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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重组：上海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的振兴之路

一、发展中的悖论

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包括现代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两大部分，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关联度

高，属于朝阳工业。1993年12月，上海决定把该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予以重

点扶持。 三年来，上海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年销售额增长率达

25~30%,1996年总产值达125亿元，比199 5年增长30％以上，成为上海工业新的经济增长

。
占�，
 

但是，与其他省市比较，上海的情况并不乐观。1994年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排名中，上海

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总产值仅列第4位，位于广东、江苏和浙江之后。在新产品开发方面，上海高

质批新药开发也不够快，自198 5年以来，上海评审通过的200多种新药中，属创新一类新药仅

12只，二类新药也只有35只，这一弱势状况与上海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研究开发的雄厚基础

和生产制造的悠久历史是不相称的。

上海发展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在全国范围内有着极佳的比较优势。 作为我国现代医药工业

的发源地基础极为殷实。 建国后上海医药产业更是突飞猛进，在其他省市地区尚是空白的情

况下，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原料、制剂生产体系和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 目前上海生产的原

料药和制剂品种，均占全国的一半左右。上海又是我国生物技术与医药产品研究开发的重要基

地，拥有的科研力量占全国
“

半壁江山兀目前上海有7个这方面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近30家科

研院所和1 0多所高等院校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开发工作。 在中试方面，上海有5个卫生部指定

的临床药理试验基地，从事各类药物临床剂桩探索，并承担代谢动力学研究和不良反应测试等

任务。 总之，上海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从研究开发，到中试，再到产品商业化生产，形成了完整

扎实的有机系统。

国内一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实力，对应的却是二流的产业地位，这就是上海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中的一 大悖论。 悖论的背后，是上海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振兴上

海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首先要解决这一悖论。

二、悖论解祈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悖论的成因，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根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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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生产规模小．在市场竞争中比较脆弱，面对国内国际大企业的激烈竞争缺乏抵抗能力。

另 一种观点认为．上泭医药产廿振兴的关键在于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这种观点可称为 “ 资金
论 ” 。

”规模论 ”或“ 资金论 ＇
．

的见旬平不可谓不正确。 但是．这还未钝及问营的本质。 以 “ 规模论
”

为例企业规模大并不意味着产业就能得到发展，反过来也一样．企业规模较小产业也可能得

到较快发展。如浙江省医药工业总产值超过上海］］亿元，而其医药企业普遍规模却不如上海。

上海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悖论的真正成因是，该产业自身及其外在环埮中存在大妞有

利其发展的宝贵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却未得到充分利用．处于闲性和配咒不当的状态。 主耍表

现为创新起源低效和创新扩散低效两方面，
（ 一 ）上在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起源低效

上海生芍产业创新起源低效的主要表现． 一是企业过千重视内向研究开发．忽视从企业外

部引进技术．二是企业未能对国外已有先进技犬和产品进行高层次吸收和利用·重复开专和低

效开发并存。

上；哿制药企业生乒的产品，品种较少，档次不高．开发的新药中一类、二类新药很少 勹 这与

制药企业自身的研究开发水平有关。 上海药厂裨遴规模较小，200多家药厂中．中小企业占绝

大多数，资金短细无力负担巨额研究开发新药的费用·只能停留千低水平的复制 勹 一般国际上
一种新药的开发成本需要3. 5亿美元．假设我们开发 一种药物成本是其百分之一．则至少也需
耍3千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投资强度．是上海 一般医药企业无力负担的。

另一方而．上海的医药科研机构虽然拥有强大的研究实力．许多成果达到或接边国际先进

水平但都只是停留在实验或样品阶段而未能商品化， 例如．上湃医科大学运用生物高科技研

制的新型溶血栓药物基因工程链激酶，用于临床试脸治疗笣性心肌梩塞的再通率和副反应均

与德国和美国的类似产品处千同 一 水平，而价格仅为德国的一半和美国的1/7 0 如果上泪的制

药企业能够引进吸收研究饥构的类似成果．则立即可以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投放市场以取得巨
大经济效益。

