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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是当今世界科技革命

与产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创新性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但不可

忽视的是，目前我国生物医药创新的动能和活力

依然不足，尤其是缺乏源头创新。中国医药创新

该如何跟国际接轨，甚至赶超世界？近日，国内

惟一针对全国生物医药园区发展与合作的国际

性年度盛会——2019 第三届中国生物医药园区

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济南高新区举行，来自生物

医药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投资家就这

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加强医药创新
技术和理念都要跟上

“医药创新一定要坚持协同创新。我国医药

行业其实存在很多技术壁垒，突破这些壁垒，除

了引进和研发先进技术之外，如何把更多先进的

人才、理念，以及管理机制引入进来，这是目前最

需要思考的问题。”百奥泰集团董事长梅晓丹表

示。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孙勇奎表示，国内在新

药研发方面的历史并不长，基础研发方面的历史

相对就更短了。因此，国内要加强新药研发，一

定要在基础研发方面下大功夫，高校、科研院所

要非常专注地做基础科学研究。

业内人士表示，其实中国目前还是名副其实

的仿制药大国，仿制药品种占95%以上。“根据现在

新药研发的路子，我们的创新要考虑的是跟着别

人走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走在前面，这其实是很

难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杜冠华

表示，要探索别人走过的路，找出其中的经验和规

律，仅做到这些不够的，还应该进行积累和整合的

创新。“我们中国不仅有优秀的人才，还有很好的

资源和传统医药，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将我们的特

点和优势发挥出来，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另外，还

要进行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意识创新。”

杜冠华认为，创新存在于每天的研究探索

中，甚至是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推进整体创新的发展。”

“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在快速向着高质量

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强引

导、人才不断得到培养、政策日渐完善，大大促进

了中国的新药研发。”孙勇奎表示。

据悉，为全面贯彻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

有关要求，围绕“创新、质量、效率、体系、能力”主

题，监管理念制度机制创新正加速推动。今年 4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启动实施中国药品监管

科学行动计划，并确定首批九个重点研究项目，

聚焦细胞和基因治疗、再生医学、药械组合等前

沿性交叉性产品，以及真实世界研究方法的应用

等，力争实现关键领域突破。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系列药

品监管政策的实施，都在倒逼医药企业转换功

能、创新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园区不断地

创新生态环境，赋能产业发展，真正适应我国现

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敢于面对新挑

战，为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做出应有的积极

贡献。”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会长邵明立表

示。

据悉，截至目前，我国共批准设立168个国家

高新区，其中90%布局有生物医药产业，将生物医

药产业作为重点或支柱产业发展的比重约占

50%，已形成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

地区为核心的区域产业集群，东北地区、中部地

区、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区域产业集群齐头并进的

良好发展局面。当前，我国的生物医药园区作为

医药健康产业的主要承载体正向协同创新、生态

构建、产城融合等方向健康发展。

参与国际竞争 加快产业升级

新药研发出来，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中国

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数据中心院长、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刘保延表示，即使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药物已经上市了，但这些药物在临床使

用中的作用怎样，还需要我们不断去发现和提

升。

“我国还是仿制药大国，那么，中国生产的药

物一致性评价如何？替代性作用是否明显？产

品获得批件之后，能否快速进入市场？中药注射

剂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这都是面临的非常尖锐

和苛刻的问题。”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陶秀梅表示。

“针对这种问题，我们要进行差异化发展。”

在陶秀梅看来，从企业和行业角度来讲，差异化

发展非常关键。中国医药压力巨大，纯靠新药和

进口药，国家的负担日益增重。“所以我们应该给

改良型新药一个机会。同时从政策监管，还有国

家宏观层面都还是应该鼓励从临床需求为导向

的创新药物的研发。”

陶秀梅认为，我国创新药物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

没有真正的载体和辅料，也没有精准的设备，工

业药剂学相对来讲发展较为薄弱。”

