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准国家级”经开区——太和经开区“掌舵人”赵伟：

改革创新 转型升级 打响“华东药都”品牌
近年来，太和经开区坚持以“五大发展

理念”为引领，以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为目标，始终聚焦实体产业，做优做强主

导产业，不断夯实特色经济，统筹推进高质

量发展，园区转型升级步入快车道，是名副

其实的“华东药都”。

如今，太和经济开发区已经成功进入国

家级经开区培育期队伍，成为真正的“准国

家级”经开区。近日，星报记者专访“准国家

级”经开区“掌舵人”——安徽太和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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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经开区具有五大优势
记者：太和经开区是安徽省产业集聚度较高、规模体

量较大、产业链比较齐全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2015年被

安徽省确定为全省首批14个战新基地之一。主要优势体

现在哪些方面？

赵伟：太和经开区主要有五大优势，即产业基础、平

台支撑、市场优势、创新驱动、政策支持。

首先是有产业基础。太和经开区现有“四上”企业

400 家，规上企业 270 家，高新技术企业 41 家。目前，以

生物医药为主导，发艺文化、筛网滤布、绿色新能源三大

特色产业竞相迸发的产业格局愈加鲜明、根基愈发牢固、

规模不断壮大。其中，现代医药基地位居安徽省三大医

药基地之首、年内有望获批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

艺文化产业基地是全国四大发制品基地之一，全国最大

的发制品原料集散地；筛网滤布产业品种齐全、全国闻

名；绿色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引入了超威集团、天能集

团、理士国际三大上市公司。

其次有平台支撑。经开区着力打造全国高端“医药原

料+制剂”产业基地，获批国家火炬安徽太和医药高端制剂

特色产业基地，已建成30余万平方米的中科医药创新基

地、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精准医学中心、医药健康谷、高

端制剂特色基地、生物岛等孵化器和人才公寓。规划面积

4.14平方公里的高端医药原料生产基地，完成总体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投产运营化学原料药企业7家。围绕印度

仿制药品引进工作，打造一个国际技术转化中心、一个国

际药品注册申报服务平台和一个药品临床试验服务平台。

市场是太和经开区最显著的优势之一。太和医药市

场拥有亚洲最大的医药仓储基地（40万平方米），全国有

5000家药厂、6万多个药品品规驻场销售，平均日交易额

1 亿元以上。终端覆盖全国 1.5 万家县级以上医院、2 万

家连锁药店，已成为全国医药商业的“晴雨表”，有“买全

国、卖全国”之美誉。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多

年保持全国单体销售额第一。华源医药物流园建立了立

足苏鲁豫皖、覆盖全国的现代化物流网络，2018 年获批

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全国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当然，创新驱动也是一大亮点。太和经开区拥有高

新技术企业41家、博士后工作站5个、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21家。引进高端人才团队30余个、共享诺贝尔奖得主专

家 3 人；国家、省“千人计划”专家 7 人。与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中科大、中科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共建，

有力地增强了开发区的研发创新能力。

近年来，太和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医药企

业发展。逐步探索了一套融合科研成果和产业资本的机

制，投资环境显著改善。

加速转型创新 聚焦产城融合
记者：如何让这些优势真正运用起来，太和经开区采

取了哪些做法？

赵伟：首先是加速产业集聚，促进创新发展。开发区

聚焦主导产业特别是首位产业，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强化

补链型招商，推动有条件的生产基地向研发基地、总部基

地转变，吸引上下游配套产业向园区集聚。

同时，立足国际视野，促进开放发展。开发区以“一

带一路”倡议和健康中国战略为指导，加强与印度医药领

域合作，高规格建设中印医药合作示范产业园，目前，产

业园总体规划编制已初步完成。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

包括高端原料药加工区、高端制剂加工区、先进制造区、

物流及其他用地。产业园依托太和医药产业链整合能

力、国际研发合作能力、医药流通能力三大国际化优势，

以高端仿制药为突破，以高附加值的医药产业集群为特

色，打造“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合作示范区、国际医药制

造技术转移平台、创新药孵化基地及产城融合示范区”四

位一体的国际化样板。

经开区坚持规划引领，优化产业布局。编制了40平

方公里的开发区总体规划，完善了12平方公里的现代医

药产业基地、10平方公里的绿色新能源产业规划、8平方

公里的发艺文化产业园等专项规划。尤其是着重打造总

体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核心启动区12.3平方公里的中

印医药合作示范产业园。在发展过程中，聚焦产城融合、

二三并举，实施一批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重点项目，努

力扩大有效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促承载，完善路网

框架，基本形成了“一核两区”的空间格局。

紧抓“五大行动”争创“国家级”
记者：作为距离国家级经开区只有一步之遥的“准国

家级”经开区，太和经开区下一步的动作也是不少企业关

注的焦点。接下来，太和经开区还有哪些新规划、新动作？

赵伟：接下来，太和经开区会紧抓“五大行动”，即“建链

补链强链”行动、“大项目好项目”培育行动、“企业培大育强”

行动、“园区能级提升”行动，以及“人才归巢创业”行动。

一方面对龙头企业实力强、产业基础好、辐射作用大

的生物制药、化学制药等优势领域，实施“强链”行动，进

一步做优配套、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对处于成长阶段且产

业基础较好，对竞争力和辐射力还有待提升的现代中药、

医疗器械等领域，实施“补链”行动，打造形成主业突出、

配套齐全的产业链条，积极吸引同类企业集聚。

另一方面，经开区加大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快

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和先进材料，提升生产效率

和效益。强力推进安徽贝克药业等一批龙头企业上市融

资，组织开展上市辅导和培训，引导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

制，强化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意识。

为实现园区能级提升，认真筛选优势项目，建立滚动

更新的生物医药项目储备库，努力争取国家政策资源和

重大项目。以品牌输出、合作共建等方式开展产业合作，

提升太和开发区的品牌形象和软实力。

园区发展，人才是关键，太和经开区将继续实施“人

才归巢创业”行动。开辟创业绿色通道，设立“归巢创业”

服务专门窗口，为“归巢创业”人才办理征地、拆迁、三通、

办证办照、融资、子女入学等提供便利条件。对带项目、

带技术、带团队“归巢创业”的太和籍优秀人才，在土地流

转、技术支持、项目立项、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

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