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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国产新药，倾注几多心血？上海张
江科学城创业者陈力团队历时 10年研发，向
监管部门递交了 148盒、1200余册、36万多页
药品上市申请材料，装满了一个标准集装箱。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完成如此艰巨的
研发工作，无需自建任何实验室。从张江科
学城一间车库起步创办企业，陈力依托张江
科学城开放创新生态中的共享实验仪器、共
享样本数据、共享科研人才、共享生产车间，
研制出一款全球首创的糖尿病口服新药。
今年 9月 30日，这款新药被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认定为 1类创新药并批准上市。

受益于张江科学城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的，不只陈力团队。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的《2021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我国去
年审评通过 47个创新药，其中 7个出自上海
张江。

张江科学城是上海科技创新的核心区
和国家级科技高地。其前身张江高科技园
区，于 1992 年 7 月开园。2016 年 2 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复同意建设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2018年 5月，张江高科技
园区更名为张江科学城。目前，在这片规划
总面积约 9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 2.3
万余家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800 余家，
初步形成了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为重点的主导产业，创新资源持续汇聚，
创新实力不断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一直
关心着张江科学城的发展。2018 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张江科学城考察调研时强
调，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
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
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作出部署，要求“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翻
阅《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发展“十四五”规划》，

“努力建设共治共享的创新生态共同体”“营
造强化策源功能的国际一流创新创业生态”

“积极协调区域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
科研仪器、科技文献及数据库等开放共享”，
醒目在列。截至今年 9 月底，上海市已有
19438 台（套）单价 3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
实现开放共享，总价值 252.1亿元。

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
力，张江科学城 2021年总营收首次突破 1万
亿元。在全党全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热潮中，记者走进这片活力四射的创
业热土，感受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的张江实
践，聆听逐梦圆梦的奋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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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实验仪器
“不必自建实验平台，无需购买

仪器设备，只要一个点子就能拎包创
业，中小企业也能用上大科学装置”

一道道电子束竞相迸发，疾驰在上海光源科

学中心 432 米长的环形隧道中，瞬间释放出亮度

高于 X 光机数亿倍的同步辐射光，令科学家有了

能辨清头发丝直径万分之一的“火眼金睛”。走

进这座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试验线站里活跃着来

自五湖四海的研发团队，华领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力便是其中一员。

“过去解析一个蛋白质分子结构，需耗费数

年，如今在网上申请来上海光源做实验，2 分 30
秒即可完成辨识。”陈力介绍，自己团队没有一间

自建实验室，经过 10 年研发，完成了 36 万多页新

药上市申请材料，而汇总装订这些材料的地方，

则是毗邻上海光源科学中心的一间车库。

合上电闸，扳动开关，卷帘门“哗啦啦”上翻，陈

力的万千思绪随之打开。2011年，他辞去一家世界

500强药企高管职务，落脚张江科学城爱迪生路 275
号这间车库，开始创办华领医药。“中华引领医药创

新”——墙壁上的 8个大字，在狭小的车库中格外醒

目。旅居海外求学工作多年，陈力将回国创业的初

心寄寓在了公司名字里。“我国糖尿病患者超过 1亿

人，可几乎所有药物都以欧美人为对象研发。”陈力

暗下决心，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

陈力的底气，来自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葡萄糖激酶激活剂，名为多格列艾汀，可调节人

