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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0249  张世成、张永康 

关于促进上海和香港生物医药合作发展的

建议 

 

 

※背景情况※ 

生物医药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是我国大力构建的产业体系新支柱，也是与国家

安全和发展全局相关的核心领域。上海是我国展生物医药的

科技及产业高地，生物医药从业人员超过 24 万，院士、长

江学者等高端人才和创新药人才占全国的 1/4，而全球排名

前 20 的药企中，有 17 家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14 家将研

发总部或创新中心设在上海，5 家将生产中心设在上海。上

海创新要素资源富集，具备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的先

天优势。随着产业引领政策的持续推出，上海有望成为世界

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同样，香港政府将生物科技列为创新

科技领域的四大关键领域之一。随着香港政府一系列推动科

研的政策落地，香港生物医药产业的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改

善，行业的发展逐渐走上了快车道。在资本市场方面，自港

交所修改《上市规则》引入 18A 章，允许未有盈利的生物科

技公司赴港，从融资额来看，香港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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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融资中心。在硬件方面，香港科技园正持续的完善

相关设施的建设，为生物科技企业的研发以及生产服务，包

括药物安全测试中心, 符合药物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生产设

施等，科学园现已有近 100 间生物科技公司进驻，比 2014

年多逾一倍。最新一次的施政报告更是开创性的推出一系列

政策，在创科用地、鼓励投资、法律法规、人才培养以及和

内地合作方面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加大支持力度，为香港成为

生命科技创新中心带来了可能。 

―――――――――――――――――――――― 

※问题及分析※ 

上海和香港在生物医药的发展上各有优势。上海在市

场、产业链、人才上优势明显。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

区域之一，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 GDP 总量及人均均在

全国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

的城市之一，老龄化率在国内的主要城市中程度最高，对于

医疗及生物医药的需求巨大，拥有庞大的市场。在产业上来

看，上海经过多年的产业积累，拥有世界级的产业链，吸引

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公司在上海落户。同时，上海聚集众多

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基础优秀，已形成了一个培养人

才、聚集人才和人才发展的高地。香港的优势在于其突出的

基础研究能力以及其在临床研究方面的优势。香港盛产世界



第 3 页 / 共 7 页 

级生命科技基础研究人才，在控制 SARS 疫情起着关键作用

的袁国勇教授，是论文被全球引用最多的科学家之一；在破

解神经疾病方面闻名国际的叶玉如教授，是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成就奖生命科学领域首位得奖的中国人；开创无创产前诊

断的卢煜明教授不但屡获国际及内地的科学大奖，研发更被

90 多个国家采用。香港拥有 4 所大学排名世界前 100，研究

实力世界名列前茅，香港有实力在基础研究方面实现更多突

破，为解决人类复杂的健康问题上作出贡献，在前沿技术上

为香港的生命科技产业打下坚实基础。香港在临床研究上也

有很大的优势。长期以来，香港的临床试验资料一直被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和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接

受，用于药物注册和批准。自 2014 年起，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NMPA）也正式接受香港部分医疗机构的的临床试验

资料。两地优势互补，加强合作能够大有所为。促进人才、

知识产权、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两

地的优势资源发挥作用。因此，我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的建议，

希望促进上海和香港之间在科学研究、人才交流、科技转化

以及资金准入方面的更深入合作。 

―――――――――――――――――――――― 

※建议※ 

1、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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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生物医药的科研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生物

医学与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与材料、信息、工程

等应用学科之间的交叉日趋紧密。电子显微镜和冷冻电镜、

新的组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医学研究的手段有了

质的飞跃。许多过去无法识别的疾病如今变得简单可行，过

去难以治疗的顽疾也有了治愈的希望。跨领域、跨学科、跨

区域的科研活动成为了开展突破性研究的主流。不同领域人

才的深度合作是开展交叉学科科研活动的基础。上海及香港

拥有世界级的生物医药科研人才，顺应科技发展的方向，可

考虑以下方式，加强顶尖科研人员的合作，为推动我国在关

键的生物医药前沿技术上的突破作出贡献： 

（1）在上海成立由香港和上海科研机构共建的合作研

究单位 

建议在上海设立上海-香港生命医药创新科研中心，落实

上海的生物医药科技发展战略，推动香港和上海顶尖科学家

合作。科研中心可由上海（如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复旦大

学等）和香港（如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领先的生物

医药科研机构/大学合作共建。科研中心将作为载体，联合上

海和香港的先进研究力量，形成大协作、网络化的研究平台。

研究中心将作为独立运营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研究领域的布

局和资源分配。研究中心将主要依托两地的优质科研力量，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实现重点疾病领域和关键技术平台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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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决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的复杂疾病，造福中国。可考虑

聚焦脑神经科学、抗衰老、生殖医学、仿生学、医学诊断、

传染疾病及免疫学、中西医结合及医学理论、微生物组学、

食疗、营养科学与补充剂等优势科研领域开展研究。科研中

心应由上海市政府设立，登记为市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作为法定机构遵循理事会治理

的原则。实行社会化的用人制度。 

（2）划拨专项科研基金，支持两地科学家合作的大型

前沿科研项目 

除已有的科研基金项目以及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计划

之外，可考虑上海政府设立“上海香港生物医药研究专项基

金”，专项支持上述科研中心开展院内外项目研究。 

2、青年人才交流 

人才决定了科技发展的潜力，尤其是青年科技人才的储

备和质量。培养青年人才对于上海和香港尤为关键。虽然香

港目前生物医药的产业发展迅速，但顶尖的年轻人才更愿意

选择医生、银行等成熟职业，选择生物在内的理工科的学生

较少，最终从事生命科技领域研究的青年人才更是有限。导

致这个现象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香港青年对于中国生物医

药行业蓬勃的市场缺乏了解。因此，建议加强两地生物医药

青年人才的交流，开展实习、交流、参观等活动，让香港的

青年人才近距离接触上海领先的医药企业、投资机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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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部门等，切身体会到中国生物医药的高速发展以及

实际情况，加大对组织相关活动的机构的支持，在信息支持、

行政便利、实习机会、参观学习等方面提供帮助。 

3、科技成果转化 

在知识产权方面，香港拥有大量的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

储备，但在研究成果产业化的方面进度较慢；上海由于其全

面的产业链和巨大的市场，在技术转化方面有优势。上海应

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加速基础成果的转化，满足中国庞大

的医药需求。可以考虑由上海政府相关部门汇总上海的生物

医药企业的不同技术需求，对接香港各大高校的技术转化办

公室，以技术授权的方式由上海的企业承接技术产业化的工

作。 

4、香港资金投资限制 

生物医药行业由于其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高技术

密集型的特点，对资本的需求会持续增加。受限于《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境外投资者，包括香港投资者，目

前不能直接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

用。香港的资本市场已经是我国生物医药生态圈的重要一

环，通过香港上市规则第 18A 章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也成为了

中国未盈利生物医药公司融资的重要途径。可以考虑允许香

港的资本更灵活的参与内地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在上海试

点以“白名单”的形式逐步让符合资质的香港投资者在人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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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上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