国外大型制药公司开发专利拳头产品主萝采用过种战略： 一方面通过自己公司的实验室

或委托其他机构开发新功． 一 方面及时买断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 然而．上海制药企业引进本

市研究成果的工作非常薄闭．制药企业与医药研究机构基本是各行其是。研究机构对现代生物

与医药的研究开发主呼旯根据现有的技术优势和追踪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选择开发哦戌，追

求技术水平而忽视市场盂求， 制药企业的研究开发则 一味地依赖低水平复制药品过日子、 我

国1993年实行的新的（（专利法汃承诺对用外1q85年1月至1Q92年底批准使用的｀尚未在华

销们的药物给予行政保护， 速将使得从木世纪末起，国际市场上推出的各种新药．我国均无法

进行仿制．从而使L诃制药企业传统的新芍开女方式难以为继。
（二）创祈扩牧低效

上泭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总的来讲上海

起步不符晚．也完成了 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有 一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但突出的问题是高新技术成果难以形成产品和商品、产业化进程步殷维艰．发照到大规模生产

水平的为妏不多．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能在国际市场七占有一 定份额并能不断创新的更是寥寥

无几．个中关键是创新扩散低效，

创汗扩散是技术创新通过 一 定渠迫在涽在使用者之间传播采用的过程、包括创新观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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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i岱．［）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实施技术创散等三个组成部分．后面两个并称为技术扩散。技木
扩散与创新观点扩散相辅相成、创新观点扩散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机会意识和洞察力等索质、
技术扩散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特性．如盈利性、复杂性，企业对待技术变化的态度．以及企业对技
术的吸收能力等，

上悔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创新扩散低效主要是因为企业缺乏吸收创新技术所需的技术基
础和资金。 然而．制度障碍导致的企业组织缺陷和企业行为短期化．也加剧了创新技术扩散的
难度， 上；忤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力篮雄厚．甚至美国很多药厂都想利用上；每的科研力桩，但是．
上海生物医药科研单位的研究开发成果．只有20％被工业部门采用。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是上海市承担医药开发研究任务的主要机构之 一，近年来30多次新药成果有2/3是转让给外
地企业甚至在国外生产上市，上海本地的眠药企炒经济效益不佳，出不起大价钱或者根本无力
购买。 而外地有资金．并使成杲拥有者行到更多好处．因此．上海的大学、研究所有相当 一部分
科研成舆未在上海显示经济效兹而是叽到外地．往往是技术人员带若成果 一起走掉。

制度障碍表现为．上海生物医药研究开发系统的有限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该系统由五
个分肉的、行政上独立的子系统组成：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委直属科研饥构、国
防部门及工业企业，各子系统同时受到多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协调，存在部门主义特征， 这些
子系统之间资源配罚状况极不均衡·工业部门拥有较好的仪器、设备与实验场所．其内部研究
室开发成果更富于市场要求针对性和对商业化应用的适用性，具有更大的研究效率优势．但缺
乏足够的研究开发能力；高等院校集中了大舱科研人员．但缺乏经费和科研设备、仪器：中科院
及许多独立研究机构拥有大泣研究开发资源，但创新效率低．其成果距工业化婴求较远。 这种
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状况，加之部门王义壁垒．造成各子系统的设备与人员使用方面自给自
足．缺乏协调与合作、信息与资源流动呈刚性状态．甚至相互封锁。 这祥．一方面企业研究力屾
相对不足．难以开发经济效益奸的商利技生彴医药制品．只能从巾低水平复制：另一方面，研究
机构开货出高祈匡药产品后往往自已进行产业化工作．由千绝大多数院所和高校在经营管理、
加工能力、质址保证、资金筹措、市场开拓等方面缺乏经呛和实力．很难形成规悦生产。

