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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视域下贵阳医药产业发展路径探究 

郭垠利
1
 

(贵州师范学院 化学与材料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十三五”期间，贵阳市医药产业获得快速的发展，成为贵阳市重点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之一，考虑

医药产业与贵阳市城市建设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产城融合是城市建设的可行之路，也是产业集

群发展的重要路径，从城市规划、城市功能分区布局建设、医药产业文化建设、人才资源培养等方面推动产城融合

都是值得考量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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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支撑，城市是产业发展的依托，考虑产城融合有其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医药健康产业是贵州省重点发展的十大千亿级产业之一，也是贵阳市建设“健康中国”引领示范市总体目标的重要支撑。

以贵阳市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为主要代表进行产城融合的考量有重要的代表价值。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贵阳市城市化建设研究与贵阳产业化研究均得到了较高关注，这两方面均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将两者结合考虑，对于贵阳市产城融合发展问题研究则较少。这些研究中，主要包括贵阳市大数据产业与城市发展研究、贵

阳市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研究，并有少数文章涉及贵阳市会展产业与城市发展研究领域。医药健康产业是贵州省重点发展的十

大千亿级产业之一，也是贵阳市建设“健康中国”引领示范市总体目标的重要支撑，但总体来看，贵阳市医药产业与贵阳市城

市发展和城市融合的研究很少，这与贵阳市医药产业的发展规模和现状是不相符的，鉴于此，开展贵阳市医药产业与城市发展

的研究是有深切的必要性的。 

本文将以产城融合的视角为中心，对当前贵阳市医药健康产业与城市化建设的互动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1 推进产城融合的意义 

1.1符合贵阳市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化标志有三项：(1)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3)城市

用地规模扩大。前两项指标主要涉及人口，第三项指标城市用地主要涉及居住、工业、道路、仓储、公共设施用地等具体指标。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组成的新发展理念，涉及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从三项指标综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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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城市化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于人口与产业。最终的实现形式是人口，但最基础的实现途径，是产业的发展和集聚。推动产

业发展是改变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以此吸引的人口就业才会导致第一产业的从业人群向二、三产业的转化，城市人口在

区域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因此，推动城市发展，必然重视产业发展，尤其是在产业集群等能带来大规模人口集聚和资金集聚

的形势下。 

1.2符合贵阳市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医药制造业是典型的研发驱动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我国医药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贵州有发展医药产

业的天然优势，而贵阳又以其在省内领先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成为医药产业破千亿的重要承担者。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借用钻

石模型研究产业集群竞争力，这一模型被广泛应用于产业集群发展分析。钻石模型共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企业战略、相关及

支持产业、生产条件、需求要素。此外还有两个影响因素则为机遇、与政府。在企业自身战略之外，五项要素均与城市相关，

这不仅反映产业需要借助城市的人才、交通优势，而且需要与所在城市组成良好互动结构。产业集群的发展只有与城市发展规

划、生产优势、人才优势、产业政策相结合才能产生良性的发展。 

2 贵阳市医药产业发展概况与布局 

贵阳市编制的《贵阳市“十三五”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16-2020年)》中以建设“健康中国”引领示范市为总体

目标，其中，明确了“一核、一圈、四片、五极”的总体空间布局规划。该规划一方面基于贵阳市医药产业发展历史基础、一

方面着眼于未来产业发展目标制定，确立了以整个乌当区为主，重点打造大健康全域发展示范区、核心区，与此同时，围绕乌

当区将云岩区、南明区、白云区、观山湖区划定为医药健康配套支撑核心区。 

2.1以乌当区为核心，发展全域医药产业 

以市辖区为单位重点发展全域医药产业发展示范区，无疑是产城融合探索角度的重要创举，无论是在产业规划目标还是涉

及城区面积规模，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规划相对应，2019 年全年，乌当区医药制造规模在全省保持领跑地位，全年大

健康医药制造业总产值突破 60亿元，占乌当区全年总产值的 27%,成为当之无愧的乌当区核心产业。 

2.2企业分布集中，但医药产业园区的功能尚不健全 

产业园区的性质不仅在于同质化企业的大规模集聚，更在于大规模集聚企业之间存在生产之间的协作关系，能够构建完整

的产业链条，而非彼此毫无关联甚至恶性竞争。地域分布的集中仅是产业集群的雏形，更重要的标志应该是产业的互联互通。

乌当区集中了贵阳市最大数量的医药生产企业，而这些企业主要沿主干道两侧分布，分别位于高新路、高新北路及东风大道等 3

条主要交通干线沿线，厂区分布高度集中，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但彼此间缺乏合作，产业链条尚不完整，企业各自生产，