针对这些现象，陶秀梅建议从国家层面,构建

国际标准化的服务外包平台；推动形成真正为中

国本土企业服务的药学研发服务公司。

“目前的状况，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际形势

已经给创新制剂行业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

须积极高效地进行产业升级和产品换代。我们

要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当前中国医药

行业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陶秀梅表示。

药智网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李天泉认

为，一个创新药，必然是国际化的。“我们创新药

价值的体现，首先是在国内申报临床，做临床实

验再到国内批准，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去海外做

临床实验，包括取得国外巨头的购买和认可，以

及上市，才能体现出创新药的价值。”

虽然目前国内创新药物研发不足，但对其未

来的发展前景，业内人士都十分看好。齐鲁制药

药物研究院副院长赵树雍认为，未来十年，中国

的创新药物一定会有一部分可以达到世界领先

水准，迈入国际第一方队。

▶ 本报记者 崔彩凤报道

本报讯 “协同创新、智领未来”，聚集了全球医药健康领域

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的第 23 届北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

坛近日在北京举行。该论坛已成功举办 22 届，成为展示并发布北

京生命科学领域最新技术成果，推动北京生物医药企业走向世

界、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

今年的论坛对 2018 年 9 月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北京

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

以来的工作成效进行了集中展示。为进一步落实《行动计划》

的相关工作任务，论坛组织了 150 家重点企业召开《行动计划》

工作重点问题沟通对接会，邀请相关单位介绍在支持产业发展

方面的工作进展，加强对《行动计划》宣传，解答企业问题。此

外，论坛还设立了“基因编辑技术：‘剪’出新时代”“干细胞技

术与再生医学引领未来”等共计 10 场分组会，围绕生命科学前

沿、临床研究及转化、企业发展等主题，组织业内专家共话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

据介绍，今年的论坛呈现出许多新的亮点。一是视角全球

化，多维度阐述产业发展的现状。围绕全球药物创新趋势及布

局，跨国医药公司研发视角下的中国策略，新技术发展对医疗科

技的影响等主题，邀请德国费森尤斯卡比（Fresenius Kabi）集团首

席执行官 Mats Henriksson，美国工程院院士、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

院主席 John Gore 等全方位分析医药健康产业的现状。

二是紧跟产业前沿，紧跟前沿技术的临床及产业融合问题。

围绕基因技术、干细胞治疗组织专题讨论，加速技术落地与临床

转化；聚焦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为新兴业态的融合发展提供思

路。打破传统模式的桎梏，以新兴潜力技术为抓手，撬动产业升

级。

三是把握产业发展脉动，聚焦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

瞄准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搭建经验交流、互动沟通的分享平台，强

化产业服务的关键技术环节，解决制约医药健康产业创新的核心问

题，从创新研发、市场拓展、企业经营、投资管理等环节解决企业实

际困难，实现全链条精细化对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论坛集中展示和宣传了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阶

段性成果，全方位、多维度剖析产业现状，聚焦前沿领域，关注产

业发展，集聚产业创新主体，针对一系列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问

题进行研讨，为多方交流按下“加速键”。

北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由北京市科委、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

中心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局共同承办。会议邀请百名国

内外跨国医药企业高管、国内医药上市企业领袖、著名投资人和

知名学者到会演讲，参会人数达 500 人。 晁毓山

第三届中国生物医药园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济南高新区举行

业界纵论中国医药创新与国际接轨之路

北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聚焦产业前沿

本报讯 （记者 刘琴）2019 中

国（江阴）金属新材料产业创新论

坛近日在江阴高新区举行。论坛

开幕式上，江阴金属材料创新研究

院正式启用，四个入驻研究院项目

现场签约，新材料产业基金等揭

牌，标志着政产学研金合作创新进

一步深化，将为江阴、长三角乃至

全国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增添新动力。

金属新材料的创新创造是制

造业做强做尖的关键。无锡市委

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说，江

阴不仅集聚了以销售超千亿企业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中国工业大奖

得主法尔胜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行业领军企

业，更形成了产业链完整、创新链赋能、价值链

升值、市场链广泛的集群发展新优势，在我国

金属新材料产业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江

阴印记”。

江阴高新区是全国国家高新区中惟一一个

把特钢新材料及制品产业当作“一区一战略”

