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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堵点
◎ 记者 王丽颖 唐菁阳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 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

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8%， 导致的疾病

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以上， 是普遍影响我国

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

高的重要因素。 慢病防治对于保护我国人群健康、

减轻经济负担、促进社会发展及家庭和谐稳定，都

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达到慢性病防治效果 ， 全国人大代

表 、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建议 ，将更多国产创

新药纳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推动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 ， 加强创新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

应用 。 他建议 ，一方面 ，要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 。 另一方面 ，在基药遴选过程中 ，对于独

家药品 ， 要优先考虑纳入创新价值高 、 临床必

需、安全性优的创新药品。 基层医疗问题和乡村

卫生问题都与药物政策息息相关 ， 基药目录调

整有必要补充完善更多国产创新药 。 在基层药

品配备上 ，随着一线用药指南不断更新 ，基药目

录作为基层配备药品目录也应与时俱进 ， 基层

基本用药应不断补充完善 ，把更安全更有效 ，在

基层使用更方便 ， 老百姓能够承受的国产创新

药及时纳入基药目录 ， 有利于实实在在惠及百

姓，造福民生。

中药材是中药方剂与成药的原材料， 是中医

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是中

药材产业的发展趋势。 药材好，药才好。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及种植户在中

药材标准化种植上存在误区，以及部分药源基地

在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现象 。 全国人大代

表、 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菁建议，首

先 ，要强化标准应用指导基地建设 ，完善协作机

制，加大优质中药材基地建设；其次，全面发挥政

府对企业建设基地的引导与扶持作用，多措并举

帮助企业解决资金、技术需求；最后，鼓励企业进

行创新，对中医药企业科技创新项目给予资金和

政策支持。

近年来， 中医药发展受到越来越多政策的大

力支持，中医药也在非典治疗、防治甲流、新冠肺

炎治疗方、 航天医学中的心脏护理应用等重大卫

生事件上，呈现出优异的疗效。 然而，在坚持“中西

医并重 ”方面 ，财政预算安排远未达到 “并重 ”要

求，中医和西医的投入资助比例悬殊，限制了中医

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优势作用。

赵菁建议，一方面，要持续加大对中医药原创

引领性科技攻关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组织实施

“黄帝科学计划”， 使得生命健康技术和服务不受

制于人；同时，要加大新药审批制度改革，落实中

药“三结合”的审评体系，出台相关细则，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

癌症已成为我国人口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且疼痛往往伴随癌症患者的整个病程 ， 大约有

60％—80％的晚期癌症患者有疼痛症状， 其中 1/3
为重度疼痛，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属生活质量。

鉴于我国镇痛治疗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全国人大代表、人福医药集团董事长李杰建议：其

一，加速推进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11）中文版

的落地和全面使用， 将慢性癌性疼痛认定为独立

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中进行资源整合，建

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跨学科团队， 并对癌症患者的

疼痛问题开展全面评估和干预， 并通过药物和营

养治疗等手段， 进一步提升患者症状控制效果和

生活质量；其二，建立能够满足社区、居家患者用

药需求，并兼顾可及性、安全性的用药机制；其三，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对我国基

本药物目录收载的阿片类镇痛药的品种和剂型进

行优化调整；其四，加强患者及家属的癌痛治疗宣

传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二条第

三款只规定了药品专利期限补偿，没有对药品

出口作出明确的“出口豁免”特别规定，这有可

能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不加区分地实施专

利保护。 其产生的弊端主要是在专利权延长期

内，限制了我国制药企业制造、使用和销售以

出口为目的该品种的原料药、仿制药。

相比之下，印度等没有专利权延期制度的

国家，原料药、仿制药的制造、使用、销售不受

专利期限补偿制度的限制；欧盟各国执行“出

口豁免”规定，他们在专利补偿期内以出口为

目的的原料药、仿制药的制造、使用、销售也不

受专利期限补偿制度的约束。 所以，他们就会

比我国药企早五年抢占国际医药市场，这样就

直接导致我国制药企业退出约四分之三的国

际市场空间，这对于我国原料药出口和制剂出

口乃至整个国家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打击

无疑是致命的、毁灭性的，还会造成制药企业

外迁、医药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

基于以上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华海药业

总裁陈保华建议，在专利法第四十二条中增设

第四款“出口豁免”例外规定，即：在药品专利

权延长期内，以出口为目的或最终以出口为目

的的原料药和制剂的研发、制造、使用、销售、

许诺销售和进口等行为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陈保华认为，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不应