三、对策：资源重组

唯厚的科技力址、大批具有悠久生产历史的大中型制芍企业、政府产业政笱扶持．背节令
国最大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这些都是l�.;月现代生物医药产业拥有的优祁资源，且发畏朽对滞后
则归咎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配省低效以及创新扩散低交义因此．振兴上泭现代生牛勺匡芍产寸的
战略应当定位于巳有资源的面组以及提高配罚效率方而。 否则．一味强调增杻投入．无异千对
巳有资源的浪费。

（ 一 ）庄立和优全中介扩散机的
在大名数情况F．创新扩散并个是直接在捍仇方和采用方之间进行的．而足叫过扩散的中

介渠道进行交流，中介扩散机构是通过咨询服务等方式为企叶提供技木创祈信臼、创违信肛交
流的机会．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采用决馆的经济技术实体，

中介扩散机构包括政府所胧非韵业性饥构和商业性扩散机构，政府支待的非商业性扩散
机构是亚要的中介饥构形武·上海现代生吻医药产业已经引入了送种中介形式，19()3年底成
立了以上泡市长为主席的上海市现八生吻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 这 一中介扩散机构的设立主
耍针对生物医芍产业发展中制雯因素引起的部门扒据，对资源跨部门流动配

＇

闪起协调作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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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委、经委、计委三委与医药、卫生、财政三局的领导组成，研究制订发展全市医药产业的方针、
政策以及批准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 下设上海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办公室，也是由三委、三局派
员组成，挂靠在科委，具体负责产业方针、政策以及规划的执行，并组织重点项目的实施。

1995 年 5 月成立的上海新药研究开发中心，也属千政府主办的扩散中介机构。 该中心以
现有科研和开发机构为依托，进行优势互补，实行新的运行机制，推动现代生物医药产品的研
究、开发和企业化，是联结科研开发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的纽带。主要工作有：定期向制药企业
通报有关生物医药技术创新的信息，提供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向研究机构反
馈信息以促进研究开发进一 步高级化，以及建立生物技术的中试基地，积极组织新药研究开
发。 该中心受政府委托，在行政管理方面承担一定的职能，目前主要是为上海市现代生物与新
药产业发展基金选择一批予以资助的科研开发项目。 此外，新药中心还广泛开展与国际联系，
积极物色国外合作项目。该中心已建成的信息库中包含国内医药产品市场、企业情况以及新产
品动态等信息，将为全市医药企业提供服务。

除了政府性中介扩散机构外，上海还应发展民间的商业性机构。 这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
从事信息服务和经纪人式的服务，比如向采用企业推荐和介绍有关方面的专家等。

有形中介机构是中介扩散渠道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无形的中介市场。因为阻碍上
海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扩散的另 一重要因素是技术定价困难，技术转移缺乏足够的利益刺激，使
自我保留创新成果对于各自的利益更有利，这种利益冲突导致技术垄断倾向。 因此，上海应尽
快建立较为发达完善的生物医药技术市场，完善技术定价机制。

（二）加强联合协作与贷本经营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资源重组涉及到中科院生物研究所、医科大学和制药企业，是一种跨部

门跨系统的大组合，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产、学、研 ”相结合的综合优势，在各方面充实力批，
配备好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现代生物医药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要达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在更大范围和规模上对
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与优化组合。 是否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骨干企业是衡量一个高
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否的主要指标。 上海是老工业基地，有 一大批制药企业拥有比较雄厚的资
金、过硬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有较强的吸收、应用和自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以及技
术熟练的职工队伍。 因此、上海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尤其应当注意发挥大中型骨干企业的主导
作用。 上海的制药企业已经在自发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注重自身科技投入的同时，开始重
视科研机制的转换，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有实力的科研院所。 以市场为导向，以强大的科研力批
为依托，通过和科研单位的联合，产生强大的协同作用。

资本经营也是提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有力途径。 资本经营就是以物化资
本为基础，通过优化配置提高其生产率，进而提高其资本市场价值的经营活动。 一些企业已经
自发在做这一工作，通过资本经营实现了小资本组合大资源的联合发展。

