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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磐安县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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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县机关各部门： 

中药产业是磐安最有基础、最有潜力的传统优势产业，为

增强我县中药产业竞争优势，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

现代中药产业体系，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根据我县实际，结合《磐安县中药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2018-2025）》，制订本意见。 

一、总体目标 

深入实施中医药发展战略，坚持质量兴药、科技兴药、品

牌兴药，按照人才、资金、技术“三元驱动”，品种、品质、品牌

“三品提升”，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三化并行”，产业链、创

新链、服务链“三链融合”的发展思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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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为支撑，以“江南药镇”为核心，以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县、

中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等重大项目为抓手，强链延链补链，

完善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磐五味”道地药材品牌和“江南药镇”地

域品牌知名度，努力打造“国家中药资源保护利用样板地”“全国

精品道地药材生产示范地”“浙产道地优质药材集散地”。 

二、扶持政策 

（一）支持种质资源保护 

1.鼓励道地药材生产。对纳入追溯体系，集中连片种植浙白

术、浙玄参、杭白芍、元胡、玉竹，单品种面积在 20 亩以上，

经验收合格，每亩补助 1000 元；对村经济合作社牵头发展道地

药材，纳入追溯体系，上述单品种面积在 30 亩以上，经验收合

格，给予村经济合作社每亩补助 400 元、种植农户每亩补助 800

元。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由磐安县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牵头开

展东贝、杭白芷、浙白术等优质道地药材良种育苗基地建设。 

2.鼓励林药经济发展。实施林药间作套种，对新发展连片种

植面积 30 亩以上，并纳入追溯体系的林药经济进行补助，其中

浙白术、杭白芍、玉竹，每亩补助 1000 元；三叶青、黄精、天

麻、重楼，每亩补助 1200 元；铁皮石斛、灵芝，每亩补助 1500

元。 

3.加强名贵珍稀药材引种驯化。对业主引种灵芝（大棚椴木

法）、西红花、金线莲、桑黄等名贵药材 5 亩以上并纳入追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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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给予每亩补助 2000 元；对驯化千层塔、斑叶兰、山慈菇

等珍稀药材面积 2亩以上并纳入追溯体系的基地业主和农户，给

予每亩补助 2000元。 

4.鼓励规模化生产。鼓励“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

基地”等经营模式，推进药材种植标准化、规模化、规范化。对

业主投资种植中药材连片面积在 200 亩以上，并纳入追溯体系

的，每亩补助 600元。鼓励开展道地药材示范基地建设，经验收

合格，在享受其他补助的基础上上浮 20%。 

5.支持中药材社会化服务。对参加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中药材

基地业主或农户，自负部分给予 50%补助。推广中药材绿色发

展示范，对浙贝母等中药材标准化基地实行统防统治，商品有

机肥替代的服务主体给予统防统治每亩补助 200 元，有机肥每吨

补助 300元。 

（二）支持品质管理提升 

6.鼓励发展中药材初加工共享车间。实行无硫加工，对纳入

追溯体系的中药材初加工共享服务点新购置 10 万元/台（套）以

上中药材初加工机械，按设备购置价补助 30%，最高补助 20 万

元。对新建符合中药饮片生产标准的中药材初加工共享车间设

备投资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给予设备投资额 20%的补助；对

取得中药材中药饮片一体化加工许可并正常运行的共享车间，

给予每年不超过 60万元的补助。 

7.建立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鼓励中药材生产、加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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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加入县中药材质量追溯系统，对加入的主体自主开展追溯

