰恰在那年，苏州工业园区大力引进人才，积极在张江推介各项政策。多次考察后
，玄振玉决定将公司的大部分业务迁至苏州。那年，他本人还获评首届苏州工业园
区科技领军人才。

“园区给领军人才非常大力度的资金支持，而且还同意为我们公司提供土地，这是
我最看重的，解了燃眉之急。”玄振玉说。

不仅是资金和土地的支持，他告诉记者，公司入驻园区的这些年，园区管委会始终
秉持着“店小二精神”为企业服务。行业政策有专人上门讲解，各种基金申报有专
人上门指导填报。作为园区的重点企业，管委会副主任直接联络对接。基本上公司
遇到什么问题，一个电话就能找到对接人。

据玄振玉介绍，2007年获评的首届园区科技领军人才，现在大都还在园区发展，有
的已经把企业做上市了，他的公司也计划于明年登陆资本市场。

与玄振玉的经历类似，海归创业者张佩琢2003年在上海成立吉玛基因，2007年在
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总部。当初来苏州，公司获得了“拎包入住”般的支持，发展到
今天，张佩琢的公司已成为中国RNA研究领域重要的平台型公司和供应商，并于20
14年在新三板挂牌。

在国外留学和工作十余年的他，回国前非常清楚，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生物医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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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巨大差距。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速度和空
间都不容小觑。

张佩琢坦言，园区的区位优势几乎满足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全部需要。

“国际经验表明，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地往往不是在特大城市，纽约、伦敦等金融
都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通常不如周边地区，毗邻上海的苏州无疑是生物医药产业
很好的落地选择。”张佩琢分析道。

此外，当时许多在张江的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出于经营成本考量而“溢出”上海，
而明确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方向的苏州，及时抓住了这些机会。 

眼光看长：蓄力创新药的行业风口

2009年前后，生物医药被国家列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彼时的余强，
在美国经营一家开发新药分子模块的公司。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创新药研发的起
步时刻就要到了。

一年后，余强在园区创办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致力于小分子
创新药研发与产业化。

“一是2008年我们针对DPP-IV这个糖尿病靶点发现了一系列有活性的化合物，希
望能够尽快产业化；二是苏州给予园区领军人才的支持，确实打动了我。”余强如
此解释回国创业初衷。

他介绍道，2010年前后，园区给生物医药领域领军人才可以提供金额高达1000万
元的“大礼包”，这其中包括购房补贴、房租减免、贴息贷款、启动资金等，可谓
诚意十足。公司在园区落地后，园区创投随即注入650万元风险投资，这笔钱历经
产业起起伏伏至今仍没有退出。

“这种‘看长线’的战略眼光，是园区能够开辟并守住生物医药高地的制胜法宝。
”余强说。

时间没有辜负余强和园区的坚持，从2015年开始，生物医药产业渐渐迎来行业风口
。

2015年8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提出的目标中就包括“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优化创新药的审
评审批流程，对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加快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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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行业政策持续利好，证券机构的改革对生物医药产业也青睐有加，让更多的
社会资本进入到生物医药产业中，助推产业发展。

2018年2月，香港证券交易所推出上市制度改革，允许从事医药（小分子药物）、
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包括诊断）生产和研发，但尚未盈利或未有收益的生物科技
发行人上市；2019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落地，亦向六大重点领
域未盈利企业敞开怀抱，生物医药产业位列其中。

资本市场随即给予创新药研发企业积极回应。据医药魔方统计，中国创新药领域的
投融资金额从2016年的不到500亿人民币，增长至2020年的2043亿人民币。当前
，园区企业每年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约100亿元，累计融资规模超500亿元。

用心培土，静待花开。当生物医药产业迎来“风口”，园区苦心经营了十余载事业
，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截至目前，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培育境内外生物医药上市企业
24家。在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2021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排行
榜中，苏州工业园区排名第一。

“那天，元禾的董事长刘澄伟和我说，你看，我们当年的决定是对的。2012年我们
给你的公司注入风险投资，那时候你的公司估值三四千万，现在十年过去了，等你
的公司上市，市值很可能是当初的百倍有余，我们的风投资金能增值三五十倍。我
们可以用这笔钱再去投三四十家和你当年一样规模的创新药企业。”余强提起了这
段对话。

元禾控股由园区管委会控股，投资余强的公司时，元禾还叫“苏州创投”，如今已
成为管理基金规模超千亿元的股权投资机构。

集木成林：让产业链更加完整、多样

尽管园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但在部分环节仍存在短板，源头创新能力相对
弱势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行业最稀缺的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如果我们这里能够汇聚一些企业、科研
机构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的话，一定会诞生里程碑式的创新药产品。”园区科创委
副主任李霁雯分析说。

园区目前正大力引进能够完善产业链、丰富产业链的新企业，以期通过更加多样化
的生态，谋求园区诞生更多的突破性创新药。 总部在香港的英矽智能去年进驻，作
为园区内尝试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新兴技术手段发现和识别新靶点的先行者之一
，目前正计划建设一个全自动化实验室，为AI驱动的药物发现项目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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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矽智能的智能机器人实验室负责人王海彬告诉记者，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将变革早
期药物开发的流程。首先，AI平台可以帮助我们预测靶点，减少所需的试验；其次
，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将大大去除人为因素影响，提升试验效率和稳定性；最
后，该实验室产生的数据也将被AI平台收集再利用，以此不断迭代分析的准确性和
精确性，使流程形成闭环。

刘燕清是杉互健康的创始人之一，本科就读于苏州大学，硕士期间赴日本留学，学
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进入日本的药企工作。2015年回国创业，通过整合随机系统
、药物供应、仓储物流全流程，在行业内首次提出“精准预测、优化库存、提高依
从”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在他看来，自己的公司为新药研究提供临床数据和药物解决方案，并不是园区主体
的创新药研发企业，但园区依然为公司的入驻提供了足够的场地、政策等支持，这
恰恰是园区在构建生物医药产业链完整性上专业性的体现。

马德成是苏州晶云星空制药公司的CEO，拥有20多年跨国药企的制剂研发及外包管
理经验。他的公司刚来园区不久，正与园区多家创新药企业开展合作，为其提供制
剂配方和工艺。

“国内已经聚集了一批丰富经验背景的从业者，我们非常清楚差距在哪里，我们也
会给很多年轻的创新药企业提供建议，虽谈不上弯道超车，但至少可以把差距缩得
足够小。”马德成说。

周立运是医药魔方的创始人，公司2019年进驻苏州，为园区的新药研发企业提供数
据、咨询等服务。在他看来，中国的创新药研发起步晚、底子薄，需要正视与发达
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药研发需要新药数据库、靶点数据库、真实世界数据库、临床试验数据库、基
因数据库和蛋白数据库等多维度数据。在2015年之前，国内这些数据非常分散、质
量不一，需要有人持续整合与重构。”周立运说，随着国内创新药研发强度不断增
加，上述数据库的搭建也开始起步，“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医药数据库，才能诞生满
足中国临床需求的新药。”

他告诉记者，如今园区的生物医药产业“拼图”正在一块一块地被完善，这些企业
在健康产业生态中的交流与互动，会让这里产业集群的前景更加光明。 （记者
莫鑫）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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