体血糖稳态平衡。然而过去 20 年里，多家知名

药企开展过葡萄糖激酶类药物研究，最终都未能

成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尚且如此，年近半百的

陈力能行吗？朋友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一些投

资人听了陈力的想法后也大都摇头。

投资高、周期长、产出低，创新药研发不易。

陈力既缺乏雄厚资本也无技术团队，公司成立时

除他之外只有一位名叫华云峰的司机。“同行常开

玩笑，华领医药是华师傅领着陈力创业。”陈力如

此解嘲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好不容易拉到一笔

500 万元投资，可相较于动辄数百万元的仪器购

置费仍杯水车薪。没有仪器设备，如何开展实验？

“大院大所的大门向你敞开！”张江科学城了解

到陈力的情况后，派出专班上门辅导。陈力只需

登录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即可一键查询

近千家科研单位的共享仪器信息，主要技术指标

一目了然，单次使用价格在数百元不等。“踏破铁

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力的网上申请很

快得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受理，这里有

166台原值 5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向社会开放。

“仪器设备是实打实的‘重资产’，在科研经费

中占大头。”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侯劲说，以前，部分科研设施与仪器存在

部门化、单位化、个人化的倾向，利用率不高，而很

多中小企业却因价格昂贵买不起、用不上。

科技资源能否“流动”起来，提高利用效率？

国务院 2014 年 12 月印发的《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提出，

推动非涉密和无特殊规定限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

一律向社会开放。据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

中心统计，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市已有 19438 台

（套）单价 3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实现开放共享，

总价值达 252.1亿元，注册用户达 130.8万人。

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解了陈力的燃眉

之急，可科研院所也有自己的课题，一旦使用时

间重合，企业便得排队等候。研发如何再提速？

张江科学城投资建设了拥有 100 多种大型仪器

的张江药谷公共服务平台，标配套餐中的实验仪

器可满足企业基本需求，陈力还租用了 400 平方

米孵化实验室。目前，该平台已为 1500 多家单

位提供超过 100 万次专业检测服务。

“不必自建实验平台，无需购买仪器设备，只要

一个点子就能拎包创业，中小企业也能用上大科学

装置。”陈力说，为了让中小企业用得上更用得起，

上海市还推出了科技创新券，凭共享仪器使用费发

票即可兑付补贴。2021 年，上海向 1555 家中小企

业和创业团队发放了总额 4.6亿元的科技创新券。

共享样本数据
“整合分散资源，打造共享平

台，全国六大卫星库一键检索，‘沉
睡’数据渐成科研‘富矿’，创新要素
加速流动、汇聚、转化”

“今天，欢迎记者朋友跟我一起去‘配钥匙’。”华

云峰把车停在复旦大学药学院旁一幢蓝白相间的建

筑前，拔出车钥匙。“如果把疾病看作一把锁，药物作

用靶点就是锁芯，新药研发就像锁匠配钥匙，得从数

以万计化合物中找到最契合锁芯的那一把。我们这

次就是来这里的国家化合物样品库‘配钥匙’。”

如此专业术语，这位司机师傅何以能脱口而

出？创业初期，陈力作为公司唯一的研发骨干分身

乏术。曾开过 12年出租车、对上海街巷弄堂门儿清

的华云峰，便担负起递送实验样品和领取检验报告

的任务。一递一取间，华云峰在各大科研院所奔走了

11个年头，也在耳濡目染中弄懂了许多专业术语。

拎起实验样品箱，华云峰走进国家化合物样品

库。一排排专用冷藏柜鳞次栉比，上万个透明试管

存储其间。管理员敲击键盘输入指令，机械臂旋即

精准抓取，化合物顺着透明管递送至取样口。“筛选

量越大，新药研发成功率越高。”陈力说，通常要筛选

数十万个化合物，才能找到最契合的那把“钥匙”。

“筛选化合物如同大海捞针，可拥抱一片大海

同样不易。”陈力介绍，很多国外药企将化合物视

作独家资源，对外高度保密，严格限制流通。我国

化合物资源采集工作起步较晚，过去样品分散在

相关科研机构，资源利用率低。一些新药研发者

南奔北走，只为尽可能扩大化合物筛选范围。炎

炎夏日，样品箱冷藏时间有限，而化合物存储温度

不能高于零下 6 摄氏度。为把样品从外省尽快带

回上海，华云峰曾连夜驱车数百公里。

如何汇聚创新药研发的“源头活水”？2012年

1月，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在张江科学城建成启用，项

目整合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药学

院、中国药科大学等单位的化合物样品资源，采取

“统一标准、分地存放、协调使用”模式，在北京、南

京、杭州等地分设 6 所卫星库，搭建起了化合物样

品跨地域外供的全国药物发现资源服务网络。

“科研人员在线即可查询，身处上海也能全

国申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化

合物样品库主任赵强介绍，此前国家新药筛选中

心的化合物储量一度只有 10 余万种，截至 2021
年底，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和卫星库的化合物样品

