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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生物技术产业总体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领先地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生命科学基础理论
研究及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领土、领海广袤的发展中国家，生物种质资源丰富，发展生物经济具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综观世界生物产业发展趋势，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将是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当前，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抓住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我国就可以实
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差距，甚至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或某些行业实现赶超，带动
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之，我国不能突破在资金、技术、人才、政策及法律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将会使我国生物技术产业
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断扩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0的新形势下，一旦跨国公司形成市场垄断后，我国不仅失去跨越式
发展的先机，民族生物产业也将走向边缘化，再次与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失之交臂。

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为基础的生物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
技术变革，我们没有理由再次错失生物技术革命带来的这次飞跃式发展的良机。
目前，只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现状，找到限制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
进经验，采取相应的发展模式和一系列的对策措施，我国才能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占有
一席之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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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4多样性和广泛性　　生物经济的多样性：一是产品多样性强、垄断性差。
它不像网络经济那样形成“胜者全得”的垄断局面。
生物产品的多样性，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达国家仅凭暂时的技术、资金优势就企图把发展中家排挤出生物产业革命大门的做法越来越困难。
发展中国家完全没必要为无力参与和领导过去发生过的技术革命失去的机会而灰心。
有些生物技术实力并不太强的国家，能够紧紧依靠自己独特资源和技术储备，集中技术力量首先在某
一特色领域实现突破，通过小范围的相对优势来对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技术和产业的以点带面的辐
射、拉动和融合，那么最终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生物产业。
二是生物经济包括众多的产业，每个产业又包括众多的细分行业。
三是生物产业的显著特征是企业类型的多样性，少数龙头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并存，龙头企业数量有限
，其产品在生物产品市场占有主导地位。
真正活跃于生物技术创新领域的还是众多小企业，数量更多的小型生物科技企业，为了生存而苦苦挣
扎，他们只有通过技术创新，突出的特色的优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美国，59％的生物技术企业雇员不足50人，但美国大公司9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外部小公司，相比
之下，中等规模的企业比较难以生存①。
广泛性是生物产业的范围大、边界宽，几乎涉及了国民经济所有的行业，生物产业涵盖了国民经济的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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