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内蒙古自治区支持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十条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下支持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政策。

一、提升创新研发水平

1.强化产业科技创新。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按照企业上

年度研发投入强度及增量增幅给予财政资金奖补，单个企业每年

最高奖补 500 万元用于技术研发。支持生物医药企业联合国内知

名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联合研发，承接自治区科

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项目。

2.鼓励药物临床研究。对我区临床试验申办者开展Ⅰ、Ⅱ、

Ⅲ期临床试验研究并承诺品种落地我区的，分别给予 100 万元、

200 万元、3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区内医疗机构承接我区药

物临床试验申办者临床试验项目的，按照本项目与本机构发生的

药物临床试验项目费用的 5%给予医疗机构奖补，单个机构每年

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3.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化。对 2022 年 1 月 1 日后通

过研发或引进方式获得国家批准文号的 1、2 类化学药新药、生



物制品，中（蒙）药新药及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填补我

区空白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和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并

取得第二类医疗器械首次注册证书的产品（不含二类诊断试剂及

设备零部件），以及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 1、2 类创新兽药，且

在区内落地的产业化项目，给予设备总投资 20%的资金补助，最

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4.支持化妆品和保健食品产业化。对 2022 年 1 月 1 日后获

得国家注册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保健食品，并在我区获得

生产许可的，每个产品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资金奖补。对 2022

年 1 月 1 日后获得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的区内化妆品生产企业，每

个品种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资金奖补，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三、支持产业集聚发展

5.支持药材规模化种植。培育自治区道地药材、仿野生药材

种植基地，对认定为自治区级道地药材种植基地、仿野生药材种

植基地的一次性奖补 50 万元。

6.强化产业基金引导。充分发挥重点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作用，

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链延链强链补链重大项目投资落地。

7.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对新认定的自治区级、国家级生物医

药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给予 300 万元、500 万元一次性资

金奖补。

四、增强服务保障能力

8.优化审评审批程序。建立政府帮助企业沟通国家部委工作



机制，协调解决国家层面审评审批问题。对纳入化工行业监管的

新建医药生产项目开辟安全准入联合审查“绿色通道”，坚持即

报即审、即审即办，压缩办理时限。对满足生产条件和产品安全

性底线要求的企业，直接发放有关生产许可证件。

9.强化生产要素保障。鼓励产业链重点企业与煤炭企业积极

开展供需对接，高比例签订煤炭长期购销合同，鼓励将产业链重

点企业列为供电保障优先单位。

10.表彰奖励尖端人才。对年度研发费用不低于 500 万元且

增幅达到 10％以上的重点企业中，年薪高于 100 万元的研发一

线人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表彰，其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旗

县（市、区）留成部分，由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全额予以奖

励。

上述政策适用于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注册并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从事制药（含兽药）、医疗器械、基因和细胞、血

液制品、特殊化妆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领域

研发、生产和服务等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符合政策条件的工

业园区、地方政府。

上述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政策措施后，与其他同类政策不一致的，按照从高从优

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执行期间如遇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调

整的，从其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