总储量达 235.8 万种，累计完成高通量筛选 670.3
万次。“化合物筛选范围从‘半亩方塘’变成了‘汪

洋大海’。”陈力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整合分散资源，打造共享平台，全国六大卫

星库一键检索，‘沉睡’数据渐成科研‘富矿’，创

新要素加速流动、汇聚、转化。”赵强说，目前全国

药物发现资源服务网络的参建单位达 13 家，化

合物样品资源持续快速增长。

共享科研人才
“持续探索职称评聘‘双轨制’、

科研人员‘双聘制’，实现基础研究与
新药开发‘双向促进’，助力科技成果
转化驶入快车道”

拈起酒精棉签，擦拭小鼠尾部，静脉快速采血，

血糖试纸即刻读取完毕。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动物实验大楼，研究员冷颖带领代谢性疾病药理研

究组的 4名实验技术员，对各组别数百只小鼠逐一

测量。通过监测小鼠给药后的血糖变化，完成华领

医药委托实施的临床前体内药效学研究外包项目。

“研制新药千头万绪，我就算浑身是铁能打

出几颗钉？”陈力说，药效学研究是创新药取得临

床批件的前提，需要对近千只实验动物开展为期

数月的持续记录。

“柔性引才，借力借智，让小微企业不再独木难

支。”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执行副主

任、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彭

崧介绍，科学技术部 2011年 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支持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为企业提供检测、标准等

服务。”冷颖带领的这支代谢性疾病药理研究团队，

完成过 10余个抗糖尿病创新药临床前药效研究，在

张江科学城穿针引线下，为陈力助了一臂之力。

归置好仪器，脱下白大褂，冷颖结束了一天

的实验，捧着一沓新出炉的数据报告，快步走出

实验大楼。落日余晖洒在树梢上，虽已过了下班

时间，冷颖的工作却没结束，她要马上赶往陈力

的车库研发室会商实验方案。

白天在研究所埋头实验，晚上为中小企业提

供咨询。在张江科学城，不少大院大所的科研人员

像冷颖一样，展现出产学深度融合的科研 AB面。

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到复旦大学

药学院教授，专家们汇聚在陈力的车库研发室，通

宵达旦会商实验方案，倾尽所能提供智力支持。

“承揽研发外包，得有‘替他人作嫁衣裳’的奉

献精神。”冷颖说，新药研发往往受到专利保护，科

研人员很难撰写相关学术论文，一旦将过多精力

投入新药研发外包服务，完成论文考核的压力便

陡然增大，职称晋升、课题申报都可能受影响。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打破‘唯论文论’的单一评

价体系，不让默默无闻研发新药的科研人员吃亏。”

赵强说，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自 2014年起实施职

称评聘“双轨制”改革，分设基础研究与新药研发两

个职称评审序列，将新药研发成果与职称评审挂钩，

全所已有 40余名科研人员凭新药研发成果获聘高

级职称。2015年，上海药物研究所进一步试点科研

人员“双聘制”，不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可自由

选择在岗创业、离岗创业、适度兼职 3种模式，“下海”

创业可保留编制 3年。目前，已有 10余名科研人员

带着科技成果进入市场参与企业经营。

“众人拾柴火焰高，新药研发跑出加速度。”

陈力说，研发多格列艾汀片涉及 17 大类临床试

验和 6 大类动物实验，逾九成采用研发外包形

式，委托上海药物研究所等 30 多家单位共同完

成，参与实验的第三方研发人员超过 200 人。据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统计，2020 年上海生物

