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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九版）
实践证明，再优质的农产品

也需要通过发达的销售网络进
入大城市。由于缺乏品牌和渠
道，往往造成农产品在丰产后出
现滞销。

河北省蔚县产业扶贫顾问、
益海嘉里集团董事、中国粮油学
会油脂分会副会长涂长明认为，
农业产业扶贫的新模式不能是
一个企业的单打独斗，要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扶贫模式，并动
员更多的上下游合作企业伙伴、
经销商等社会资源参与进来。
目前，益海嘉里集团金龙鱼品牌
所采取的“世界500强企业+当
地龙头企业+农业基地和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弥补了蔚县小
米等优质农业产业缺少品牌及
销售渠道的短板。

在贵州省少数民族贫困地
区，黔西南州安龙县正在大力发
展薏米产业脱贫。

目前，天士力集团已经在安
龙县成立贵州汇珠薏仁集团。
现有薏仁精米、精油的加工、深
加工等生产线，生产薏仁精米、
薏仁蛋白饮料、薏仁保健精油、
化妆品等产品。薏仁产业为安
龙县及周边县市的薏仁种植业
发展，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机遇。
2017年8月，“兴仁薏（苡）仁米”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获准使
用。

据贵州汇珠薏仁集团总经
理刘啸虹介绍，该公司正在全力
打造全国有机薏仁种植第一
县。2017 年共完成种植 11 万
亩, 薏仁种植产业可带动2万多
农户实现种植增收，其中脱贫对
象422户。

据介绍，农户薏仁种植投
入是当地传统种植作物玉米投
入的 1/3，玉米按平均亩产 250
公斤，市场收购价2元/公斤计
算，每亩产值为500元，而种植
薏仁比种植玉米每亩至少增收
750元，薏仁的收入是种植玉米
等作物的2.5倍，增收效果十分
明显。

目前，该公司正在当地大力

推行“种植规模、生产科技化、产
品高端化、市场国际化”的“四
化”战略。

在贵州等地参与了多地扶
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行业专
家、绿维创景战略规划研究院院
长屠长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业扶贫类特
色小镇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
头作用至关重要。贵州等中西
部贫困地区特色小镇急需优质
产业板块注入，而有品牌、渠道
和市场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参与
将起到产业带动的引擎效果。
大企业所带的高附加值、全产业
链正是特色小镇兴建所必需的
要素环节。

依托大品牌 农业特色小镇田里淘金

中国医改进程加速，生物
医疗医药行业处于重塑期。资
本的涌入，使其业务模式、产业
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生物医疗医药作为与政
策高度相关的产业，仅仅依靠
资本力量实现赶超显然不够。
何况中国资本市场表现与行业
收益的现实反馈，让这种矛盾
在短期内无限激化。尽管市场
条件下资本要素的输入，对行
业的改观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但依然不够。此时，或许是政
府相关政策做牵引的最关键时
期，产业发展壮大还需要政策
的匹配和资本市场力量的双轮
驱动。”仙瞳资本创始合伙人刘
牧龙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如是表示。

产业迎来
理性发展周期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发展

新常态，这也关乎医疗产业。
“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

了民生工程的投入。但作为典
型的民生工程，医疗产业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的投入是不
足的，因此需要进行“补课”。
最近两年，每年20%左右的高
水平投入，无疑让这一领域有
了不小的变化。

从行业面剖析，生物医药
医疗领域技术难度高、学科跨
度大、收益周期长、投资风险大
等难点将长时间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业也
属于特种消费行业，患者到医
院就医，消费的是一种服务，也
消费了医疗设备带来的检查、
诊断等，也应看做是服务行
业。因此，包括伦理道德、法规
政策秩序不健全和不规范也给
行业带来了大量挑战。

“目前，生物医疗医药领域

可谓水深火热，国内一些项目
更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各
方投资人高度关注这一行业，
引来大量资本注入，这也造成
了局部的泡沫，个别领域出现
了投资集中失败的现象。”刘牧
龙表示，专业领域就要求有专
业型的投资机构用专业的能力
去化解这些问题。“机构从专业
的技术角度判断企业成功的几
率，综合团队在中国市场运营
能力，才能促使项目的成功。
总而言之，对于企业和投资机
构来讲，既要熟悉行业，更要专
业和专注。”

据了解，作为中国最早关
注生物医药医疗领域的投资机
构之一，仙瞳资本专注于生命
科技、生物医疗、健康民生领
域，在国内生物医疗投资领域
具有领先的专业优势和丰富的
项目储备。在2012年仙瞳投资
了一家上海的生物公司，经过5
年的时间估值从刚开始的6000
万元增长到30亿元。

