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錦濤總書記2010年春節期間考察福建，在
廈門聽取該市實施島內外一體化建設，縮

小城鄉差距戰略時明確提出，要實現城鄉經濟社
會發展一體化，包括規劃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
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此後，廈門市根
據這一要求，結合福建省小城鎮綜改試點，加快
推進廈門島內外一體化步伐，破解二元結構，拓
展發展空間，促進城鄉共同繁榮。
汀溪與新圩地處廈門市郊，經濟實力長期處在

廈門各鎮的末端位置。自趕上廈門統籌城鄉發
展、加快島內外一體化建設的重大歷史機遇，兩
鎮在小城鎮改革中不斷發展，「麻雀變鳳凰」的
一天指日可待。

汀溪：改革模式被世博會認可
作為典型的山區，汀溪長期受水資源、生態公

益林和基本農田三大資源保護區的身份制約，成
為廈門同安區唯一一個沒有工業開發區的鎮。農
耕產業一直作為主導產業，多年來經濟發展各項
指標一直排在全市倒數幾位。
乾隆年間所建的「德安古堡」「一不小心」成

就了一個鄉鎮的轉型之路。七年前，汀溪鎮五峰
村村民修復古堡，並以此為中心總體營造村莊，
試圖發展鄉村旅遊。沒想到，三年後五峰村鄉村
遊逐步打出了名氣，並先後成為了市級、省級鄉
村旅遊示範點。

五峰村的鄉村旅遊當初只是種探索，卻為情況
相似的汀溪鎮提供了發展思路。 經過各級專家
的不斷考察和思考，汀溪鎮決定以「三大資源保
護區」為基礎，規劃發展「生態型休閒度假旅遊
名鎮」。
汀溪鎮黨委書記王松指出，汀溪改革力爭在

2012年初見成效，2015年時可在2.6萬平方公里內
打造出山水畫般小城鎮。通過發展高端溫泉度
假、生態旅遊和新能源產業，配套發展醫療康
復、商貿服務等相關產業帶動新城建設。
王松表示，自2005年啟動小城鎮改革至今，汀

溪一直保持㠥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汀溪獨特的
溫泉資源吸引了以翠豐和盛之鄉為代表的溫泉酒
店產業不斷聚集。五峰村也帶動了周邊地區鄉村
旅遊的發展。

汀溪創造性地提出以傳統農業為起點，跳過以
傳統工業為主導的發展階段，直接進入人與自然
和諧發展的階段，初步構建了「汀溪模式」。在
追求綠色GDP成為主流的今天，「汀溪」模式彰
顯出其優越性。去年，汀溪鎮今年入選世博會中
國館小城鎮展區，向世人展示小城鎮改革經驗。

新圩：60億元打造生態創業城
在廈門翔安區新圩鎮，正在如火如荼地修

「中山路」、設「總部經濟區」、建「百億級工
業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新圩鎮策劃了68個小城

鎮改革發展項目，總投資60億元（人民幣，下
同），分五年實施。預計到2015年，新圩鎮工農
業總產值達120億元，鎮區建成區面積達2.8平方
公里以上，鎮域人口規模達到5.4萬以上。
新圩鎮黨委書記林佳躍介紹，依托銀鷺工業園

和利勝光電園區，新圩的小城鎮改革建設將重點
發展食品加工業和光電輕工業，突出工業帶動，
打造100億工業園區和廈門東北部生態創業城。
同時，將之建設成為一個集現代工業集中區、濱
水新城商住區和農業旅遊產業區於一體的新型宜
居、宜商、宜創業的城市綜合體
目前，銀鷺三期B地塊、新曦文化中心場平項

目和新圩鎮區河道生態水源補給項目擬採取BT
模式開發，方案仍在研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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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華超
版面設計：歐鳳仙