医药研发外包服务收入达 447.1 亿元。

政策供给也在持续优化。2019年 12月，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

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和鼓

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办企

业、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等。上海市政府 2021
年 7月印发的《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发展“十四五”规

划》提出，支持人才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双向流动。

“我们锚定‘出新药’目标，持续探索职称评

聘‘双轨制’、科研人员‘双聘制’，实现基础研究

与新药开发‘双向促进’，助力科技成果转化驶入

快车道。”赵强介绍，2015 年以来，上海药物研究

所已为医药行业提供技术支撑服务逾 3000 项。

共享生产车间
“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两分开，

不自建工厂也能规模量产，企业投
资成本节省上亿元，产品上市速度
提前两年多”

一条笔直轨道匀速向前，颗颗椭圆药粒鱼贯

而出，精准嵌入塑料板空腔，经冷冲压铝箔快速封

装。10 月 27 日，首批多格列艾汀片从华领医药委

托代工的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下线出

厂，一周内在全国 400余家药房同步上架销售。

“共享生产线，让科研成果走下‘书架’走上

‘货架’。”陈力手握一盒刚封装好的多格列艾汀

片，感慨不已。我国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长

期“捆绑”管理，上市许可只颁发给具有生产许可

证的企业，研发机构要推动药品上市，须在临床

三期试验前投资建厂。对于从一间车库起家的

陈力而言，投资建厂压力可想而知。

一条制药生产线得投多少钱？上海迪赛诺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裁安晓霞带着记者步入车

间，边看边介绍。

风机隆隆，扇叶飞旋，数十台大型空调机组

依次排开，占据几乎整整一层。这是制药车间三

级过滤洁净系统，能高效去除空气中的细菌和粉

尘。“洁净系统造价高昂，即便生产线不运转，也

需要全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方可

维持制药车间内的无菌无尘生态。”安晓霞说。

“一套洁净系统的造价不亚于一条制药生产

线，长期运营维护费用甚至超过了硬件投入。”最

令陈力挠头的是，临床试验用药需求量小，不足

实际产能的 1/10，车间甫一建成便会面临生产线

闲置、洁净设备空转、运维费用居高不下等难题。

“行百里者半九十，若不投入巨资建厂，就得忍

痛割爱。”陈力说，一些研发机构迫于资金压力，往往

把相关药品技术转让给大药企。由于药品专利转让

后，技术路径无法一以贯之，造成责任主体不清晰，

埋下质量隐患，难以形成药品质量全生命周期监管。

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能否“解绑”？2012年，上

海市药监部门在深入调研企业诉求后，牵头开展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可行性研究。2015年 1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等 10个省份开

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该制度采用药品

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的管理模式，允许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研发机构或者科研人

员）自行生产药品，或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药品。

“放得开更要管得住。”彭崧说，张江出资 5000
万元设立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合同生产试点

风险保障资金，对企业购买商业责任险给予保费补

贴，明确了委托与代工双方承担的相应责任。

“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两分开，不自建工厂

也能规模量产，企业投资成本节省上亿元，产品

上市速度提前两年多。”陈力说，将生产的事交给

专业管理人员，让科研人员从审批拿地、施工建

厂、管理运维等事务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精力专

心研发。目前，上海已有 44 家企业通过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获得药品生产许可。

11 月 4 日，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多格列艾汀片亮相商务部主办的“中国这十年——

对外开放成就展”。抚今追昔，陈力感慨万千：“我

们没有一间自建实验室、没有一条产品生产线，最

终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有赖于张江活力四射的

开放创新生态，更有赖于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让每

个奋斗者都能成就属于自己的出彩人生。”

图①：上海市张江药谷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人

员在操作核磁共振检测仪。 孙 宇摄

图②：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工作人员在操作自

动化样品存储仪。 闵晨轩摄

图③：坐落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光源科学中

心俯瞰。 王晓羽摄

图④：陈力（左二）在与科研人员讨论研发方

案。 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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