该将权利事实扩展到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不应该限制以出口为目的的正当商业行为；不

应该损害我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 我国制药

企业近 6000 家，既是国际原料药生产大国，也

是国际仿制药主要供应商， 但相对于欧美国

家，我国的化学药研发、生产起步比较晚，仿制

药国际市场占有率还不及印度，要实现“制药

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的梦想，必须着力完

善制度机制，以便更好发挥法律的引领保障作

用。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系列促进药物创

新研发的举措和指导原则，引导行业增强原始

创新能力，赢得国际市场竞争力。 但我国创新

药起步晚，在资源积累、要素集聚、人才储备等

方面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 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建

议，一方面，在进行国家药品监管制度顶层设计

时， 既要保证监管的科学性， 也要统筹民众利

益、产业发展；既鼓励创新，又正视我国制药产

业发展阶段和实际， 在规避低水平创新导致的

“内卷”，避免给低水平创新产品“保护”的同时，

对企业创新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指导和支持。

另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加强政策会商和

部际联动，综合性政策共同谋划，专门性政策

相互衔接， 密切配合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强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综合治理。

至于如何激发医药企业的创新活力，李燕

提到，可以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国家平台

上给予民营医药龙头企业单独申报通道，助力

企业创新发展。 在科技项目立项、评审过程中

提升企业专家比例，提升产业化应用科技创新

项目比例，探索建立重点科技型企业成果和科

研项目直报渠道，给真正具有创新实力和能力

的企业更多“阳光雨露”。

“当前生物医药产业正面临着投资大幅下

降这一突出问题，很多企业形容现在是生物医

药产业的资本寒冬，普遍信心不足，如果持续

下去，不少企业会因融不到新的投资而陷入资

金链断裂的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列明表示。

为此，他建议，一是要大力引导金融投资支持

生物医药产业过冬； 二是多措并举持续鼓励药企

自主创新；三是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

丁列明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

性，强化政策统筹和有效引导，让投资者敢于投资，

创新者敢于创新。 对于港股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

放宽港股通纳入标准，不再以入选恒生综合小型股

指数为前提，并将市值标准降至 10亿港元。

同时，支持生物医药企业通过 IPO、再融资

募集的资金投入新药研发、早期临床、优质药

品权益的战略合作或相关股权收购，合理放宽

审核要求，使其利用二级市场真正解决企业发

展所需资金。 支持龙头生物医药企业通过发股

购买资产等方式进行有效并购，适度提升国内

生物医药市场集中度， 增强企业营收规模、自

主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力。 鼓励地方政府设立

产业专项基金，与风险投资基金合作，共同支

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

“药渣排放和处理的问题，正成为制约中药

制药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 ” 全国人大代

表、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焦祺森表示。

为此，他建议，要结合中医药产业整体发

展规划，将中药渣的综合利用纳入国家中药产

业化发展规划中。 同时，逐步规范中医药行业

中药提取后药渣的堆放及运输、处理，以中药

渣科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 制定支持鼓励政

策，加强对中药药渣专业处理公司的引导和扶

持。

此外，焦祺森还提到，应进一步引导产生

中药渣的相关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的合作，

创建中药药渣资源化利用研发中心等药渣资

源化利用协同创新体，力争在中药药渣发酵食

品、饲料、有机肥料、植物生态培养基原料、生

物质燃料颗粒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

在如何科学规范定量地评价中成药临床

应用价值方面，焦祺森提出，一方面，需要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部委，以及各省市制订中医药科技

研发专项支持政策，重点支持中医药企业和医

疗机构、科研院所合作对市场、临床应用广泛

的已上市中成药名优品种，以及基于古代经典

名方、现代名老中医经验方研发的中药复方制

剂开展工艺技术、质量标准提升研究、临床价

值或临床综合评价研究，加快完善具有中医药

特色的中成药临床价值评估方法与框架体系。

另一方面，还要鼓励支持中成药名优品种

通过临床综合评价后申请首次中药保护品种

或再次保护，以及优先进入基药、医保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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