产业重点培育的高新区，2018 年完成产业产值

604 亿元，同比增长 19.3%；高标准轴承钢、超大

规格连铸圆管胚钢、超高强度耐久性桥梁缆索

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80%以上。

近年来，江阴高新区聚焦“具有国际影响

力、世界一流的特钢新材料产业基地和产业创

新中心”的发展定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完善资金链、集聚人才链，探索出了一条“政产

学研金合作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特

色发展道路。

据悉，江阴金属材料创新研究院致力于突

破江阴、长三角乃至全国金属材料共性技术难

点问题，促进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一批金属材料创新型项目现场签

约，汽车轻量化材料（差厚板）项目、高张力铜

合金超微丝项目、高品质合金锭坯的磁悬浮层

凝项目、超高强高韧铝合金项目签约入驻江阴

金属材料创新研究院。同时，研究院分别与岛

津、日本电子、HORIBA 等知名实验室签约共

建国际合作实验室。

产业是强支撑，创新是原动力，人才是点金

石，资本是云动力。江苏省海外人才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江阴特钢

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江阴鑫元国创新

材料产业基金在开幕式现场相继揭牌，金属新

材料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

对此，江阴市委常委，江阴高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兴华表示，设立江阴金

属材料创新研究院、新材料产业基金等，目的

就是要推动江阴高新区的金属新材料产业实现

转型蝶变，迈上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集约发展

的快车道，为全国金属新材料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高新”力量。

未来，江阴高新区将全力打造一流金属新

材料产业发展高地，向千亿级“中国高端特钢

新材料及制品产业基地”迈进；全力打造一流

金属新材料技术创新阵地，联合顶尖科研力量

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全力打造一流金属新

材料投资创业福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江

阴“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品牌注入新动能、作出

新示范。

江阴高新区全力打造
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新高地

▶ 国内要加强新药研发，

一定要在基础研发方面下大

功夫。

▶ 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将我

们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出来，

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另外，

还要进行理论创新、知识创

新、意识创新。

▶ 要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

争，这是当前中国医药行业

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2019科学·亚洲生物医药先进技术高峰论坛举行

王启迪/摄

本报讯 2019 北京国际学术交流季如期而至。作为北京国际

学术交流季活动主体之一，2019 科学·亚洲生物医药先进技术高

峰论坛近日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行。为期两天的论坛整

体规模达到 800 余人次，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的 20 余位生物医药领域顶尖科学家、科研学术专家、业内高管、著

名学术期刊编辑等学术界、产业界精英，阐释了在基因编辑、干细

胞技术、疾病建模、诊断与治疗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发现。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印春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创新资源丰

富，科技和人才优势突出，生物医药是北京大力发展和推进的重

要科学研究方向。目前，作为北京市重点发展的两大产业之一，

生物医药已成为产业链条最完善、技术平台最齐全、发展态势最

稳定的产业。其中，未来科学城西区正在推动沙河大学城科教融

合，特别是把目前所在的中关村生命园作为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的爆发点，打造“生物谷”。随着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全面推进，北京与各国的科技交流合作将更加频繁、更加深入，北

京愿意在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科技创新领域，与各国联合发起大

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化基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合作开

展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公共平台建设。希望借助“北京国际学

术交流季——科学·亚洲医药先进技术高峰论坛”这一平台，聚集

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科学家，围绕生物医药科技学术前沿和未来

发展挑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全球生物医药科技的发

展。

北京国际学术交流季是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由北京市科委

自 2018 年起策划组织的高端品牌系列学术交流活动。该活动遵

循“聚焦学术研究，聚集全球顶尖科学家，深层次多角度研讨”的

原则，在基础前沿领域为国际科技界的广泛交流搭建平台，助力

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此次论坛在北京市

科委的指导下，由美国科学杂志主办，充分发挥了《科学》杂志的

品牌优势、高端学术资源和丰富的国际推广渠道优势，营造了良

好的国际学术氛围。 晁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