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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竞争优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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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要点】目前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尽管在研发、支撑竞争力方面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但整体发展不够均衡，企业规模偏小，人才与资金短缺，生产效率

不高，承担研发风险的意愿和能力有限等问题突出。由首都医科大学郭翔宇副教授

主持的课题《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优势比较研究》，在对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

竞争力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之后，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生物制药产业过程中应注意

的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一、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地位 

  为了有效评价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的竞争能力，本研究从6个方面选取了23个

指标构建了我国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体现在规模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增长竞争力、效率竞争力、研发创新竞争力和产业支撑竞争力6个方

面。研究表明，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综合排名第二，其中研发、支撑竞争力均排

名第一，遥遥领先于全国总体水平，但是其规模、市场、效率、增长竞争力得分分

别排名第六、第七、第十八、第十九，说明产业发展不均衡。因此，只有研发、成

果转化、生产、营销各个环节均衡发展，共同提高，地区的行业竞争力才能得到有

效增强。 

  二、北京生物制药企业的总体情况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既缺人才、又

缺资金，承担研发风险的意愿和能力非常有限。虽然企业有一定的研发热情，但融

资渠道单一，大部分企业几乎得不到政府和其他方面的资助，因而企业只能把研发

重点放在研发周期相对较短、成本较低、风险较低的生物诊断试剂上，而对基因工

程药物、抗体药物、疫苗等开发难度较大的药物鲜有涉足（极少数稍大型企业除

外）。 

  三、北京生物制药产业的动态分析 

  北京发展生物制药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信息、行政

和临床优势，这是全国任何一个省区所无法企及的。但是这些优势的存在并不会必

然地提升整个生物制药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调查显示，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的动

态变化不明显。从存量指标例如规模、市场绝对指标来看，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

的增长幅度有限；从质量（效率）指标来看，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的效率低下。

长此以往，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后劲会严重不足。因此一定要注意所有创

新相关因素的有机配合，要意识到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

工程，协调处理好创新、意识、思维、质量、专利、成果转化等问题。 

  四、促进北京地区生物制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以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支撑，创造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除

了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的激励外，创新程度较高的

生物制药产业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得到医疗保障和药品定价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否

则创新药品在市场销售过程中将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这样的话，不仅前期的研发

投入白白浪费，而且还会严重挫伤科研工作者和制药企业开发新药的积极性。 

  （二）注重科研与生产环节的衔接，科学合理地使用科研经费，正确评价科研

产出，提升政府财政对医药类技术转移和转化的催生作用。尽管我市公立大学及研

究院所科研实力雄厚，但由于目前研发主体及体制的错位，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阶段

或者前期研发中，通常不需要考虑成本及生产和销售环节的问题，而且研究成果只

要 “学术专家”验收即可，严重脱离了市场与产业化生产的需要，造成了“只见新

颖论文，不见真正新药”的尴尬局面。因此建议在药品开发项目的立项、研发、审

核等各个环节均吸收企业相关人员尤其是市场人员及工程人员参与，这样既有利于

成果转化、降低风险，又有利于资金的有效使用。另外，评价“科研成果”要慎



重，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同时，要正确对待“生物药品专利”问题，识别和

杜绝为了申请专利而申请专利的“垃圾专利”的产生。 

  （三）生物药品品种的选择上，应注意解决产品结构单一和品种老化等问题。

从产品品种的角度来看，北京地区大型疫苗企业具有利用政府采购计划免疫疫苗的

市场直接驱动力优势，但一定要居安思危，在不断提高产能和质量的同时，尚需解

决产品结构单一和品种老化等问题。否则，随着外省区的迅速发展，北京的疫苗产

业优势将不复存在。 

  （四）要高度重视生物药品的安全性问题。生物药品与化学药品均存在药品杂

质引起的药品质量与安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生物药有更高的要求。比如，生物

药品的杂质还包括来自宿主细胞和纯化原料病原体（和病毒）传播疾病的危险性。

因此，生物药品消毒的目标，不仅仅要做到无菌，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无传播疾病的

病原体，尤其是去除和灭活病毒，否则不仅会毁掉生物制药企业，而且会带来极大

的社会问题。 

  （五）正确认识CRO（合同研发组织）对我国整个生物医药整体竞争力的短期影

响和长期影响，注重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品种。CRO在创新链条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支撑角色，同时也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新药开发体系的保障。北京的CRO不应

将工作目标放在成为跨国巨头在研发领域的“加工厂”或为外国制药企业试药上，

应努力往价值链上游迈进。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发达国家跨国制药企业在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向我国转移研发环节的步伐明显加快；外资通过合作、收购、

兼并等合法的资本运作手段，攫取我国即将成熟的科研成果，会严重制约我国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