新視㡊(74)

h t t p : / / www .wenwe i p o . c om

變身新城鎮，兩
鎮邁開了堅實的步
伐。香港文匯報記
者獲悉，迄今為
止，廈門市兩個試
點鎮共92個項目已
被列入建設計劃，
總投資約25.5億元。
截止至2010年11月
10日，兩鎮已開工
建設項目31個，完
成投資約13.85億元，完成年投資計劃的94%，排名福建第一。

打造特色鄉村遊 加快舊鎮改造
2011年，新圩將投入12.49億元進行小城鎮建設，新建續建30個項

目。其中包括啟動新曦文化藝術中心工程，加快馬新路和縱四路等
交通建設及相關項目的徵地拆遷工作。此外，新圩計劃2011年山林
綠化改造569畝，新增山林綠化面積1119畝，全面完成舊鎮改造。
新圩鎮黨委書記林佳躍表示，2011年新圩將㠥力打造特色鮮明、

有較強吸引力的農業旅遊休閒區。馬塘森林人家、東寮社區岩後村咖
啡休閒觀光、古宅大峽谷山地運動休閒基地等重點旅遊項目將被重點
開發建設 。金柄文化體驗、烏山古厝探幽、古宅峽谷探險和曾溪水
庫垂釣等新圩特色旅遊項目將適時開始規劃推介。

發揮政策效應 注重招商引資
汀溪則計劃在2011年充分發揮扶持試點鎮建設的政策效應。從財稅

體制改革、土地管理、房地產業發展、教育衛生事業推動、農民轉產
增收、金融支持、戶籍管理改革等方面全力推進綜合改革。
汀溪鎮黨委書記王松表示，2011年將更加重視招商引資。通過拓

展鎮區空間，完善配套，優化投資環境，㠥力引進央企國網新源公
司建設五峰抽水蓄能電站項目，力爭吸納60億元的建設投資。此
外，繼續引導、扶持以惠爾康為主的龍頭企業發展，㠥力引進生財
性項目。

作為福建首個鄉村商務區，新圩
鎮馬塘鄉村商務區已吸引62家企業
入駐，註冊資金總計達4.25億元。
據悉，新圩鎮專門為投資者提供

綠色通道，簡化審批程序，減少審
批環節，縮短審批時限，促進建設
項目早日落地，早開工，早見效。
截止至2010年11月底，新圩新增

加85家內資企業。其中馬塘鄉村商
務區自2010年4月建成以來，已成
為新圩鎮優化投資環境、提升招商
質量的嶄新亮點。
為進一步擴大招商引資，新圩鎮

出台針對投資者的一系列的財稅優
惠政策。其中包括，新入駐新圩的
大型商貿企業自營業年度起，其交
納的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及企
業所得稅地方分成部分按收入級次
三年內予以全額撥補。
馬塘鄉村商務區由別墅式商務和

酒店式商務區組成，辦公設施齊
全。除了在硬件設施上吸引投資
者，新圩目前仍在加快研究制定鼓
勵民間投資的政策，冀吸引有實
力、有品牌、有信譽的企業投資興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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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變身城市綜合體，福建21個綜合

改革建設試點小城鎮正如火如荼打造

「變形計」。廈門兩大試點鎮各有法寶，

為中國小城鎮的改革提供了參考樣本。

其中同安區汀溪鎮以傳統的農耕文明為

起點，主打鄉村旅遊和溫泉度假，將直

接晉陞生態旅遊村。翔安區新圩鎮則依

托已有的強勢工業銀鷺和利勝光電，將

升級為生態宜居的創業新城。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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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同安區汀溪鎮以傳統的農耕文明為

起點，主打鄉村旅遊和溫泉度假，將直

接晉陞生態旅遊村。翔安區新圩鎮則依

托已有的強勢工業銀鷺和利勝光電，將

升級為生態宜居的創業新城。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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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首個鄉村商務區 引62家企業入駐

