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广东省优质化妆品（粤妆甄品）名单

序号 产品名称 申报主体

1 丸美重组胶原蛋白次抛精华液 广州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伊贝诗二裂酵母海藻发酵精华水 深圳市伊贝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3 袋鼠妈妈舒纹橄榄精华油 广州爱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肌肤未来美白焕亮精华液 广州肌肤未来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5 轻音乐玻尿酸保湿蚕丝面膜 广州柔伊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6 FRANIC法兰琳卡芦荟胶（凝缩精华型）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萃雅菁颜眼霜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8 完美日记剔透柔雾控油散粉 广州逸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 HBN视黄醇紧塑赋活晚霜 深圳市护家科技有限公司

10 创尔美胶原多效修护面膜 广州创尔美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 Opal澳宝一分钟焗油（经典护理）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12 伊斯佳水玲珑新活水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滋源无患子保湿滋养洗头水(中干性)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丸美视黄醇紧致淡纹眼霜 广州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萃雅菁颜精华乳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16 溪木源山茶花舒敏修护精华乳 诺德溯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 温碧泉润透保湿精华水 广州市巧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18 谷雨光感美白修护精华霜 广州梵之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19 KONO轻盈控油洗发水 广州慕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完美日记恣意出色丝绒细管口红 广州逸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1 希川科颜壬二酸祛痘精华霜 深圳市希川皮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2 植雅柔亮洗发露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23 HBNα-熊果素莹亮精萃水 深圳市护家科技有限公司

24 美肤宝美白隔离防晒霜SPF50+PA+++（淡斑型）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HBN视黄醇眼部新生精华液 深圳市护家科技有限公司

26 水密码双肽淡纹紧致精华霜 广州市科能化妆品科研有限公司

27 谷雨光感滢润修护精华露 广州梵之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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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 通讯员
粤药监报道 11月 21日，为深入推进

全省药品监管综合改革工作，促进药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省药品监管

局在广州黄埔召开 2023年广东省药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近三年广东药

品产业实现了高速增长，产业总体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截至目前，全省

“两品一械”获证生产经营企业约 25
万家，位居全国第一；药品、医疗器械

上市企业 57 家，化妆品上市企业 4
家，总量位居全国第一。“两品一械”

注册备案产品约 94 万个，位居全国

第一；生产流通总额达万亿规模。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光明出席会议并为 2022年综合

改革优秀项目颁发证书。

会上，广东省药品监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江效东进行了“探索推进药

品监管现代化广东路径，打造有

利于药品安全及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监管生态”主题报告。他表

示，自2020年开始省药品监管局

组织全省系统立项实施了一系

列保安全、拓服务、强支撑、创示

范、推共治、促发展的改革项目

共 247 项，改革已成为推动广东

药品监管工作的综合抓手。

会上，药监局各分管局领导还

围绕大会主题向广大企业深度解

读了药品监管及促产业发展的优

企、便企、惠企政策。会议表彰了

2022 年药品监管综合改革十大优

秀项目，发布了2023年度广东省优

质化妆品“粤妆甄品”的获评名单。

广东“两品一械”生产企业、备案产品数量均为全国第一

2023年广东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2022年药品监管综合改革十大优秀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出台广东省检验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21-2025） 省局法规和科技处

