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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专家学者共话创新生物药发展——

要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创新生物药研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
前期研究到临床试验，再到最终获批上市，这其
中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议题。昨日下午，在2023
中国（厦门）生物药产业大会分会场，来自“产学
研管投”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创新生物药
的研发与产业化、法规与监管以及临床与药物评
价等产业链上下游细分话题，聚焦重组蛋白、抗
体、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药前沿领域，分享学
术成果，剖析技术趋势，洞察产业未来。

【话趋势】
既要“补短板”，也要“拓长板”
重组人胰岛素、重组人血清白蛋白、重组人

干扰素……这些都是重组蛋白药物。作为生物
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组蛋白药物有着广泛的应
用，且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创新生物药研发会
场，重组蛋白药物成为嘉宾们关注的焦点。

厦企特宝生物一直专注于重组蛋白质药物
及其长效化修饰领域。作为中国聚乙二醇蛋白
质长效药物领域的领军企业，特宝生物自主研发
了全球首支40kD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注射液
派格宾。活动上，特宝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孙黎
分享了重组蛋白药物的开发趋势。他指出，重组
蛋白药物的研发既要“补短板”也要“拓长板”，同
时聚焦疾病改善、围绕临床需要抓创新。

临床试验是新药研发的重要一环。如何提
高创新药临床试验的效率和质量？在临床设计
专场，来自我国多家知名医院的院长、药剂科负
责人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分享了他们对创新生物
药临床研究的思考。多位专家表示，要高度重视
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谈发展】
注重基础科研，提高生产规模
不少嘉宾指出，随着国家对生物医药领域政

策支持、创新投入的不断加大，我国创新生物药
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关
键技术有待突破。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分子药物（即
生物药）的差距依然明显。包括原创性药物数量
较少，专利转化效率较低，工程技术人才稀缺
等。”大分子药物与规模化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
首席科学家郭亚军说，需进一步提高大分子药物
工艺设备数量以及装备生产能力，“更高的生产
规模意味着更高的市场供应能力、更高的生产效
率、更经济的生产成本。”

嘉宾们普遍认为，生物药从业者要坚持以
“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引领
研发创新，尤其要注重基础科研，加快实现生物
医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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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物医药产业，探索生
命健康密码，挖掘发展新动能。
历经三年筹备，昨日，由厦门市
政府和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
精心策划、共同主办的“2023中
国（厦门）生物药产业大会”在厦
门佰翔会展中心举行，国内外顶
尖科学家、高校院所专家、三甲
综合医院院长及首席临床专家、
知名生物制药及供应链企业负
责人等齐聚一堂，围绕“构建产
业生态圈，促进高质量发展”主
题，把脉生物药产业现状及趋
势，共启大健康发展新征程。副
市长廖华生出席。

大会同时举行中国生化制
药工业协会重组药物分会揭牌
仪式，为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
会“年度生物药产业突出贡献
奖”颁奖。三位获奖者分别是
侯云德院士、沈倍奋院士、赵铠
院士，他们分别在我国重组蛋
白药物、抗体药物、疫苗领域作
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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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年的潜心培育，厦门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不断壮大，2019年入选国家首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连续三年入选国务
院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真抓
实干、成效显著地方督查激励名单。

多年来，厦门不遗余力营造生物医药产
业良好生态环境，高标准建设专业化产业园
区和研发创新平台，支持建设国家传染病诊
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13个国
家级研发创新平台，布局建设生物安全三级
实验室、生物材料特殊物品出入境公共服务

平台等产业支撑平台，全面推进福建省生物
制品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
平台，去年发布的“2021年国家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排行榜”中，厦门生物医药港位列综
合竞争力榜单第10名。

“此次大会在厦门召开，充分体现了厦
门对生物医药的高度重视。”中国生物技术
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建忠在致辞中特别指出，
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彰显厦门自主创新能
力的标杆性产业，发展迅速，尤其在差异化、
特色化发展方面，取得不错成效。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建忠：

新药创制
呈集聚发展态势

新药创制已成为当前和未来国际科技竞
争最为激烈的战略制高点。生物技术快速发
展，与信息、材料和先进制造等领域交叉融合
日益加深，新的热点和技术突破层出不穷。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新药创制
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已经呈现集聚发展
的态势。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面临着源头创新不足、研靶点以追随为主、
基础研究应用转化匮乏、关键核心技术存在
差距、产业整体水平相对滞后及研发投入较
低等一系列制约因素，需要我国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会长汪云：

加强人才储备
提升核心竞争力

生物药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呈
现出龙头企业优势突出、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的格局。要实现生物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就
要加强人才培养，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
题、开拓融资渠道解决研发资金投入少的问
题，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企业核心
竞争力。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事关社会全面发展
与进步。生物制药行业要在健康中国战略
实施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不断促进行业的
科技进步与繁荣发展，促进生物制药企业的
成长和提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

加大产业生态建设
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题为《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建设的思
考》的主旨报告中，李校堃院士指出，生物医
药产业生态建设非常重要，他以波士顿、德
州、新加坡、温州等地为例，介绍了不同的生
物医药产业生态建设模式。他表示，国内生
物医药产业链正向区域整合和纵深发展转
变，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特色鲜明，基础
坚实，且有大学、科研机构及医院支撑。未
来要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加大力气建
设产业生态，持之以恒地把生物医药产业链
条建设起来，培育“基础/应用研究-中试生
产-转化-制造-流通”全流程链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赵国屏

强化人才培育
推动技术产业化

在题为《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创
新》的主旨报告中，赵国屏院士聚焦合成生
物学与生物技术历史回顾，合成生物学赋能
生物医药、服务社会，合成生物学的明天等
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合成生物学。他指
出，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合成生物学的
主要问题是我们的预测能力不足，我国发展
合成生物学，要持续加强研究开发体系和能
力，建设综合治理与科学传播体系，强化教
育与人才培养，推动技术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林圣彩

