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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是最好的健康策略。扩
大疫苗使用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寿
命。新中国初期，人们的期望寿
命是 35 岁，现在达到了 77 岁以
上，疫苗接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
示，中国通过实施免疫规划政
策，有效控制了疫苗针对性传染
病，保护了人民群众健康，节约
了大量医疗成本，显著降低了家
庭和社会的负担，也为国际控制
相关疾病树立了典范。

可以说，免疫规划工作是中
国卫生健康事业成效最为显著、
影响最为广泛的工作之一，是儿
童健康的基本保障，也是预防控
制乃至消灭相关传染病的有效手
段。“通过接种疫苗，我们成功
地消灭了天花，青少年儿童的乙
肝病毒携带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
平，麻疹等多种疫苗针对性传染
病的发病和死亡也都降到了历史
最低水平。”国家卫健委疾病预
防控制局二级巡视员崔钢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辰认
为，疫苗是人类所创造和发明的特
殊科技产品，在传染病防治中具有
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历次
传染病的流行和疫苗所发挥的作用
上，看到了它对于人类发展、生存
和健康的重大价值。”他说。

去年12月 《疫苗管理法》正
式施行，对于提高市场准入标
准、加强疫苗质量管理、逐步引
导落后产品退出并引导产业有序
发 展 做 出 了 明 确 规 定 ； 今 年 3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
了 2020 新版 《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为创新疫苗的加速审批上
市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加
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的
研发投入”，被作为应对疫情常
态化防控的举措写进了2020年政
府工作报告……行业相关标准的
出台与立法的推进，标志着中国
疫苗行业以及公共卫生事业进入
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加强疫苗质量管理，引导产业有序发展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大药品和疫苗科研攻关
力度。

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
技术创新。不久前，在广东深圳坪山区举办的首届大
湾区疫苗峰会上，与会专家指出，作为科技创新的结
晶，疫苗以其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主动免疫的特
性，被视为应对疫病流行的“最后解决方案”。对于不
断变异的病毒，加速疫苗创新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
各国政府积极探索的应对之方。

提供有力政策支持，提高市场准入标准

疫苗创新 有法可依
本报记者 熊 建

8月18日，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文荣医院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陆续有市民
前来接种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 胡扬辉摄 （人民视觉）

大健康观察▶▶▶

李斌表示，要大力宣传疫苗
对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
全民健康，保障经济社会稳定的
重要作用，坚持国家免疫规划策
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
平。围绕这个主题，我们要坚持
依法依规，加速疫苗创新。

“疫苗创新不单是产品的创
新、技术的创新，还涉及机制的
创新。”中国疫控中心免疫规划中
心首席专家王华庆说，一个疫苗
能不能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主要
有三方面因素：疾病因素，包括
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死亡率、发
生率、住院率等；疫苗因素，安
全性和有效性是必备的条件，此
外 还 包 括 疫 苗 能 不 能 足 量 的 供
应，价格是不是能接受；能力因
素，包括接种能力、服务能力、

冷藏储运能力、监测能力。
有专家提出，可以在疫苗支

付机制上进一步创新，使得公众
接种的意愿和可及性提高，从而
使健康效益更大化。“支付机制包
括支付水平、支付多少、谁来支
付、如何支付的问题。”孟庆跃
说，“一定要让成本信息透明化，
要让疫苗产品的研发、生产、管
理使用者‘有利可图’。”

业内人士指出，现在医疗保
险机构对预防性的服务、产品是
不包含在内的，这不是医保机构
的问题，是更高层次的国家卫生
筹资制度的问题。“所以要从更高
层面上，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
从筹资上进行整合，只有筹资渠
道 的 整 合 ， 才 能 带 来 服 务 的 整
合。”孟庆跃说。

推进机制创新，提升公众接种意愿

对于疫苗创新，孟庆跃有 3
个不太舒服的印象：疫苗和创新
在公共政策的讨论和研究中显示
度不高，对疫苗的经济特性和社
会特性的研究不够，疫苗创新缺
乏多角度的理解和关注。

除此之外，疫苗创新还有着
更深层次的障碍。包括疫苗行业
在内，“中国面临许多‘卡脖
子’的问题，背后是‘卡脑子’

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卡脖
子”是指中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相
比，遇到的核心技术瓶颈，而

“卡脑子”则是指欠缺提出颠覆
性科技变革的能力。

“ 推 进 疫 苗 创 新 和 大 众 健
康，必须有改革开放的思想，才
能在创新基础上作出创造性成
果。”高福说。

“卡脖子”背后是“卡脑子”的问题“卡脖子”背后是“卡脑子”的问题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
庆跃表示，疫苗跟一般药品不一样
的地方，在于它有正外部性。一个
人接种了疫苗，不发病，给更多
人、给社会带来了安全，这个安全
就是外部性，因此可以说，生命的
价值有多高，疫苗的价值就有多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免
疫学研究所所长董晨表示，疫苗是
免疫学的起点，实际上疫苗在不断
促进免疫学的发展，而免疫学的发
展也促进了疫苗的发展。

“对于疫苗来说，我们的获得
性免疫应答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体

液免疫，肌体能够产生抗体；第二
个是T细胞的免疫应答，称之为细
胞免疫。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是我
们应对病毒的两个法宝——实际上
也是疫苗设计的科学基础。”董晨
说，“因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都
有免疫记忆，有免疫记忆，我们就
可以研发疫苗，使人体及早得到预
防，在微生物还没有进入我们体内
就产生强大的免疫力。”