同时，刘牧龙还建议投资机
构在资本注入时，一定要坚定信
心，未来10年内，生物医药行业
将迎来快速发展周期。同时提
升机构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决策

判断能力，顺应时代潮流，甄选
优质项目，才能实现共赢。

还需政策和
资本力量双轮驱动
资本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一

个方式，但仅仅依靠资本力量
尚不能撬动整个行业，还需政
策引导。

从大环境角度讲，目前医
药行业处于结构调整期。国内
主要改革方向是把医疗服务的
比重提高，药品消费的比重下
降。医疗服务行业会出现更多
的机会，但药品，尤其是低端的
生产企业，可能会遇到一些压
力，因为以药养医的局面会得
到改善，药品流通领域也在做

“两票制”的政策。流通企业也
要提高效率，才能在这个洗牌
中生存下来。同时，改革会向
服务、价值等方面挤压。

医疗医药领域与政策高度
相关，如果行业想快速发展或
者弯道超车，仅仅依靠市场的
力量显然不够，实现赶超后劲
不足。

“目前一些机构仍然在追求
短期收益，这与行业长周期、高

风险的特性不匹配。资本耐心
和智慧的缺乏，让这个行业变得

‘野蛮’起来。这种时候就需要
政府做牵引，来引导各方面资金
的有效投入。我认为当下投资
者也需要教育，资本本身需要更
多的智慧，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
学习和成长当中。”刘牧龙对记
者表示，美国称要削减80%的
FDA监管条例或规则，这反映
了一个全球医疗产业监管放松
的趋势，世界都在寻找新的产业
增长点。未来国内医疗产业的
监管环境会持续宽松，这也有利
于私募资金的进入。

“医疗产业是一个特种行
业，它的特殊性就是要受到监
管。政府监管对医疗的产业发
展、投资，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
影响。医疗监管政策的变化，
既可以让一家新的企业诞生，
也可以让一家发展得很好的企
业陷入困境。”刘牧龙建议，中
国的医药产业如果想走在世界
的前面，除加大基础研发投入
外，还需加强政策引导性，基于
庞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因素，
很可能不到二三十年的时间，
个别领域就能达到欧美发达国
家的水平。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康复医
疗产业已成为一片新的蓝海。

“2016年，中国康复医疗市场规
模约为270亿元。2017年，康复医疗
行业进入爆发期，预测到2020年中国
的康复医疗市场规模将突破700亿
元”。这是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康
复医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
析报告》中的一组数据。

同时，众多企业已捷足先登，纷
纷布局康复、养老等大健康产业。

2017年9月，华润置地战略布局
大健康产业；10月，绿地控股发布康
养产业战略规划；12月，恒大发布“养
生谷”计划，打造世界一流的养生养
老胜地。

而在细分的康复器具领域，2016
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指
出，应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依托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产业集聚
优势和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打造
一批示范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区
和生产基地，建设国际先进研发中心
和总部基地，发展区域特色强、附加
值高、资源消耗低的康复辅助器具产
业。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达2.2亿，占总人口
的16%。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达4000万人。联合国人口司预测，我
国 60 岁以上人口将在 2020 年达到
2.45亿。其中大约有1亿的老年人口
有康复需求。

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如何解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尤其是满足特殊
人群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12月11日，“健康中国共享轮椅
公共服务创新”项目在北京启动。新
华网健康中国促进工作委员会秘书
长王树强表示，他们将设立《我国共
享轮椅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研究及
政策建议》的调研课题，之后会在全
国15个省的150个点，在医院、车站、
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投放6000台小
V轮椅，进行共享轮椅创新试点。

据王树强介绍，此次试点委托江
苏卫奇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健
康中国共享轮椅项目”的实施方，委
托沈阳残疾人就业基地为生产制造
方。

江苏卫奇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尔琪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公司将积极探索在公共服务体
系推广共享轮椅及其相关产业的经
营模式，从而为国家制定公共服务措
施提供依据，改善成千上万特殊人群
的就医、旅行、购物等出行问题。

“共享轮椅这个项目非常有价
值。”在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科研处
副研究员陈雷看来，我国有8000多万
残疾人，4000多万老年人口和大量的
伤残军人。轮椅是这部分人群出行
的重要交通工具，共享轮椅正是迎合
了这一需求。

有分析称，随着养老康复系列政
策陆续出台、社会资本加速布局，在
医疗信息化以及互联网科技的助推
下，我国的康复医疗产业将迎来快速
发展。同时，在新常态下，康养小镇
将成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在
未来20年将经历一个黄金发展期。

投资收益不匹配：
生物医疗产业还需政策市场双驱动

本报记者 石岩

康养产业成新蓝海
企业加速布局

本报记者 楚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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