2 优化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审评审批流程 省局行政许可处

3 建立各类药品生产监督检查及执法检查的衔接融合机制 省局药品监管一处

4 完善现代药品流通体系，推进药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 省局药品监管二处

5 打造广东省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提升新模式 省局化妆品监管处

6 完善广东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省局执法监督处

7 构建生物医药聚集区药品监管技术服务平台 广州黄埔区市场监管局

8 深圳市处方药销售管理及监管创新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

9 探索构建零售药店“智能随机+一次通查”融合监管模式 佛山市市场监管局

10 数字赋能，提升化妆品备案审核质量 中山市市场监管局

用好15个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
高标准打造县域特色产业园区

广东是我国经济总量第一大省，但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县域产业项目“散小

弱”，县域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

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赵正权率先抛出

问题：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和促进各

地进一步立足县域实际有效培育县域产

业？省发展改革委主任艾学峰应询表

示，产业是广东县域经济最突出的短板，

做大做强县域产业是实施好“百千万工

程”的首要任务。他说，接下来广东将抓

好产业有序转移和特色产业培育，“今年

省里已经专门下达 42.5 亿元注入资本

金、安排1万亩用地指标支持15个（产业

有序转移）主平台启动建设，未来还将继

续支持。”另一方面，突出抓好县域特色

优势产业培育，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激

励，支持各县（市）立足特色、发挥优势，

聚焦细分领域，在食品加工、海洋产业、

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1-2个特色产业集

群，推动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如何推动县域承接产业有序转移，

加快形成县域产业集群？”赵正权补充提

问。艾学峰回应说，广东将突出特色发

展，支持指导各县（市）立足自身禀赋优

势明晰产业定位，聚焦细分领域抓好产

业项目的谋划、招引、培育，打造符合主

体功能定位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重点推

动不适于在珠三角地区发展的细分领域

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到县域布局发展，打

造一批特色县、专业镇。”另外，集中资源

抓好 15 个主平台和县域特色产业园区

建设，打造高标准产业承接载体。

研究专项资金纳入专户管理
资金全部直达县（市）基层

那么，如何进一步加大对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百千万工程”实施的财政保障

力度？对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汪一洋提

出的问题，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回应，

“省财政厅高度重视‘百千万工程’，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共投入 1490 亿元支持

‘百千万工程’，其中超过 70%的资金投

向粤东西北地区，全力推动补齐短板，把

短板变为潜力板。”他表示，接下来省财

政将结合2024年预算编制工作，及时调

整到期政策或已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资

金，对现有专项资金进行合理归并，腾出

额度整合设立“百千万工程”专项资金，

精准聚焦重点任务保障。

在资金使用方面，戴运龙提到，一方

面将坚持分类施策，进一步提高年初预

算到位率，聚焦补短板和差异化支持，引

导各地走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之路。另

一方面坚持多元投入，充分吸引各类社

会资金、资本投入，继续推行“补改投”试

点，更多采取竞争性评审项目，更多采取

以奖代补方式安排资金，提升资金的使

用效益。

围绕如何加强监管，戴运龙表示，省

财政厅正在研究将“百千万工程”重点任

务保障专项资金纳入专户管理，单独调

拨库款，资金全部直达县（市）基层，依托

“数字财政”系统开展全流程、全链条跟

踪监督。研究出台加强“百千万工程”资

金监管的规定，明确执纪问责要求，确保

专款专用，保障资金安全。

安排不少于10%的指标
用于保障乡村振兴新增建设用地需求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建飚关注的是

用地计划指标短缺问题，他提问省自然

资源厅，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保障力度，支撑保障县

域产业和发展用地需求。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胡建斌回应，当

前省级层面对用地指标总体保障是有力

的，“今年广东向国家争取分配我省基础

指标 5.86万亩，预安排市级计划指标数

量从 2022 年的 2.5 万亩大幅提升至 9.3

万亩。同时，今年安排 1万亩省指标专

项支持粤东西北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

台基础设施建设。”

他说，接下来省自然资源厅将加大

对用地指标的统筹力度，强化对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等调控监管，坚持“要素跟着

项目走”，保障省级下达的各类专项指标

能够使用在县、产出在县，落实土地要素

直达到县（市）。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先

进制造业、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民生设

施等用地需求持续应保尽保，精准高效

保障县镇村发展用地需求。

与此同时，指导各地通过“争、挣、

腾、买、挪”等多种途径保障项目用地计

划指标需求。一方面，支持57个县（市）

实施“自己挣自己用”、通过实施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增加耕地以及推进节约集约

用地等途径获取省级用地指标奖励；另

一方面，指导涉农市、县落实指标倾斜

保障，安排不少于 10%的计划指标用于

保障乡村振兴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优先

保障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

项目。“我们还超前谋划未来指标安排，

在 2024 年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安排中，

研究继续加大对‘百千万工程’的支持

力度，保障有关县（市）用地指标需求。”

胡建斌说。

11月21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就省政府关于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应询时表示，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共投入1490亿元支持“百千万工程”，其中
超过70%的资金投向粤东西北地区，全力推动补齐短板，把短板变为潜力板。 ■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1490亿元支持“百千万工程”
安排不少于10%的指标用于保障乡村振兴用地需求

广东财政今年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