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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产业是二十一世纪创新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远的

新兴产业之一，具有突破性、颠覆性、引领性、交叉性等显

著特点。现代生物技术的一系列重要进展和重大突破正在加

速向应用领域渗透，在革命性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资

源和健康等重大问题方面展现出巨大前景。生物产业已经成

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

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此，

“十四五”时期，黑龙江省须围绕我省在生物医药、生物农

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领域的产业特色，加

快推进生物产业技术创新，并不断打造符合我省生物产业发

展需求的新型生物创新资源平台。这对于我省抢占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生物产业发展制高点、加速构建我省具有国内先进

水平的现代生物产业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内涵界定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生物技术产业定义

为：将科学与技术应用于生物有机体及其部分、产物和模型

以改变生物及非生物材料而创造知识、产品以及服务。 

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

规划》的研究编制过程中，将生物产业定义为：将现代生物

技术和生命科学应用于生产以及应用于经济社会各相关领

域，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统称，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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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 

伴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与革新，生物产业各领域不断细

化，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目前，生物产业主要涵盖生物医

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领域，各

领域下又细分出若干子行业。其中，生物医药是核心产业，

其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生物农业作为潜力行业，

其对社会发展、国计民生所起的重大作用已被国内外广泛重

视；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为三大新兴产业，随着

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开拓，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生物医药产业是以现代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利用生物

体及其细胞的、亚细胞的和分子的组成部分，结合工程学、

信息学等手段开展研究及制造产品，或改造动物、植物、微

生物等，并使其具有所期望的品质、特性，进而为社会提供

商品和服务手段的综合性技术体系。其内涵应包括生物医药

产品研制、规模化生产和流通、服务等。 

生物农业产业是指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以

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生产农业投入

品如生物农药、兽药与疫苗、生物肥料以及生物农用材料等

所形成的产业。 

生物制造产业包括采用微生物细胞、生物酶、基因工程、

合成生物和细胞融合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生物制造的产

品主要是大宗化工产品，包括生物能源、生物材料和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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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生物能源产业指由生物质转变而成的能源，是由能源作

物、林业废弃物和有机废料等生物质中生产出来的能源，包

括来自于树木的木材能源和来自于非木材的农业作物的农

业能源。它储存着可用于产生电能、热能、液体燃料及气体

燃料的化学能源。 

生物环保产业是环保产业的一个分支，指在环境保护

方面运用生物技术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的产业。国内外

学者一般认为环境生物技术是指直接或间接利用生物体或

生物体的某些自成部分或某些机能，进行废弃物处理、污染

防治（即环境的生物修复）和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的生产工艺。因此，凡是与生物技术结合，充分利用生物的

特殊功能，进行生物净化、生物修复、生物转化和生物催化，

从污染治理、清洁生产、能源开发到可再生资源利用，多层

面、全方位地为解决工业和生活污染、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

荒漠化和海水污染等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均属于生

物环保产业研究和应用的范畴。 

二、国外生物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发展生物技术高度重视，纷纷将发

展生物技术及其重点产业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世界许多

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生物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来培育，加

速抢占“生物经济”制高点。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陆续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8E%AF%E4%BF%9D%E4%BA%A7%E4%B8%9A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94%9F%E7%89%A9%E6%8A%80%E6%9C%AF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A%A7%E4%B8%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