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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科发中药 E2015〕 179号

吉林省科技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 zO“

年度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指南的通知

备有关单位 :

按照省政府的总体部署,依据 《吉林省新增省级医药健康产

业发展引导资金暂行管理办法》,2016年度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引导资金通过砍块和面向全省发布指南两种方式,集 中资金、

挟优扶强,优先支持重点地区和单位。砍块经费依据上一年度各

地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综合考评情况,集 中支持考评前4名 的地区。

现就⒛16年引导资金中非砍块使用的资金使用发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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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技创新支撑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以不断壮大医药健康产业规

模为目标,以“
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

”
为重点,围绕中药、生

物药、化药、保健食品和生物健康材料、医疗仪器与器械、制药

检测与装各、医药商业与流通
“七大板块

”,支持医药大品种技术

提升与产业化等八个方面项目,加快重大医药健康产业化项目实

施,推进医药健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医药健康产业竞争优

势与核心竞争力。

(一 )医 药大品种技术升级与产业化

1.医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⒛15年销售收入预计超过300O万元 (⒈ 10月 销售收入

⒛OO万元 )中成药大品种围绕重大工艺改进、药效物质基础、质

量标准、药效机制、临床再评价和药物经济学等内容,开展二次

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⒛15年销售收入预计超过⒛OO万元 (⒈ 10月 销售收入

15OO万元 )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生物药大品种开展产品升级换

代技术提升与产业化。

支持⒛15年销售收入预计超过⒛OO万元 (卜 10月 销售收入

15OO万元 )多 组分生化药、中西合剂等化学药大品种以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为手段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化。

支持⒛15年销售收入预计超过 10OO万元 (⒈ 10月 销售收入

7OO万元 )生物诊断试剂开展技术升级与产业化。

支持⒛15年销售收入预计超过 10OO万元 (⒈ 10月 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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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O万元 )医疗仪器与器械开展技术升级与产业化。

2.重大医药产业化项目技术提升与产业化。

支持投资 30OO万元以上、未来 3年能够投产或达产的重大医

,  药产业化项目开展先进技术、关键技术的引进应用与技术升级改

造。

3.招 商引资等重大产业化项目技术与产品优化提升。

支持⒛15年以来通过域外招商引资、省内兼并重组的医药企

业实施的技术改造与产品优化升级项目。

以上3个方面优先支持已认定和重点培育的们户创新主导型

企业、100项重大产业化项目和 100个大品种开展技术升级与产

业化开发。

(二 )中 药开发与产业化

1.中 药新药创制与产业化。

:    支持中医优势病种的中药复方、组分中药、单体新药、高端

口   剂型新产品的创制与产业化。

支持疗效确切院内制剂的中药新药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儿童用中药的新药开发与产业化。

2.名 优中成药老品种技术提升与开发。

支持临床疗效确切、市场前景较好地的名优中成药老品种 ,

开展临床准确定位、新适应症发现、新剂型改进等技术提升与产

业化。支持已上市儿童用中药的二次开发与产业化。

3,道地中药材生产开发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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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成药大品种所需、市场紧缺的道地中药材产地加工技

术开发与产业化。

(三 )保健食品、生物健康材料开发与产业化

l。 高端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

重点支持以长白山道地药材和特色资源为基源、具有明确功

能因子和生理调节功能,以取得生产批号为目标的保健食品开发

与产业化。

2.生物健康材料开发。

以我省最具资源特色的生物基材料为基础,开展医药包材、

药用胶囊等辅料的开发与产业化。

(四 )生物药开发与产业化

1.基因工程新药创制与产业化。

支持重组蛋白、抗体药物等基因工程药物的仿制、研发与产

业化。支持生物药高端剂型新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

·    2。 疫苗创制与产业化。

支持新型疫苗的研发与产业化。

支持国外上市疫苗大品种的仿制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国内已上市疫苗大品种开发与产业化。

3.生物诊断试剂研制与产业化。

支持基于疾病标志性分子的诊断类生物制品的开发与产业化。

(五 )化学药创制与产业化

1.绿色原料药及制剂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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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采用生物技术方法,开发医药中间体产品。

