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130 种关键材料中 32%国内完

全空白，54%国内虽能生产但稳定性较

差，只有14%左右能完全自给。”近日，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泓在第六

届“创客中国”新材料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大赛启动仪式上透露。

新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

业，是制造强国及国防工业发展的关键

保障。面对我国在关键新材料研发领域

的严峻形势，政府、科研机构、新材料企

业应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助力关键新材

料领域的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

发挥政策引导支撑作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材料产业

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核心技术与专用

装备水平相对落后，关键材料保障能力

不足，新材料仍然是制约我国制造强国

建设的瓶颈。据李泓介绍，我国在高性

能航空发动机、大飞机、大型舰艇、尖端

武器、功率电子器件等涉及的关键新材

料长期缺乏。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材料

产业发展指南》等一系列促进新材料发

展的产业政策，旨在引导我国新材料产

业健康发展和优化布局。

新材料研发周期较长，资本风险较

高。现阶段，在关键新材料研发上，政府

应如何发挥引导和支撑作用？

作为第六届“创客中国”新材料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承办单位，中关村科

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何融峰表示，政府可牵头成立政策性产

业引导基金，为新材料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新材料产业。

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材料产业

处副处长李野川介绍，北京将在关键战

略材料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核心技

术，全面满足高精尖领域对新材料产品

的战略需求。目前，北京市经信局正在

研究制定北京新材料首批次应用补贴政

策，推动新材料的示范应用和产业化推

广。

何融峰表示，政府还可通过加强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新材料企业上市、

通过政府采购提供需求引导等方式，激

发新材料企业创新，在关键新材料技术

上实现突破。

协同创新共促产业发展

生产一部智能手机，需要几十种零

部件，上百颗芯片；生产一辆汽车，则需

要上万个零部件……可见，产业链供应

链至关重要。

“关键新材料‘卡脖子’问题，说的就

是新材料产业链存在的薄弱环节。”何融

峰认为，通过跨学科的融合创新、产业链

的协同创新及核心企业需求拉动创新等

协同创新方式，将对新材料产业发展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

“希望本届专题赛能够促进中小企

业协同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并以

赛事为载体，增强地方经济、产业创新活

力，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工业和

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主任付京波在大

赛启动仪式发言中，也表达了通过赛事

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共促产业发展的愿

望。

企业协同创新，产业链上的核心企

业起到关键作用。“核心企业最了解产业

链的薄弱环节在哪里，因此，核心企业需

求拉动创新对新材料产业发展就显得尤

为重要。”何融峰说。

在一个产业链发展中，核心材料决

定着整个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比如，在

手机生产制造中，芯片是核心材料；在液

晶显示设备中，显示材料是核心材料；在

新能源汽车行业，动力电池是核心材

料。未来，如何在产业链中发挥核心企

业的拉动创新作用，使产业的上中下游

企业协同创新，将成为促进新材料产业

发展的突破口。

业内专家表示，关键新材料行业间

的共同协作，集中力量攻克新材料领域

的核心短板问题，将对我国新材料产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重视产学研合作

新材料企业作为新材料市场的主

体，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发生

变局的环境下，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自主可控能力，解决“卡脖子”问题，确保

不“掉链子”？

何融峰认为，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与高校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针

对产业的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攻关，这是

企业突破新材料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

口。

一边掌握新材料领域的核心技术，

一边了解市场需求，高校研究机构和企

业的强强联合，形成合力，将产生技术创

新的火花。对此，深圳市华科创智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喻东旭深有体会，创办

企业前，他已在新材料行业积累了18年

的市场管理经验。

2014 年 9 月，喻东旭与香港科技大

学教授温维佳合伙创立华科创智，双方

各自发挥技术与市场优势，公司成立短

短不到 7 年，已掌握纳米银及 CPI 两项

核心技术，实现从纳米银墨水合成、涂

布、大规模工程应用、智慧终端的全产业

链布局。

“我和温教授两个人就像人的两只

手，一边是左手，一边是右手，只有协调

发挥合力作用，才能产生更大效力。”喻

东旭说，通过两人共同合作，既解决了纳

米银材料的底层技术问题，也解决了市

场化的应用问题。

何融峰还认为，企业除了加强产学

研合作外，也不能关起来门来搞创新。

不仅要重视基础研究，瞄准前沿技术，还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引入风险资本，为企

业发展提供资金动力。

33■ 编辑：李洋（010）68667266转256 E-mail：Liy@chih.org ■组版：沙欣

2021.8.9 星期一关关 注注

▶ 本报记者 刘琴

本报讯 可以抓起生鸡蛋黄而

不破裂的软体机器人，大型水利工程

所需的水泵控制阀，5G通信设备上的

新型连接器……近日在湖南长沙举行

的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成果展

上，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小巨人”、单

项冠军企业展示的新技术、新产品，有

的实现了进口替代，有的取得了技术

领先，吸引了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在同步开幕的全国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峰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徐晓兰表示，近年来，工业和