系统研发并投入使用的，补助研发经费的 20%。对纳入追溯管

理的中药材生产、加工、经营主体，其数据采集设备按投入额

的 80%予以补助，保持正常运营的每年补助 4000 元。鼓励县内

医疗机构采购我县药企生产的中药饮片，原则上不少于中药饮

片采购总额的 30%。 

8.加强中药材检验检测。对获得省级机构认证的奖励 50 万

元，获得国家级机构认证的奖励 100万元。同一主体获得不同级

别认证的，按照就高原则奖励。鼓励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中药

材检测服务，每年为磐安提供检测服务 2000 批次以上且年检测

费达 100 万元以上的奖励 20 万元。江南药镇中药产业从业者质

量联盟成员委托相关检测机构检测重点品种、项目，补贴检测

收费标准的 10%；列入质量追溯体系的，补贴检测收费标准的

30%。 

9.加强中药品牌建设。充分发挥江南药镇中药产业从业者质

量联盟作用，加强“磐五味”等中药材区域公用品牌宣传，质量联

盟成员单位经审批在一定时间内可免费使用“磐五味”“质量联

盟”“磐安药膳”等公用品牌。支持企业主体创牌，当年获得“中国

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浙江老字号”称号以及“品字标”浙江制

造品牌认证的中医药类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30 万元、10 万

元、30 万元的奖励。药博会、“磐五味” “质量联盟”“磐安药膳”

的品牌营销、市场开发经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在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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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支。招引国内外中医药健康会议、学术活动、论坛在磐安

举办，经审定，给予牵头单位举办经费 10%—60%的补助。 

10.加强标准制定。对主持制定、修定《中国药典》标准、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等法定标准的，分别奖励 80万元、40

万元。主持制、修定中药材国际标准、国家行业（团体）标

准、省级行业（团体）标准并颁布实施的，分别奖励 80万元、

40万元、20 万元。开展道地药材标准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给予最

高不超过 50 万的奖励，修定的减半奖励。 

11.构建现代中药物流体系。加快中医药商贸仓储物流升

级，进一步加强市场改造提升，推进中药材仓储设施、物流体

系建设，支持浙八味特产市场提“星”。对成功创建五星级市场的

投资主体，给予 50万元奖励。对新建 3000 平方米以上共享仓储

（不含冷库），给予设备投资额 20%补助。对新建 2000 立方米

以上共享保鲜冷库的，补助 80 元/立方米。共享仓储（冷库）对

外共享不少于三年。 

（三）支持科技创新引领 

12.培育中药科技企业。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级工业企业

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每家分别奖励 100 万元、30 万元、

5 万元。新组建的国家、省、市级企业科技研发中心，分别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新认定的国家、省、市、县级创新

型企业，分别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5 万元、2 万元。新认定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20 万元；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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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奖励 10 万元。新认定的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奖励 2 万

元。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级专利示范企业，分别奖励 15 万

元、10万元、5万元。 

13.支持中医药科研平台建设。鼓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国家和省级学（协）会在我县设立工作机构。支持浙江省中医

药研究院磐安分院、浙江省中药研究所磐安分所、金华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磐安分院等分院分所的科研工作，经考核合格的，

每年补助运行经费 10 万元，工作成效显著的，另行奖励。对获

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的建站资助；对年度绩效考核优秀的给予 20 万元

奖励，合格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对建立国家级、省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的，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的建站补助，每位进站博士

后给予每年 2万元补助，对列入县级科技计划并通过验收的，重

大项目补助 20万元，重点项目补助 10万元，一般项目补助 3万

元。鼓励医疗机构创建中医药类重点学科，首次创评通过的国

家级、省级、市级重点学科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10 万

元建科资助。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纳入特

设岗位管理。特设岗位不受事业单位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

构比例的限制。 

14.加强中医药科普工作。建立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浙江省中药材种质资源圃”“大盘山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繁育驯化

基地”“国药文化城”等一批中医药科普基地，组织开展中医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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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学校、进社区等科普宣传活动，开展中医药科普教材编

撰，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科普基地和相关科普工作。 

15.加大对中药科技项目的支持。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开

展中药产业相关科研和科技成果转化。重点支持道地药材品种

保护、质量管控、道地性评价、新产品开发、新工艺、新技术

开发等科研和成果推广应用。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以技术转

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

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 70%的部分用于奖励；以职务科技

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从作价投资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