■92個項目已被列入新圩和汀溪的小城鎮綜合
改革建設中，總投資約25.5億元。

■新圩鎮馬塘鄉村商務區由別墅式商務和酒店
式商務區組成，已吸引62家企業入駐。

■依托溫泉資源，汀溪鎮試圖成為「以
溫泉為特色的生態休閒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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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
席、海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主席于常海告
訴記者，為爭奪先機和巨大的市場，目前
全香港有300多家企業從事生物科技的研
發、生產和銷售，其中僅香港科技園就聚
集30多家公司。他們大多數已經或正準備
在內地設廠。
長江實業李嘉誠旗下公司長江生命科技

有關人士稱，長江生命科技開發針對「環
境」和「人類健康」兩大領域所需的生物
科技方案，主要研發生態農業、環境治
理、保健食品、醫藥等生物科技領域。其
聚焦生物化學、環境保育、化學、藥物

學、微生物學、農業、商業、財務、人力
資源及經濟學各方面人才，而研發的生物
科技產品方案已超過100種，市場的潛在
價值高達2,500億美元。

基因芯片籌劃國產化
基因芯片則是目前全球各國爭奪的焦

點，于常海在香港和北京設立共100人的
兩大研發中心，投資過億元。公司還聘請
兩位諾貝爾獎專家作研發顧問，經歷長達
十年時間的研發，終於研究出能在10分鐘
內快速病源檢測的基因芯片，大幅縮短目
前病源檢測長達24小時的周期。該成果具

有快捷、簡便和低成本的特點，技術水平
居國際水平，即將投入臨床實驗，一年後
將可進行產業化生產，預期可以帶來數十
億元的收入。他擬未來將該項目落戶深港
創新圈，進行產業化生產。
香港大地集團旗下的香港科創生物科技

公司有關人士稱，該公司組建的強大研發
團隊，先後投入巨資從事綠色高效、無藥
物殘留生物製品研發，在香港高薪聘請18
名博士，20名教授和大量的研發人員，全
體員工多達1,600多名，研發綠色尖端生物
製劑、生化製劑、基因工程等，另外還與
美國、澳洲、日本等國家簽訂長期合作關
係。該公司現時在港擁有三座按GMP標準
設計的醫藥製劑生產大樓，一座研發大樓
和一座質量管理大樓。

「十二五」新興產業 萬億商機待發

生物科技產業商機可期

港企醞釀北上搶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生物科技被中國列入七大新興

戰略產業之一，醫療、保健和生活等方面均應用廣泛。去年內地生物科

技產值是10年前的40倍，總額8,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從事生物科

技的人士認為，生物科技作為朝陽產業，預計在未來十年，包括生物醫

藥、生物農業和生物材料等，在內地相關產值將達十萬億

元。

中國超越西方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海康生命

科技公司主席于常海表示，數十年來中國在醫藥、
IT、汽車等領域與西方存在較大差距，情況如外國企
業壟斷西藥製藥技術，中國企業只能跟在別人後面
走。惟在生物科技這一朝陽產業，中國和西方國家處
於同一起跑線之上，中國應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
深圳艾尼爾角膜工程公司總經理張富運則認為，佔

據生物科技制高點必須從三方面下工夫：需大批具有
戰略眼光的風險資本，他們必須深入了解生物科技行
業；從事生物科技研發公司必須選擇好研究方向和突
破口，如人工心臟、腎臟、胰島等，保持世界領先水
平，盡早造福人類，成功地實現資本和知本的完美結
合。同時，生物醫藥研究一定要與醫院結合，與臨床
結合可以少走彎路，以確保成果能盡快應用於臨床。

政府扶助膺成敗關鍵
第三方面，發展生物科技政府需大力扶持，而民營

資本只講求效益和速度，因而不利生物科技發展。政
府需從政策、資金上進行積極引導，設立政府引導基
金，積極促進和推動生物科技發展，這樣經過長達十
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中國生物科技在全球生物科
技產業將獲得重要發言權。