彼此关联不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当区医药产业集群效应较差。医药产业园区的配套设施停留在交通、土地等初级的支撑层

面。 

2.3园区规划不合理，未能进行良好的城市功能分区 

药厂的兴建推动城区主干道延伸，公共交通设施等随之延长、健全，方便了城市周边地区的交通。乌当区主要医药企业厂

区确定之初，缺乏具有前瞻性的规划，未能将工业区与生活区规划分离，造成厂区、居住区相邻，甚至厂区被包裹在居民区内

的情况。由此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布局的困难，生活区与工业区的混杂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具体表现为园区生产影响居民生活、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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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医药产业就业职工较多，但未能有效推动城市化发展 

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产业的发展、产业园区的建设本应直接作用于人

口的集中。乌当区医药产业的发展聚集了较大规模的就业人群，目前规模以上制药企业达 12家，包含 3家全省领军型龙头企业、

5家全省医药骨干企业，主要企业从业人员均在千人以上。围绕规模巨大的从业人口，相关服务行业，交通设施建设也取得了较

大程度的改观。但是通过药企交通车载客量调查发现，乌当区药企就业人口主要居住在南明区、云岩区两区，乌当医药产业园

区具有典型的产业园区特征——白天人来人往，晚上就是一片空城。 

3 贵阳市医药产业发展建议 

3.1推进产城结合，协同发展 

如前文所述，产业是城市进步的支撑，带动市场发展，服务经济民生，促进城市繁荣。城市是产业发展的依托，提供人才

支撑，构建消费市场，推动产业振兴。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产业的调整升级，无论是从城市发展还是产业振兴的角度，城

市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无疑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目前贵州省全省人口流动规模较大，而且主要以流出为主，大规模人

群向珠三角等地区转移，贵阳作为贵州省省会，理应充分发挥核心作用，借助产业优势吸引省内人口本地就业。目前的产业人

口流动线现状与贵阳市城市化建设的目标是相悖的。是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有机协调城市与产业的关系，真正做到产业不止作

为创造 GDP的工具，更应是创造就业、服务民生的生产综合体。 

3.2合理规划功能分区 

城市是生产生活的聚合体，兼具多重功能，城市规划建设应注意生活与生产之间做到协调布局与发展。产业聚群的布局一

定要在城市规划发展中进行重点考虑，规划设计要有前瞻性，确保产业布局不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冲突。以贵阳市医药

产业的社会功能而论，首要是吸引和留住产业人口，其次是要在留住产业人口的基础上即兴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做到方便产

业人口的工作方便，也要关注生活区与生产区的合理区分。 

3.3推进城市医药健康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域文化的彰显是丰富城市文化语境内涵的重要手段。城市的发展，应该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两个

领域着手，一方面是物质层面建设，另一方面注重文化的发展。医药产业已经是贵阳市重点发展的十强产业之一，在城市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推动产城融合，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意城市文化层面的推动，将医药文

化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亳州借助华佗故里的文化背景，大力发展重要集散市场，打造了“中华药都”的名片；黄冈借助李时珍

故乡等文化资源推动鄂东医药文化发展，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实现双赢。此外，济南市也正致力于挖掘

扁鹊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这些城市案例都可成为贵阳市的借鉴。 

3.4重视人才的培养 

产城融合，需要人才人力资源的支持，初期需要大力引进相关人才，进一步的发展则更主要侧重于本土人才的培养。贵阳

市应重点考虑建立健全从研究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完整体系，包括中等职业院校、高等职业院校、研究性高校等多梯度、多

层次的医药人才，医药研发人才及医药管理人才等。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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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医药产业在贵阳市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产业的发展还应考虑社会功能及文化功能，如何更全方位的服

务于城市建设将是今后产业功能研究的重要命题，也是城市发展需要着重考虑的重点路径。通过贵阳市医药产业与城市协同发

展的现状分析，可见产城融合是城市综合发展的可行道路之一，同时希望能够为其他城市产城融合的思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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