基于上述免疫学原理，好的疫
苗首先是安全的，其次是能够保护
肌体。如果达不到这两个条件，就
不是好的、有效的疫苗。

跟一般药品不同，疫苗有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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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苑东生物”）在科创

板上市。这是继天箭科技、成都先导之后，成都高新区今年内诞生的第

三家上市公司。

苑东生物等企业的上市，绝非偶然。为更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高新区建立起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产业培育和服务体系，

不断深化改革，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搭建广阔平台，

让企业能够在这里成长壮大。作为成都产业发展主阵地，成都高新区

不断扶持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已成为中国中西

部创新资源富集、投资环境优越、对经济拉动强劲的创新发展高地。

明星企业的孵化园

作为成都本土企业，苑东生物诞生于成都高新区，如今已是一家集

化学原料药与高端制剂及生物制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下设5家全资子公司，有员工近千人，总资产规模近10亿元。生物

医药是成都高新区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在这片创新热土，苑东生物得

到了成都高新区和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多渠道、全方位的支持。近年

来，成都和成都高新区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金融财政和人才配套支

持，推动企业加快高质量发展。

从诞生之日起，成都高新区就备受各类企业和优质人才的关注，也

成为众多明星企业的孵化地。1988 年，地奥集团创办于成都高新区。

2005年，奥泰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创办于成都高新区。

花千骨、王者荣耀、忍者萌剑传等一系列手机游戏产品在这里诞

生；相机 360、极米、咕咚等众多科技类公司在成都高新区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

在这里，企业可以享受园区从“一站式”到“全流程”的服务，企业开

办效率高，遇到问题能够及时对接专员进行解决。

初期创业者可以享受办公场地、税收等优惠，并获

得各项政策支持。

如今，成都高新区提出打造企业、项目、产业全

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致力于做到企业在注册时就纳

入服务体系，并对新增企业进行分析总结，筛选优

质企业推送相关产业部门跟踪，有针对性地培育，

形成企业梯度培育服务和梯度化发展。

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共新增各类型市场主

体 2.65万户，同比增长 25.86%。截至目前，成都高

新区已聚集各类企业超14万户，科技型企业超5万

家，高新技术企业2053家，上市企业39家。

优质企业的聚集地

8月下旬，成都高新区与网易签署合作协议，成都高新区将与网易

实施“数字产业创新基地”“科技文创产业基地”“工业互联网示范中心”

等合作计划，集聚更多产业链相关企业共同发展。

不只是网易选择了成都高新区，腾讯、快手、爱奇艺、字节跳动等一

系列新经济头部企业今年以来相继在此布局。成都高新区的整体经济

实力、一流的营商环境，是这里新经济产业的活力和发展全产业链的潜

力与实力。

成都高新区与网易携手打造的数字产业创新基地，将聚合成都优

质人才资源共同开展数字经济产业培育工作，推动成都高新区数字经

济产业集聚发展；字节跳动创新业务中心项目总投资达100亿元，布局

包括智能教育系统、交互式多媒体办公系统等多个前沿新兴业务。预

计 5年内，成都项目员工规模将达到 10000人，年销售收入 100亿元；签

约落地的腾讯新文创总部项目，总投资50亿元，将重点发展游戏、电竞、

动漫、视频、文旅等新文创业务，依托平台流量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入驻，构建腾讯新文创产业生态。

电子信息、新经济、生物医药是成都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日前，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链现代化攻坚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

北京奕斯伟科技有限公司、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个企业与成

都高新区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254亿元，将分别围绕先进计算、先进半

导体、高端封装、新一代显示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与成都开展深度合

作，进一步助力成都打造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创新建立大中小融通服务平台，吸引企业持续发布“机会清单”，让

企业共享合作机遇；设立招商大使，根据园区全产业链和构建创新生态

圈发展需要招商引资，聚集主导产业优质资源。持续不断的创新举措，

为成都高新区发展注入活力，吸引优质企业纷至沓来。

宜居宜业的公园城市

夏末初秋，成都高新区清水河生态公园已正式开放。缓缓流淌的清

水河水光潋滟，生态绿道与绿植形成错落有致的景观体系，吸引附近不

少居民前来游玩。独具特色的国学主题公园呈现在眼前。

从高空自北向南俯瞰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交子公园、锦城湖公

园、桂溪公园、大源中央公园、新川湿地公园，一座座绿地公园犹如绿宝

石点缀在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缤纷园、紫薇园、吉庆园等小区周边的小

游园星罗棋布，吉泰路—月牙湖花园式街区有机串联。

在吸引人才和企业方面，成都高新区不只是提供优质的产业发展

环境，同时也在生活居住等配套方面下苦功夫，实现园区的产城融合、

职住平衡，让创业者和企业员工感受这里宜居宜业的氛围。

秉承建设公园城市的理念，成都高新区坚持“以人为本”，打造高品

质的生活环境和全域景观化的生态环境，加强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打

造五级绿化体系，建设1000公里慢行绿道系统，串联200处绿地开敞空

间，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此外，新建学校、开工建设人才公寓、围绕打造15分钟生活圈有序

推进道路及轨道交通建设、打造人文社区和品质社区，这些举措都让创

业者在成都高新区留得下、留得住、留得更舒心。

·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