例中提取不低于 70%的部分用于奖励。对公益性科研单位承担

的中药科技项目，经立项批准，科研经费予以全额补助。对经

审核确认年研发投入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按投入额给予 3%的

奖励。列入省技术创新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产品计划的，每项

奖励 2万元。省级新技术新产品通过鉴定，每项奖励 8万元。获

得国家、省级科技奖的，按 1:1、1:0.5 配套奖励本县第一、第二

完成单位。对本县选育的中药材新品种或良种通过国家、省级

认定的，每个品种奖励 10万元、5万元。 

16.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围绕中医药健康产业，每年制定发

布紧缺人才目录。结合岗位需求，制定年度定向和委培计划，

选送委托高校培养，学习期间每人每年最高可补助 2万元。加强

中医药相关领域人才招引，开展院校合作，对建立合作关系的

中医药院校学生来磐企业实习的，每月给予生活补助 200 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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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首次引进的中医药类专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博士、硕士、本

科高校毕业生，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1年以上的，每人每年可

享受“人才保障金”1.2 万元、7200 元、3600 元，服务期满 5 年一

次性补助到位。建立校企合作共同体和校企合作单位确认、公

示制度，安排校企合作专项经费，用于县职教中心中药专业实

训基地建设、委培生补助和兼职师资建设等。与我县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中医药类职业院校，在磐开办全日制教学班的，给

予学员每人每年不超过 3000元补贴。 

（四）支持主体培育壮大 

17.支持中医药企业创办。对新建固定资产投资 1 亿元

（含）以上且完成设备投入 2000 万元以上、投资强度达到省定

标准且在土地出让合同建设期限内完成建设的竣工投产或部分

投产的中医药健康（生物医药）工业项目，按生产性设备实际

投入额的 10%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对在磐安县境内注

册登记，且项目经有关部门备案登记或核准的设备投资 100 万元

以上中药材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或市级重点技改项目的按 15%

标准补助，省级以上重点技改项目的按 20%补助。对药品生产

企业当年通过药品生产许可并投入生产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通过复审的减半奖励；对首次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中

药材、中药饮片批发企业，奖励 10 万元。鼓励医疗机构申报医

疗机构制剂许可证，首次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奖励 20 万

元；在我县创办中医药类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在新城区范围



- 9 - 
 

内租用过渡性厂房、仓库或办公用房的，按 3 元/月/平方米给予

３年租金补贴。 

18.支持总部经济发展。鼓励企业通过资本运营、兼并重

组、增资扩产等方式做强做大总部企业，被认定为总部企业的

当年按企业地方综合贡献额的 50%给予奖励；次年按同口径环

比增长幅度再给予奖励，增长 10－15%（含）部分按地方综合

贡献额 80%给予奖励，增长 15－25%部分按地方综合贡献额

90%给予奖励，增长 25%以上部分按地方综合贡献额 100%给予

奖励，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亿元。对中医药类新办企业自投产

当年起三年内按地方综合贡献额的 50%给予奖励。鼓励中医药

企业上市挂牌，拟上市企业列入浙江证监局辅导时奖励 100 万

元，上市申报材料报证监会受理时奖励 150万元，成功上市后奖

励 200 万元，首发募集资金应当 80%以上投入县内企业。中医

药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奖

励 100 万元；在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成长板成功挂牌，奖励 30 万

元。 

19.鼓励新药研发。对完成药物临床前研究，获得临床研究

批件的，一次性奖励试验费用的 20%，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对完成药物临床试验的，一次性奖励实际临床试验费用的

20%，单个药物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药品生产企业开发新药，

当年获得国家 1 类、2 类、3 类、4 类（或 5 类、6 类)中药新药

证书或注册批件的，每件分别给予 500 万元、200 万元、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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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0万元奖励。 

20.开发中药系列产品。加强保健食品、药食同源产品、健

康产品、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等深加工产品开发。对通过

研发或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保健食品注册批文、备案文号并

在磐安投入生产的，分别给予每个品种 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对利用中药材开发化妆品取得特殊化妆品文号、普通化妆品备

