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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生物技术行业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国内外生物技术的定义、分类、特点及其在经济、军事领域的重要战略意义等

，接着分析了国 际国内生物技术的发展概况，然后具体介绍了农业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

、医药生物技术的发展。随后，报告对生物技术产业做了生物信息技术发展分析、生物实 验

技术发展分析、重点攻关课题研究进展分析、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投资分析和未来前景

分析，最后分析了生物技术产业的相关政策。        生物技术也称生物工程，它是在分子生物

学基础上建立的、为创建新的生物类型或新生物机能的实用技术，是现代生物科学和工程技

术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而言，生 物工程技术包括转基因植物、动物生物技术、农作物的分子

育种技术、纳米生物技术、重要疾病的生物治疗等。当前，世界生物技术发展已进入大规模

产业化的起始 阶段，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的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

物环保等领域，正在促使生物产业成为世界经济中继信息产业之后又一个新的主导产 业。  

　　生物技术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相对较小的高技术领 域，中国具有发展生物产业的技术

基础和巨大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中国产业国际

分工地位和保障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 我国政府正在从不同层面大力推动生物技术产业的发

展。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产业化示范，都有政策、财政以及税收等不同方面的支持。  

　　我国力争到2020年，实现生物技术的跨越发展，使生物技术研发水平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生物新产业，形成2-3万亿元的产值，力争使中国成为生物技术

强国和生物产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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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hellip;&hellip;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 博思数据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医

药生物技术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

预测模 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生物技术产业有个系统

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物技术研发，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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