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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207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吉科发医〔2023〕102号 

卢秀梅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吉澳中医药合作共同打造

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的建议》（第 207 号委员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

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统筹推进中医药资源、产品、项目对外宣传推介力度，共同营

造两地中医药合作的良好氛围”的建议 

  中医药产业是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重要板块，已成为我省医药健康产业乃

至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多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

产业发展，并致力于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与发展。2021 年省科技厅牵头组
织编制了《吉林省“十 

  四五”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医药强省建设促进医药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做强中药产业，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不断稳定和保持中药产业在全国的竞争优势地位。立足延边区位和资源优势，

加快吉港澳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区建设，打造产业集聚高地，推动我省中医药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022 年，省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组织编制了《吉林省中医

药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

重推进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中

医药应急救治能力，大力推动中医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药品研发，拓展对

外交流合作，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

振兴发展，服务健康吉林建设。 

  近年来，我省不断密切与港澳地区中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优化中医

药产业发展环境，先后举办了长白山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论坛、吉林省人参

产业科技创新论坛、中国（吉林）东北亚中医药暨康养产业博览会、吉林省中

医药科技成果发布会等活动，组织重点中药企业参加对外开放推介会，不断拓

展对外合作与发展空间。积极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加强与澳门经济贸易处、澳

门中国企业协会、澳门吉林商会等政商组织的密切沟通，深化经贸合作。2021

年，省贸促会、科技厅、外办、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联合举办了世界中医药大

会第六届夏季峰会暨第四届东北亚中医药暨康养产业博览会，重点面向粤港澳



等地区和葡语系国家推介优秀中医药科技成果，进一步开辟发展合作空间和整

合中医药资源，推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组织 20 户医药企业 177

个产品赴澳门参加吉澳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暨经贸合作推介会，促进在创新中

药、保健食品等方面与澳门科技大学、澳门企业等开展交流合作。 

  二、关于“吉澳双方应把握区内发展中医药产业有利势头，完备平台配套
服务，着力完善中医药产业的技术升级与产业投资”的建议 

  2021 年，吉林省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重点建设“长辽

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集中打造产业优势集群。其中，长春市是国家
生物产业基地，集聚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人才培养、金融资本等创新优势资

源，打造千亿级产业“动力核心”；通化市是中国医药城，集聚成果转化、生

产制造、药材集散等工业优势资源，打造千亿级产业“制造核心”；延边州拥

有敦化国家医药城，集聚朝医特色、中药配方颗粒、医美康养、中俄朝交界等

区位优势资源，打造千亿级产业“开放核心”；辽源市重点推进梅花鹿产业发

展，建设原料及合成药生产基地；白山市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打造优质中药

原料和健康产品生产基地；梅河口加快建设医药健康特色产业园，建设全国大

型特医食品产业基地。走廊节点地区推进产业各有侧重，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已获评全国首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敦化、长春、梅河口医药产业集群已获评我省首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目前，我省已完成中药配方颗粒省内上市备案 454 个品种，认定人

参、鹿茸、哈蟆油等 10 个吉林省道地药材优势品种，启动建设“吉林省优质道
地药材科技示范基地”25 个，不断塑造中医药产业发展“主品牌”。 

  三、关于“共同推进中医药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申建，成立吉澳中医药领

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合作专项工作组”的建议 

  为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2020 年，吉林省成立了省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

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等 32 个中省直相关部门为成

员单位，聚焦高质量总目标，全力推进我省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蓬勃发展。为切

实推动吉港澳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区建设，2021 年，成立了吉港澳中医药健康

产业合作区专项工作推进组，由蔡东常务副省长任组长，省科技厅、省发改委

等 12 个省直相关部门和延边州、敦化市 2个地区为成员，进一步加强了推进吉
港澳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工作合力。 

  为提升全省中医药创新平台支撑能力，省科技厅在中药领域先后组建了省

级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等各类创新平台 40余个，系统提升了中药科技创新能力。2022 年，省商务

厅联合 7部门开展了吉林省特色服务贸易基地评选工作，认定了长春中医药大

学、珲春市中医医院、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等 3 家单位为省级特色服务贸

易基地，延吉市中医医院成功获批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将有

力推动中医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推动我省中医药服务“走出去”。 

  四、关于“加大吉澳两地中医药人才培养，鼓励中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壮大中医药领域的‘产学研’链条”的建议 



  加强我省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省中医药管理局与省教育厅、人社厅、卫

健委联合印发了《吉林省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1 人

获评第四届国医大师称号，3人获评第二届全国名中医称号，培养岐黄学者 3

人，青年岐黄学者 3人。开展了第四届省名中医评选，评选省名中医 30 人。推

进名老中医药专家经验传承，启动 1个国医大师、3 个全国名中医、13 个全国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和 2个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推进

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将中医药人才培养纳入吉林省“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

划”，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中医）招生，开展中医类

别全科医师转岗培训。省人社厅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持

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3.0 版）》，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

机制。围绕中医药产业建设一批独居吉林地缘优势、科教优势、人才优势的区
域性人才集聚中心，着力建设一批吉林省人才培养基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作站）等人才培养平台，结合实际逐步赋予其人才分类评价、职称评审、

技能等级认定、编制使用等自主权。 

  提升中药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十四五”以来，省科技厅累计投入中医药

领域省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1.47 亿元，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

关、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已启动实施的“人参产业战略提升重大科技专

项”“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重大科技专项”“梅花鹿产业创新重大科技专

项”，在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选育、新产品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效。

省中医药管理局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推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库；
实施中药质量保障项目，启动了道地药材优势品种质量标准研究项目，筛选出

人参等 10种中药材为吉林省道地药材优势品种，开展了 9个优势品种质量标准

研究，其中人参、西洋参相关团体标准已分别在通化县、抚松县发布。中国农

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与澳门科技大学从 2012 年 8 月开始，先后签署了“中国农
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与澳门科技大学合作备忘录”、“人参合作研究协议”和

“‘国际人参质量研究及产业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等合作文件，目前已与

澳门科技大学在抚松县共同建立了人参质量研究中心，共同开展了人参太空育

种实验研究。 

  感谢您对吉澳中医药产业合作及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十四

五”期间，我们将不断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推动中医药领域科技创新，

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中医药服务平台功能。继续推动吉澳双方在中医药

产业的紧密合作，积极组织中医药企业参加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邀请澳

门企业参加我省举办的东北亚博览会、东北亚中医药暨康养产业博览会等展会

活动，通过展会平台辐射作用，促进吉澳两地中医药交流，创造更多合作机

遇，加快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您继续对我省中医药产业发展给予
高度关注，与我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为积极推进吉林省

中医药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3 年 5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