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招商项目

项目名称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仿制药及中药研究中心

项目

项目现状 拟建项目 在建项目 升级项目

项目地点 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西片区

所属行业 大健康产业

运营单位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单位地址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联 系 人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联系电话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网 址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邮 箱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项目年产值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万元
就业人数

（在建、升级项目填写）

人

项目概述

自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以来，中国医药行业经历了空前的高

增长，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规模从 1985 年至 2017 年，增加 234

倍；医药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增加 221 倍。目前，中国已成为全

球第二大医药市场。

红河州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00 万余亩，居云南首位。项目

依托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产业规划，有效综合利用红河州丰富

的药用植物资源和边境发展优势，建设集研发、生产、包装、

物流、营销为一体的仿制药及中医药研发及制药基地。

项目建设

内容

建设内容：项目以仿制药和中药研究为中心，建设仿制药

研发中心、生产加工厂、中药粗加工厂、精加工厂、原料仓库

及成品仓库、冷冻库等。

占地面积：用地面积 120 亩，总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

已具备基础

条件

云南地处低纬高原地区，药物种源十分丰富，有天然药物

资源 6559 种，占全国总数的 51%。其中红河州境内中药材种类

繁多、资源丰富，种植面积广。

河口口岸是中药材进口指定口岸。云南省政府印发《“健

康云南 2030”规划纲要》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生物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加快大健康产业发展。

优势条件

区位优势突出：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所在的河口县不仅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云南面向东盟的前沿，也与

我国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具有联通内外的独特区位优势。

交通发达便捷：项目地距云南省会昆明 407 公里，距越南

首都河内 264 公里，距越南北方最大出海口海防港 369 公里，

昆河高速连通区内，泛亚铁路东线连通越南。随着中国与东南

亚国家之间国际化合作的加快，红河片区所在的河口县逐渐成

为云南省乃至西南地区通向东南亚、南太平洋最便捷的陆路通

道。

口岸优势突出：项目所在地不仅通过省级道路与越南老街

市连接，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且在云南对外开放的 18

个一类口岸、 7个二类口岸中，红河片区同时拥有陆运的铁路

与公路两个国家级一类口岸，通关便利化优势显著。

优惠政策聚集：红河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

阵地，已获批的边合区、跨合区、经开区、保税区、自贸试验

区、金融改革试验区多区合一，为地区发展和产业兴旺带来巨

大的政策红利。

配套资源完善：项目所在地不仅交通便利，通讯、水、电

等基础设施齐备，且天然药物资源丰富，中药材种类繁多，种

植面积宽广。此外，项目前期建设及后期运营可招聘所需外籍

员工，员工工资在 1800—2500 元/月，能有效降低企业用工成

本。

配套政策
项目享受省、州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优惠政策，企业所

得税地方留成部分执行“五免五减半”。

投资估算及

资金筹措

项目计划投资：15000 万元；

资金筹措方式：企业自筹。

市场预测

（分析）

生物医药产业是近年来成长性最好，发展最为活跃的产业

领域之一。医药制造业自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来经历了空前的高

速增长，营业收入规模从1985年的120亿增加至2019年的2.6

万亿元，相关机构预测 2020 年这一数值将达到 28170 亿元。

现代中医药制药作为生物制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绿色、环保、



健康为一体，截至目前，药监局公布的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的药物品种已由 29 种上升至 41 种；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数

据显示，2016 年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约为 9167 亿元。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可望达到 14116 亿元。

结合红河州丰富的植物药物资源优势，仿制药及现代中医

药研发及制药项目前景广阔。项目建成后将推动河口县中药材

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发展，互利共赢。

且红河植物药物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拥有两亚市场

为医药产业提供有力支撑。项目建设前景广阔。

项目盈利模

式及初步效

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以仿制药、中医药出售、研发等获取收益，达产

后产值不低于 6亿元人民币。在不考虑税费优惠的情况下，本

项目投资回报率为 25.57%，投资回收周期约为 4年。

项目风险

分析

政策风险：当前，仿制药以及传统中医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大

力支持，两者已成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有力抓手。因此，

本项目政策风险较低。

技术风险：虽然仿制药及中药的发展得到极大政策支持，但研

发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相关药物需要较强的科学技术作为支

撑。因此，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技术风险。

监管风险：药品研发与生产事关国计民生。当前，为提高药品

质量安全水平，相关部门强化对药物研发、生产、流通及使用

过程的监督检查，加强不良反应监测和质量抽查，严肃查处数

据造假、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因此该项目需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风险：项目建成后能将有效推动河口县中药材产业发展，

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发展，互利共赢。因此，本项目社会风险

极低。

意向招引

企业
中药、民族医药类企业

上、中、下

游关联项目

/企业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备 注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管理委员

会

联 系 人：生一婷

联系电话：18187330669

传 真：0873-3052697

电子邮箱：bjyxszd158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