信息化部建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等优质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

目前已经培育了三批 4762 家“小巨

人”企业，带动各地培育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年年

初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

2021-2025年，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
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高质量发展，并通过支持部分国家

（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强化服务水平，聚集资金、人才和

技术等资源，带动1万家左右中小企

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此次高峰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湖南省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加快

提升中小企业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和创新发展水平，推动交流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此次论坛举办

地，湖南省支持推动中小企业坚持走

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产业链和供应链

稳定性、竞争力不断提升，该省已培

育五批共 130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70家企业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孙超

本报讯 （记者 李洋）8 月 4
日，随着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登陆深交所创业板，这个承载着

服务创新型成长型企业使命的板

块，迎来了上市公司数量达 1000 家

的重要时刻。

截至目前，创业板公司数量占A
股公司总数的 22.55% ，总市值为

13.55 万 亿 元 ，占 A 股 总 市 值 的

15.86%。创业板积极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占板块公司总数的比重

分别为59%、92%，其中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行业

的公司家数占比近 50%。创业板累

计股权融资金额合计超1万亿元，培

育出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

优质企业，努力构建促进创新资本形

成的生态体系。

去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

点注册制顺利落地、平稳运行。深交

所认真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

忍”方针和“四个敬畏、一个合力”要

求，坚持“开明、透明、廉明、严明”工

作思路，扎实推进“增量+存量”改革，

在创业板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等

领域同步实施注册制，推动完善市

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功

能。注册制后创业板新增上市公

司 171 家，累计 IPO 融资 1,301.48亿

元，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

站在新的起点，深交所将在中

国证监会统一领导下，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守“三创”

“四新”，把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创

新、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摆在最

突出位置，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改革方向，全力维护创业板注

册制高质量运行，激发市场主体创

新活力，助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

动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更好服务“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为促进科技、资本

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贡献力量。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达1000家

科技日报讯 近日，互联网医院

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协和医院

举办。会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

联网医院分会会长文俭表示，我国互

联网医院取得巨大成就，但总体还在

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

《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

指出，受益于 2018 年国家关于互联

网+医疗的准入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

催化，互联网医院审批加速，数量大幅

增加。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建

成互联网医院累计达1004家。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副处

长高勇透露，截至2021年6月，这一数

据增长到1600余家。互联网医院成为

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为优质资

源下沉和分级诊疗发挥重要作用。

“互联网医院进入了集中建设期，

如果不实行总量控制或规划控制，将

来每家医院都有互联网医院也是可能

的。”文俭称，“但是，建成的互联网医

院中存在闲置不用的现象，以及同质

化问题严重，即都在做预约挂号、医疗

咨询、复诊续方、开方售药等非医疗核

心业务。”