实现新技术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紧密结合，除了依靠企业自发地组合外，还应当充分
发挥政府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加强规划与政策指导。 为促成两类企业之间的结合，可鼓励共同
组建“新药联合开发中心＂，由掌握医药新产品新技术的企业或研究机构共同组建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联合开发中心，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待新产品经过市场检验，成为适销对路、性能稳
定、质蜇可靠的批量成熟产品后，再将其放回原国有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

（三）发展开发区与凤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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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充分利用上海市高新技木开发区时1尤赵茶件和政策、促进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的发
展，上泡市提出[ “金三谷 ”的规划布局，“金三谷 ”是指浩河泾、浦东新区丸张江和金桥）以及松
江三个地区，在这三个区内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上海发展药谷的构想，是希织建成类似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但是．单单设立
一个开发区，集中 一批科技人才，辅以各种税收减免优惠．并不 一 定就会在区内形成 一 个高新
技木企业群 J 决定 一个地区高新技术友展水平的，除了当地的科学技术和敕育水平外，更为关
键的是风险投资的发达程度。

由于高科技产业化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所以通常把与之相联系的投资称为风险投
资(Venture Capital)。 风险投资进入高科技产业时，通常在成果转化的初期．此时科技成果理
论上巳经成坏，实践上有了样品、样机等成果．但还需要通过扩散进行二次开发，才能进入市场
形成产业， 这时由千技术风险没有消失，而且还培加了市场风陷、性理风险、政策风险等．使得
绝大多效贡金不敢涉足。 风险投资就是在高技术企业最迫切需要资金的时候助 一肾之力。 风
险投资对美国硅谷的发展起了十分巫要的作用。美国近1/3的风险投资公司集中在硅谷，许多
衬名高技术企业郘是在风险投资家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硅谷成功的同时和之后，美国曾兴起
许多类似的高技术产业区，但大多由于缺少充足的风险创业资金来源，无法成功地形成创业热
潮和高技术产业群。

硅谷的经验表明，风险资本对高技术公司的迅速成长至关重要。上海发展 “ 金三谷 “生物医
药高新技术开发区，首要的一点就是创造一 个有利千风险资本大垃形成的环埮 a

上海发展药业风险投资有一 系列的有利条件。首先．发展风险投资巳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并已列入议市日程 C 为推动生物药业发展，政府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1994年三委、三
局联合推出 一些优惠政策，如1994、1995两年，每年市财政提出？000万元作为贷款的贴息，对

该产业项目的贷款优先考虑，规定技术成果转让时可作为股本投入，这些都有利千风险资本的
形成发展。 此外．上海市府牵头成立的 “上海现代生物与新药发熙基金 ”，其操作方式就类似于
风险投资基金。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一是科委的三项协用，勹是将新产品税收列收列支的20%
返回并注入基金。

其次，上海是我国最大的资金集散地之 一，有着大批潜在的风险投资资本来源。 上海资金
拆借市场资金充裕，总体呈供过千求的格局，1995年以来曾7次下调拆借利率。但大部分资金
拆往外省，本地吸收资金的能力较弱 C 因此，只要制订合理、适当的鼓励政策，上海发展风险资
本不存在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

第三，上海是人才汇聚之地，拥有 一 批靠握先进科学技术且富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稍神的风
险企业家和精通药业高技木投资和市场营销管理的风险投资家。

为鼓励药业风险投资
，

的发展，政府也应当做一些扶持工作。 第一，应当倡导建立多资金来
源以股份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机构。上海现有的生物新药产业发展基金，基本是政府
投资 ＄ 政府投资终究是有限的，必须由金融部门、保险部门、民营机构和外商共同参与．各个风
险投资主体共同致力于风险投资经营。第二，政府应对药业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给予优惠政策
和资助，包括税收优惠，提供信用担保等．使药业风险投资公司能够取得风险资本所有者信任。

最后，上海发展药业风险投资基金的工作重点，应当是建立合理的投资者退出机制，这是
风险投资发展的关键，

（作者单位：上；、每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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