分享药物研发
实验方法

林圣彩院士带来题为《基于辟谷感知通
路的药物研发》的主旨报告。他介绍了“什
么是葡萄糖”“细胞代谢稳态-平衡”等概
念，重点阐释了糖酵解酶的新功能——调控
AMPK的葡萄糖感受器，还分享了二甲双胍
的分子靶点以及导向溶酶体的途径、激活
AMPK的具体方式。他将实验法称作“暴力
破解法”，即把筛选出的结果逐一进行分析
和验证，通过不懈研究和层层筛选，最终找
到了名为PEN2的蛋白，能够介导二甲双胍
对AMPK的激活。

防治重大慢性疾病、重大传染病和新发
突发传染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等都
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其共同的解决
途径之一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
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新的增长引擎。此次
大会力争打造一个汇聚“产、学、研、用、管、
投”，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务实合作的平
台，通过成果经验交流和合作，为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活力。

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会长汪云表示，
此次大会是在构建新格局，全面提升生物药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召开的，旨在为参
会企业、专家、学者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为企业转型、市场新领域开拓提供智力支持。

“这是生物药行业的一次盛会，高效促
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温
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指出，大会围绕抗
体、疫苗、分子诊断、重组蛋白药物等专题，
在“创新与注册”“工艺与产业链”“质量与体
系”“安全与评价”等生物药产业发展关键环
节，开展思维碰撞、话题研讨、前沿技术分
享，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此次大会，主办方同期举办线下成果展
览，让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同台共舞。会场
内各种观点相互碰撞，会场外项目洽谈、合作
交流高效且接地气。开幕式后，主办方邀请
与会嘉宾走进展会现场，供需对接热潮涌动。

展会划分多个专业展区，120多家生物
药龙头企业及生物药供应链企业参展，涵盖
了重组蛋白、抗体、重组疫苗的研发、产业
化、政策法规、临床研究等领域。参展企业
不仅有我市的特宝生物、万泰沧海、宝太生
物、赛诺邦格等行业内的“实力健将”，还有
丹纳赫、赛默飞、安捷伦、梅特勒等国际知名
企业，国药中生、三生制药、甘李药业、乐纯
生物、创志科技、汉邦科技、四星玻璃等国内
生物制药及国产替代供应链龙头企业，全方
位展示出国内外生物药产业最新技术、科研
成就。

机械手旋转自如，取样、放管、检测等一
站式自动化搞定，来自厦门鲎生科的“内毒

素检测大师”，吸引了多家专业检测机构的
关注、咨询。巡展期间，针对多位院士、科研
机构等观展嘉宾关心的鲎资源问题，厦门鲎
生科董事长吴尚毅信心十足地表示，经过多
年苦心钻研，目前企业实现了内毒素检测可
持续发展的重大突破，既保护了天然鲎资
源，又解决了鲎试剂替代的解决方案。目
前，他们的智能化全自动检测机器人已进入
全球药品、临床、生命科学研究市场。

八宝丹、六味地黄丸等都来自厦门中药
厂，在厦门展馆内看到这些家常必备药，不
少人惊讶表示：“原来这些药出自厦门啊！”
观展期间，李校堃院士等鼓励厦门中药厂主
动对接国家级科研机构，利用现代化技术，
进一步挖掘、开拓八宝丹等传统药物的功效
和作用。除了龙头企业，厦门展区还重点展
示生物医药产业专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
等，各地嘉宾纷纷为厦门生物产业的发展优
势点赞。

不仅厦门企业，参展的外地企业也对展
会充满期待。“这是一次行业聚会，展会上不
仅有我们的供应商，还有我们的客户。”东富
龙科技集团市场总监郭尚旭告诉记者，特宝
生物、万泰等都是他们合作多年的客户了。
他说，线上有不少很好的头部生物药企业，
通过展会，必将激发更多潜在需求。

“以前东南市场我们开拓得不够，通过
这次大会和现场设置的展会，不仅了解到厦

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优势，更有利于我们
开拓全国市场。”沧州四星玻璃董事长王焕
一深有感触地说。他期待厦门能够发挥产
业带动作用，多举办这样的高规格、极具含
金量的盛会。

展会上，不少业内人士纷纷表示，生物
医药产业潜能巨大，构建良好的发展生态，
有助于更好地释放活力，这正是大会、展会
发挥的作用。

营造良好生态
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创新打造平台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龙头企业挂帅
120多家生物药企业参展

头部企业齐聚
激发更多潜在需求

20232023中国中国（（厦门厦门））
生物药产业大会举行生物药产业大会举行，，国国
内外顶尖科学家内外顶尖科学家、、高校院高校院
所专家所专家、、三甲综合医院院三甲综合医院院
长及首席临床专家长及首席临床专家、、知名知名
生物制药及供应链企业生物制药及供应链企业
负责人等齐聚一堂负责人等齐聚一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奇辉张奇辉 摄摄））

线下成果展览划分多个专业展区线下成果展览划分多个专业展区，，120120多家生物药龙头多家生物药龙头
企业及生物药供应链企业参展企业及生物药供应链企业参展。（。（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重组药物分会揭牌。
（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展会上客商热络交流。（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高规格
大会力争打造一个汇聚

“产、学、研、用、管、投”，全产业
链、全生命周期务实合作的平
台，通过成果经验交流和合作，
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力、新活力。

实力强
成果展览会划分多个专业

展区，120多家生物药龙头企业
及生物药全供应链企业参展，涵
盖了重组蛋白、抗体、重组疫苗
的研发、产业化、政策法规、临床
研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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