此外，互联互通建设也不理想。

现实中，各个互联网医院基本上各自

为政，数据不能共享、资源不能共用。

“一家互联网医院就是一个信息孤

岛。患者要找多少个医院的专家，就

需要下载多少个APP。”文俭直言。

针对上述互联网医院职能定位模

糊的问题，文俭提出，互联网医院应以

实体医院为依托，以公立医院为主体，

为打通医改的“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

辅助作用。各医院举办的互联网医院

应与实体医院的职能定位相一致，尤

其不能超越实体医院的职能。

多位专家强调，要加强对互联网

医院的监管。除了行业自我监管，还

要健全法律政策，强化社会监督。据

悉，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已起草

了互联网医院诊疗监管的相关文

件。 代小佩

国内互联网医院超1600家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

出，到 2030 年，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 5年生

存率提高 15%。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在

血液恶性肿瘤治疗领域的突破非常大，

但比照这个目标，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近日，在第五届百济神州血液肿瘤高峰

论坛上，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教授

马军等业界专家表示，如何在新时期开

启血液肿瘤治疗新篇章，是一个需要多

方联动的新课题。

探索血液肿瘤治疗新路子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包括白血病、淋

巴瘤及骨髓瘤等几大主要类型，是起源

于造血或淋巴系统的一大类恶性肿瘤

的统称。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转

化医学与新药研究中取得了快速进步。

马军表示，在国家制度创新的扶持

下，我国血液肿瘤领域的创新研究有了

突飞猛进的进步，国内血液肿瘤研究领

域正在接轨国际先进水平，更多本土创

新成果先后问世，正以更亲民的价格惠

及我国患者，这一局面令人欣喜。他同

时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医药创新强

国迈进的重要节点，更需要登高望远，

通过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实现

更高质量的发展。

“过去十年，我国创新生物医药产

业格局整体跃升，建立起体系化的自主

研发能力，从渐进式创新开始向‘首创

新药’发起冲击。但时至今日，医药创

新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次挑战，需

转变创新理念，通过体系性的建设，构

筑可持续的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百济

神州总裁吴晓滨表示。

“期待未来，各界专业力量能够紧

密合作，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实现

从量到质的转变飞跃。”马军说。

进一步加速创新成果转化

近年来，随着对疾病机制与生物靶

点研究的持续深入，血液恶性肿瘤在

“精准治疗”策略的探索中不断取得进

展。以白血病为例，近年来的治疗探索

取得重大进展，正在扭转过去主要依靠

化疗的传统方式。

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

院教授沈志祥表示：“中国患者群体相

比欧美在基因型、突变型和治疗等方面

有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在白血病等领

域的治疗探索中展开更多的针对中国

患者实际的研究，特别要依靠具有医学

研究创新能力的团队开展更多原创性

研究，针对领域的新挑战、新问题进行

具体研究。”

“急性髓系白血病在成人白血病患

者中约占70%，伴随疾病研究的深入，我

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新药和新

方案不断出现，重塑这一领域的治疗格

局。这也同时提示我们，要以全程管理

的理念来不断改善对于急性髓系白血

病的治疗策略。”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教授宋永平表示，“创新药物为临床

治疗攻坚带来了更多精锐‘武器’，将为

尚未完全满足治疗需求的患者群体实

现更长生存，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

如何从“跟跑”迈向“领跑”

2021-2030年，不仅是实现“健康中

国 2030”战略规划目标的关键阶段，同

时也是中国创新药物由“跟跑”迈向“领

跑”的关键十年，新靶点、新作用机制的

药物研发是未来抗癌新药研发的方向。

专家们表示，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

努力，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增长，

我国新药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将实现

新的历史转变，从“跟跑”向“并跑”和某

些方面“领跑”跨越。新药研发是个不

折不扣的“马拉松工程”，短则七八年，

长则超过 20年。在国家近 20年的大力

推动下，我国基础科研水平得到很大提

升，新药研发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发展

前景令人乐观。如何进一步完善新药

创新生态系统？

“实现中国创新药在未来十年接轨

国际先进水平，需要在我们的自主研发

体系中，进一步强化产业的协同创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朱军表示，“近

年来，国内血液肿瘤领域的临床研究进

展迅速，下一步要更加精耕细作，优化

资源配置，推动临床研究平台的可持续

发展，集中力量产出更多全球品质、‘同

类首创’的好药，提升我国创新医药产

业在全球的整体竞争力。”

“我国创新药进入市场，还在起步

发展的阶段，还需要政府扶持做大其适

应症。国家政策、医生的支持、企业自

己不断的努力、资本市场的助力等都是

必不可少的因素。”吴晓滨认为，这其

中，国家的政策支持尤其重要，比如说

创新药的定价，当它在小适应症有条件

批准的时候，不能一下子把价格完全打

到白菜价，打到地板价，一定要让它有

一定的成长空间。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生物制药发

展的黄金十年。为了加快国际化步伐，

百济神州通过数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

全面的内部研发和全球化发展实力。”

据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负责

人汪来透露，百济神州已经迈入新一波

研发浪潮，朝着 first-in-class全面进发。

目前在血液肿瘤领域，已在淋巴瘤、白

血病和骨髓瘤三大领域进行了全面的

布局，并建立了蛋白水解靶向嵌合分子、

双（多）特异性抗体、ADC等前沿新药技

术平台。

“小巨人”企业迸发大能量协同创新协同创新 助力关键新材料突围助力关键新材料突围

血液肿瘤治疗如何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 本报记者 张伟

近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正在展出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包括2600余幅图片和3500多件套文物实

物。图为“星光中国芯”数字多媒体芯片与长征2F火箭、“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深海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等模型和文物。 图片来源：中星微

位于湖南省株洲市中心医院

的集成式自动化核酸检测实验室

于近日投入运行。据了解，实验室

设置有试剂准备室、样本制备室、

核酸扩增室 3个主功能区，并配套

更衣室、消毒室、机电室等功能间，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安全性能高、

检测通量大等优势，检测通量日均

最高可达 1万份标本，混采时 1天
可完成 1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图

为在株洲市中心医院的集成式自

动化核酸检测实验室内，医护人员

模拟将核酸标本放入分杯处理系

统的设备内。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