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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过许多梦想，那些梦想都在遥远的地
方，我独自远航，为了那些梦想。”这是2017年殉职
的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
生前一段颇具诗意的自白。（钟扬事迹，见本报3月
26日第二版《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

在日本导师长谷川政美眼中，他的学生和同事
钟扬就是这样一位不知疲倦、永不停步的“追梦者”。

上世纪 80年代，钟扬迈出国门，到日本京都参
加国际植物物种生物学会议。自此，日本科学家及
其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引起了他的关注，他也和很多
日本学者结下了深厚情缘。

1998年，钟扬在日本出席学术会议时，访问了文部
科学省下属的统计数理研究所。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

“忘年交”——比钟扬年长20岁的长谷川政美教授。
得知钟扬殉职的噩耗后，长谷川教授非常难过

和遗憾。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与
钟扬多年交往的点点滴滴。

“1999年，我为研究白鳍豚到访中科院武汉水生
生物研究所，和当时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
的钟扬再次见面。之后，钟扬到复旦大学任教，经
常请我前去讲课，我也邀请他担任统计数理研究所
客座教授。”

长谷川教授非常欣赏钟扬在生物信息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他建议
钟扬攻读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导师。钟扬于2006
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力邀已经退休的长谷川政美前往复旦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担任教授，两人由师生变成同事。他们在共事的8年里，曾多次一
起前往西藏、青海、新疆、云南、海南等地野外考察，长谷川教授还曾先后
两次陪同钟扬前往日本冲绳县的西表岛进行科考。

在长谷川教授看来，钟扬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在野外最具活力。他
经常一个星期内多次在上海与西藏之间往返奔波。即便这样，我在他身上却
看不到旅途的劳累，他永远在精力充沛地指导自己的学生。”

今年刚从东京大学博士毕业的吴佳齐就是钟扬培养过的众多学生之一。
谈到自己的恩师，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每当我们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难
题，就会彼此建议：去找钟老师谈谈吧。他聪明睿智，特别关心学生。有他
在，我们总觉得心里非常踏实。”

吴佳齐说：“钟老师就像一颗启明星，他在很多人犹豫迷茫的时候，为我
们照亮前路，帮助我们找到方向。”她一直铭记钟扬的话“在仰望星空的同
时，千万不要忘了脚踏实地，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长谷川教授说：“他只有53岁就去世了，这是非常大的损失，但是他培养
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我期待钟扬为之奋斗的学术被他的学生所继承，并在将
来结出硕果。” （据新华社东京4月2日电 记者钱铮 华义）

释放改革开放新信号

3 日，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并举行有关活动相关情
况。王毅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
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

“这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最大亮点。”博鳌
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院长杨希雨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刚刚结束的两
会又对诸多具体领域的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在
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将给世界
提供一个零距离观察中国的重要机会。”

年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对中国改革开放伟
大成就、重要经验和启示、世界意义和影响，以
及在新的历史当口中国将如何推动对外开放再扩
大、深化改革再出发作出最权威的阐示，一系列
新的改革开放重要举措都将在年会期间宣布。

“我相信，这些即将公布的举措意味着中国将
以更加坚定且果断的步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杨希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从40年前“摸着
石头过河”的状态，步入到顶层设计引领的“升
级版”改革开放阶段，此次博鳌亚洲论坛上释放
的新的政策信号必将吸引世界目光。

致力推动亚洲一体化

自成立之初，博鳌亚洲论坛就聚焦亚洲发
展，致力于推动亚洲一体化。本次年会以“开放
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设置了

“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开放的亚洲”“创新”和
“改革再出发”4个板块、共60多场正式讨论，紧
扣现实需要，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杨希雨认为，虽然世界经济初步迎来企稳回
升态势，但这一态势仍较脆弱。过去几十年来，
亚洲包括中国崛起的两个重要驱动因素正发生变
化：一是亚洲的经济发展背景——全球化浪潮，
面临巨大挑战；二是亚洲的发展方式、开放模式
需要进一步创新。因此，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聚
焦亚洲如何坚持开放创新，邀请中外官产学各界
人士来共同讨论就显得尤其必要而且重要。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将继续推出《亚洲经济一
体化》《新兴经济体报告》《亚洲竞争力报告》，这 3
份学术报告都是围绕促进亚洲共同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
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始终推动区域一体化
和经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实
现了共赢共建共享。更重要的是，繁荣、稳定、
持续发展的亚洲，对世界也将是非常大的正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17年来，规模和影响不断
扩大。今年，来自各国的2000多位各界嘉宾将汇
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赢大计，共谋发展繁荣良
方，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博鳌智慧”，贡献“博鳌
力量”。

王毅介绍，本次年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把
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直面人类社会发展面临
的现实难题，就进一步推动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鲜明地发出中
国声音、阐明中国立场。

王军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
仅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欢迎，而且被写
入联合国多份决议和文件。今年将参加论坛的国
际嘉宾，不仅有亚洲区域内的，还包括奥地利总
统范德贝伦、荷兰首相吕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等，博鳌亚
洲论坛的舞台越来越大。