支持生物基制剂产品开发与产业化。

2.化学药抢仿与产业化。

加强国外专利到期药物的抢仿、非专利药物的仿制与开发。

支持化学药高端剂型新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

3.自 主创新药物研发与产业化。

支持具有生物活性和开发潜力的新化合物研究及化学创新药

物开发与产业化。

4.化学复方制剂研发与产业化。

支持优势明显、疗效确切的化学药物复方制剂的开发与产业

化。

(六 )医疗仪器与器械开发与产业化

1.医疗器械创新产品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诊断成套设各及试剂、医用诊断检测仪器及设各、可穿

·  戴设各等高性能、新型医疗器械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生物基可吸收性骨科植入材料、可再生修复材料、医用

高端敷料等医用生物材料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激光治疗仪等治疗器械开发与产业化。

2.医疗器械仿制与产业化。

支持国外先进大型医疗仪器与器械产品的消化吸收与国产化。

3.已 上市产品技术升级与产业化。

支持国内市场优势明显产品的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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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药品、食品检测仪器与装备开发与产业化。

1.药 品、食品检测仪器开发与产业化。

支持药品、食品实验研究和质量检测光电仪器设各研制与产

业化。

支持食品安全现场检测仪器及配套试剂盒开发与产业化。

2.药 品生产设各研制与产业化。

支持具有一定开发优势和基础的中药饮片生产设各、提取分

离设各等中药生产设各及生产线开发。

支持制剂机械、制药用水设各、药品包装机械等制药成套装

各的开发与产业化。

(八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行

1.医 药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扶持互联网药品交易,重 点开展符合 GsP要求的交易平台、

移动支付、配送能力提升与建设。

2.医药公共研发、转化、信息和培训平台的建设与运行补助。

二、申报要求及方式

1.申 报主体。重点支持企业或产学研联合体实施的项目。申

报单位应为在吉林省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内 资或内

资控股 )、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实体单位。

要求第(一
)、
(六

)、
(七 )支持方向的项目申报主体为企业;

第 (二
)、

(三
)、

(四
)、

(五 )支持方向的项目申报主体为企业或

产学研联合体,项 目成果转化实施必须在产学研结合的企业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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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且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以企业为主体

申报的项目。第 (八 )支持方向申报主体为相关平台建设主体 ,

其中医药电子商务平台可由有资质的企业申报。

以企业为主体申报项目,原则上要求其注册资本在 ω0万元

以上。对申报保健食品、医疗仪器与器械、制药检测仪器与装各

类别项目的企业注册资本可放宽到 300万元以上。

联合申报时,需提交经双方确认的合作协议(包括合作方式、

任务分解、双方职责、经费投入等 ),如果项目列入计划,合作协

议的内容将作为签订任务书的依据,原则上不得更改。项目的研

究 (实施 )应主要在企业进行,企业获得资助经费的分配比例不

低于⒛%。

2.前期基础。申报项目应相对成熟,具各较好地前期基础 ,

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拥有授权专利、省级以上批准文号、省

级以上相关科技成果、新药临床研究批号或批准文号等。化学药

物仿制、国外医疗设各国产化项目和国外医药工业装各的国产化

开发如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也可提供其他能够证明有较好工作基

础的材料。

3.预期成果。原则上,对于新药开发与产业化类项目,预期

成果为临床批件 (或 受理通知书 )、 生产批号或新药证书 (或 受理

通知书 );对于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项目,预期成果为保健食品

批准文号 (或受理通知书);对于医疗仪器与器械开发与产业化项

目,预期成果为医疗仪器与器械的注册证书 (或 受理通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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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 目负责人。

(1)项 目执行周期为 3整年,从项目申报次年的 1月 1日 起

计算。项目负责人要求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已经取得博士学位 (企

业可适当放宽 )。 作为项目负责人,博士生导师的申报年龄为 ⒍

周岁以下,其他人员申报年龄为 57岁 以下。

(2)作为项目负责人只允许申报 1项 ,且同期作为项目负责

人承担省医药健康产业引导资金项目数不得超过 2项。

已承担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但到期未验收的企业,

不能申报本年度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已承担省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但到期未验收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