案，并在磐安投入生产的，分别给予每个品种 10 万元、3 万元

的奖励；对利用中药材开发药膳、功能休闲食品、保健食品、

健康产品、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获得生产许可，且在磐

安投入生产，年度销售额达到 500 万元、1000万元、2000 万元

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10 万元、20万元，对单

家企业奖补最高不超过该企业当年地方综合贡献额。 

21.支持药膳产业发展。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药膳品牌打

造、市场开拓、技术培训等。经授权许可开办的“磐安药膳”门

店、连锁店（加盟店）、体验中心、配送中心等，经验收合格、

按规模给予 3 万元－50 万元补助。对磐安药膳产业推动成效明

显的单位或个人，另行奖励。 

22.鼓励中医药类产品进出口贸易。积极培育壮大外贸出口

主体，引导中医药企业扩大外贸出口，不断优化外贸出口结

构，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促进中医药类产品外贸出口稳定发

展。吸引以中草药为原料的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知名中医药类

产品进口，促进医药产业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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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完善市场信息监测预警平台。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完善市

场交易信息、风险预警、价格指数发布平台，为广大药农、药

商和药企提供市场信息服务。 

24.发展网上交易平台。鼓励经营主体构建第三方中药网上

信息和交易服务平台，对于新建电子商务平台，实际运营一年

以上，且平台入驻种植户、经营户 100 家以上，年平台交易额

3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平台方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开展国内电子商务销售，年度网络零售额达到 1000 万元

（含）以上的企业，给予 5 万元奖励；每增加 1000 万元，增加

2 万元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新入驻国内第三方

电商平台且当年网络零售额达 50 万元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万元。 

25.对中药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支持。江南药镇中药产业从业

者质量联盟成员用于中药产业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在通

过联盟确认或指定仓库确定仓单的前提下，连续支付利息不少

于 3 个月的，县财政给予利息额 50%的补助。贴息以上年度实

际发生的贷款和支付的利息为依据，一年一贴。对同一主体贷

款贴息最长期限为 3年。贴息资金单个主体一次贴息额最高不超

过 50 万元。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已与投资机构合作

或已有投资机构投资的我县中药创业投资企业，县产业引导基

金予以优先扶持。 

（五）支持三产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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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助推“中药+文体旅游”。对于新建中医药健康文化网站、

栏目或频道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号等新媒体账号主

体，宣传磐安中药产业为主的，给予平台方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的资金扶持；以磐安中药材产业为宣传重点的新媒体账号主体

实际运营一年以上，阅读量超过 5000万人次，给予 20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对成功开发中药文化创意产品并获得国家级、省级

行政部门颁发的荣誉称号的分别奖励 10 万元、5 万元。对中药

文化、特色疗法、中药材及制剂、中药炮炙等列入国家、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分别奖励 10 万元、5 万元。安

排专项资金支持以中医药为主题的体育活动。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支持“数字药园”等一二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建设，试行开展竞

争性立项。 

27.发展“中药+健康养生”。推进医养、康养的全面融合，鼓

励社会资本和确有专长的民间、民族医药人士到磐安兴办中医

预防保健服务机构、中医医疗机构、老字号国药馆等医药健康

产业，经审批同意在磐安注册并正常开展业务，租用经营、办

公用房的，按我县同类用房平均租金的 30%补助，期限３年，

最高不超过 20 元/平方米/月。鼓励和支持公立医院执业医师通

过增加执业注册点的方式到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服务；对

名中医馆落地我县正常经营，由正高级职称以上（含）中医专

家开展坐诊，每周不少于 1次，省级名中医坐诊每月不少于 2次

的，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老字号国药馆落地我县正常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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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加强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

获得国家级、省级基地认定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10 万元奖励，

对获得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全国森林康养基地、省级森林康养

基地分别奖励 10万元、5万元。 

三、附则 

项目管理办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

订。 

(1) 同一项目符合本意见多项奖补条件或县内其他有关政策

多项奖励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实施奖补。 

(2) 对科技含量高、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骨干龙头中药企

业或项目可以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方式奖补。 

(3) 文件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4) 文件中中药材补助仅限于当年种植品种； 

(5) 本意见执行时间暂定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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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磐安县委办公室                                       2020 年 8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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