杨希雨表示，作为一个非官方的交流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一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奠定
各国、各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合作的
基础，已经成为联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成
为兼具亚洲特色和全球影响的国际交流平台，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4月 8日—11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将在风光秀丽的
海南拉开帷幕，亚洲
乃至全世界将进入一
年 一 度 的“ 博 鳌 时
间”。作为今年中国
主 场 外 交 的 开 篇 之
作，今年的博鳌亚洲
论坛不仅办会规格和
规模超过往届，而且
看点多多，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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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研发仿制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指出，仿制药是与
被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
作用的替代药品，具有降低医疗支出，提高药品可及
性，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等重要经济和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仿制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数
量品种不断丰富，在近 17 万个药品批文中，95%以上都
是仿制药。但是，仿制药行业大而不强，“多小散乱差”的局
面仍然存在，药品质量差异较大。因此，改革完善仿制
药相关政策，对于推动医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我国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用药需求、降低全社会药品费用负担具有重大意义。

在促进仿制药研发方面，《意见》 提出 3个方面的改
革举措：一是国家相关部门及时掌握和发布药品供求情
况，定期制定并公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二是将鼓励
仿制药品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列入国家相关科技计划。
三是完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冯婉玉认为，过去，
老百姓对国产仿制药信任度不够，医生也缺乏信心，主
要原因是没有统一的参照标准。近年来，我国启动了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采用国际标准对仿制药进行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国产仿制药的质量。

在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方面，《意见》 采取 5个方面
的措施：一是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
作。二是开展药用原辅料和包装材料质量标准制修订。
三是加强关键设备的研究制造能力和设备性能建设。四
是严格药品审评审批。五是加快推进覆盖仿制药全生命
周期的质量管理和质量追溯制度。

做强做大仿制药，政策导向是关键。在完善支持政
策方面，《意见》还提出了6个方面具体举措。

促进更多仿制药尽快上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展研究中心药物政策研究室
主任傅鸿鹏指出，《意见》着力解决仿制药长期存在的问
题，为仿制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

2012年—2016年，全球共有 631个原研药专利到期，
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难度大以及一些罕见病药品市场
规模较小等原因，国内仿制跟进的速度还很慢，许多专
利到期药，没有企业提出仿制注册申请。

《意见》通过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及时发布供
求关系，解决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对列入目录内

的药品注册申请优先审评审批等措施，以鼓励引导制药
企业和研发机构有序研发、注册和生产，促进更多临床
必需、疗效确切、供应短缺的仿制药尽快上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院长助理、总药剂
师刘丽宏认为，当一些外国进口药专利到期或退出市场
后，我国的仿制药必须跟上来，让老百姓及时用上质优
价廉的国产仿制药。患者不必迷信进口药。价格高的不
一定是好药，能治病的才是好药。

依法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禄文认为，
加强药品知识产权保护，鼓励新药创制，符合我国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需求。同时，药
品是一种关系到公众健康的特殊商品，药品知识产权过
度保护带来的垄断必然抬高药品的价格，降低药品的可
及性。我国应按照鼓励新药创制和鼓励仿制药研发并重
的原则，既要鼓励创新，也要鼓励仿制，在健康权与药
品知识产权间取得平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意见》 明确提出要依法分类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
可。一是鼓励专利权人自愿许可。二是允许具备实施强
制许可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强
制许可请求。三是规定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
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
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
况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由相关部门进行评估论证，
向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实施强制许可的建议。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
从促进研发、提升质量疗效和完善支持政策三个方面，提出15项改革措施。记者就此
采访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及部分专家。

让百姓用上高质量仿制药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郑明达） 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 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方根据 301
调查对中方采取限制措施，中方当然会作出回应。美方
有清单，中方也会有清单。

有记者问，中方决定 2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 128 项
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回
应美 301调查时表示，如果美方最终宣布所谓清单，中
方将以同样的规模、同样的金额和同样的强度坚决回
击。双方目前是否仍在寻求渠道解决问题，以避免局势
升级伤及中美经贸关系？

耿爽表示，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1 日发布了通

知，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
务。中方的这一举动是对美方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
关税，也就是所谓的 232 措施的回应，是为了平衡 232
措施对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应该明确的是，这一措施
是对232措施的回应，并不是对301调查的回应。

他强调，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希望同美
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领域的分歧，妥善处理面临的
问题。但同时，双方的对话协商应该遵循国际法和国际
贸易规则，而不是美国国内法；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单方胁迫；要体现互谅互让、
有取有予，而不应漫天要价、胡搅蛮缠。

本报北京4月3日电（朱倩倩、
吴娜） 4月3日，清华大学与阿里巴
巴宣布共同成立清华大学—阿里巴
巴自然交互体验联合实验室，双方
将在情感认知计算、实体交互、多
通道感知等领域开展研究，探索人
机自然交互。联合实验室将依托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未来实验
室参与共建。

人们通过鼠标、键盘与机器
交 互 是 一 种 需 要 学 习 的 、“ 不 自

然”的交互，而人机自然交互的
目标在于让人们可以通过本能与
机器交互。

清 华 大 学 与 阿 里 巴 巴 将 以
“人”为中心，探索“人—机器—环
境”之间的关系，让机器具备听

觉、视觉、触觉等“五感”，以便用
更自然的方式与人类互动、服务人
类。联合实验室重在跨学科、跨领
域研究，将引入设计学、心理学、
艺术学、机械工程等专业背景的师
生参与。

外交部回应美301调查

如美采取限制措施 中方当然会作出回应

探索“人—机器—环境”之间关系

清华与阿里成立联合实验室

4 月 3 日，来
自加拿大安大略省
金山教育局研学团
的 20 多名中学生
和老师走进江苏省
镇江市桃园中心小
学，与该校小杜鹃
京剧苑的小演员及
京 剧 老 师 互 动 交
流，体验学习京剧
唱腔和表演技艺，
感受中国京剧国粹
艺术的魅力。

图为京剧老师
在为加拿大学生化
妆。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加拿大师生体验京剧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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