单位项目负责人,或被强制中止的、研究成果产权归属不明确的、

有不良信用记录、涉嫌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项目和申请人,不能

申报本年度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

(3)项 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阶段无正当原因离岗不得超过

半年。若有特殊原因确需出国或离岗超过半年以上的,应事先提

出申请,报省科技厅批准各案。

(4)项 目申报负责人原则上必须本人参加评审答辩,无特殊

原因不参加评审答辩的,不予立项。

5.资助额度。每个项目资助额度在们 万元以上。

6.项 目申报及受理

(1)项 目申报人登陆吉林省科技厅网站,进入吉林省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信 J息 系统或直接登陆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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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填报、上传提交,并经审核推荐后下载打印纸件申报书。

(2)项 目审核与推荐。中省直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本单位申

报的项目进行网上审核推荐,市 (州 )或县 (市 、区)以及高新

区科技管理部门、市 (州 )医药健康产业推进牵头部门对对辖区

内企业和省直以下事业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网上审核推荐。推荐

单位要对所推荐项目 (包括申报单位情况 )的真实性负责。

(3)通过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推荐的项目,项 目申报人需将纸

质申报书交推荐部门盖章。

(4)项 目申报书及相关材料经网上申报提交,在推荐单位审

核通过后,下载打印纸质申报书及相关材料(最后一次网上提交 )

装订成册一式 1份 ;推荐单位汇总所推荐项目的纸质申报书及相

关材料,出 具加盖公章的正式推荐公函,送至吉林省科技创新平

台管理中心。

(5)申 报单位须提交项目预算书,申报主持单位或申报主要

参加单位为企业的须提交经会计师事务所 (或审计师事务所 )审

计并加盖单位公章的上年度的会计资料 (含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

照、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复印件 ),并将项目预算书和会计资料单独

胶订成一册,报送省财政厅教科文处 (由 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

理中心代收 )。

(6)受理时间:网上申报受理时间为 2015年 11月 20日

-2015年 12月 30日 ,纸件受理时间为⒛15年 12月 30日 —⒛16

年 1月 10日 。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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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意事项

(1)项 目申报书的研究内容、预期结果及验收指标应合理、

明确、可考核;贞口果项目列入计划,将作为签订任务书、验收 (鉴

定 )的依据,原则上不得更改。

。    (2)信
`憝 系统自动不受理:超项、超龄、超资金限额、同一

项目重复申报、申报人资格不符等项目;信息系统自动标记:信

用记录不良、项目申报内容雷同等事项。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不接

收网上申报和纸质申报书不一致、申报材料无公章、超过申报截

止日期、正式推荐公函之外的项目。

(3)凡不符合指南要求的申报,视为无效申报;故意违规申

报的,取消申报资格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4)申 报材料的时效性。申报材料所附知识产权归属证明、

中外合作协议书、技术标准、产品检测 (验 )报告、科技查新 (检

ˉ  索)报告、咨询报告、产品用户定性、定量使用意见 (报告 )等
°  证明材料,须在有效期内。没有标明时效期的,按 2年之内有效

计。

(5)职称、学位证书、营业执照、销售收入、合作协议、成

果等需提供佐证材料。

8.其他

(1)吉林省科技厅网址:http√/妁tjl.gov。 cn

(2)吉林省科技项目申报网址:http√/-wj妁xm。 com

(3)科技厅医药办业务咨询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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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31沼⒆35g99孟璐璐、张欣宇、韩红祥

(4)财政厅教科文处业务咨询电话:

0431-88550905   才勿  菸仁

(5)网上申报操作咨询电话

0431ˉ89101521、  89101522、  89101523。

(6)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地址

长春市前进大街 12佴 号二号楼南门一层(吉林省科技厅科研

园内),联系人:尤冬,联系电话:0431-81818191、 ⒄31-S1818192;

邮箱:jlspps@163.∞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