拓展難關「三高一長」
香港文匯報訊 「生物科技作為新興產業，儘管前

景很好，惟卻是『高風險、高投入、高回報、周期
長』。」深圳艾尼爾角膜工程公司總經理張富運表
示。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海康生命科技公司主席
于常海同樣稱，許多港企均面臨資金、技術和人才等
問題，從而制約發展速度。
張富運說，僅人體組織工程的前景經已十分廣闊，

除大腦外，所有的器官如肝臟、心臟和腎臟等均可從
實現工廠化製造，面對全球每年更換各種器官以千萬
人計，市場需求巨大。不過，生物科技沒有5年至10
年的長期投入研發和數億元的資金，是難以獲得成
功。而一旦獲得成功將可獲得爆發式增長，有些企業
的年銷售收入可達3億至10億元。儘管生物科技公司
成功後可以帶來很高的回報，但是因風險過高和周期
長，許多風險投資機構因擔憂風險大多不願意投資，
而銀行同樣對該類公司貸款持審慎態度，從而令生物
科技公司融資不易。許多公司是大股東通過個人關係
尋求戰略投資。

技術研發需時5至10年
于常海也表示，生物科技是需要大量的資金，僅一台
儀器通常就要數十萬，並且研發周期漫長，要想組建
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隊也十分不易。有一些年輕人才以
為短期就可以獲得成功，並未感覺到生物科技研發需5
年至10年的時間，有時甚至需要夜以繼日的工作，他
們中途離職時，公司又得重新招聘合適的人才。

香港生物
科技協會主
席、海康生
命科技公司
主席于常海
稱，生物科
技作為全球
新興戰略性
朝陽產業，
全球各國均
在 全 力 爭
奪；生物科
技涉及範圍
較廣泛，包

括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能源和生物
材料等。他續指出，中國「十二五」規劃
初步確定，至「十二五」末期僅生物醫藥
產值將突破3萬億元，較2009年總產值數

據翻兩番。未來十年內地生物科技將蘊藏
十萬億元的商機，因而成為各國企業爭奪
的高地。

業界看好年增長逾15%
深圳艾尼爾角膜工程公司總經理張富運

表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IT為全球最
大的機遇，推動人類進入信息社會，而21
世紀，生物科技帶來的機遇將遠大於IT等
行業，目前生物科技產業每年增長逾
15%，未來其前景比現在的IT更輝煌。
目前，中國一年就有30萬人等待角膜捐

獻，而實際一年捐獻僅3,000例，遠遠滿
足不了需求，而全球的需求更是巨大，
同時燒傷和燙傷等皮膚再造之需求也相
當龐大。面對上述情況，「中國製造」
人造角膜和人造皮膚等產品有望填補這
一缺口。

作為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公司旗下子
公司，張富運表示，深圳艾尼爾角膜工程
公司經歷長達十年研發，其人造角膜產品
正在進行臨床試驗，該成果5月將報批，
之後半年投入生產，一個角膜售價高達近
萬元。
另外，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公司專業

從事人造皮膚業務，其進行長達13年的研
發終於獲得成功，近期準備進行產業化。
該公司在陝西投資3億元成立陝西艾爾膚
組織工程公司，預計年產300萬平方厘米

的人造皮膚，年收入10億元。

研人工真皮　投災害應用
張富運透露，該公司還在拓展其它許多

組織工程研究，目前正在研發人工神經、
骨頭、軟骨和真皮的臨床前研究，尤其是
人工真皮，用於大面積燒傷，其保存期
長，適合戰爭、災害和地震等帶來的創傷
需求。他稱，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上述
眾多研發和生產項目，保守估計將可以帶
來150億元的銷售收入。

■內地生
物科技去
年 產 值
8,000億
元 人 民
幣，數目
較10年前
增 長 4 0
倍。

■深圳艾尼爾角膜工程公
司總經理張富運表示，旗
下人造皮膚和角膜等將帶
來150億元收入。

■香港生物
科技協會主
席于常海手
持其公司經
過十年研發
的基因芯
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