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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非洲猪瘟为代表的重大

动物疫病、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冠，

以及多种人兽共患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

蔓延扩散。面对这些具有高度致病性及传

染性的疾病，开展感染致病机制以及药物

与疫苗研发等至关重要，而高等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在其中发挥的平台支撑作用不

可或缺。”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沈建忠呼吁，进一步加强我国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

同，安全防护等级分为四级，一级最低，

四级最高。沈建忠介绍，高等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涉及医疗、疾控、海关检疫、药

物及疫苗研发等多个领域。与欧美发达

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存在数量不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等问题。以 P3实验室为例，截至目前，

美国的 P3实验室超过 1500个、英国有

400 余个，而我国不到 70 个，且存在地

域和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对此，沈建忠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布局，加大

P3实验室建设和投入力度。应充分考虑

不同地域和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合理

布局，将 P3实验室增加到 500个以上，

为重大疫情和外来疫病监测、病原生物

学与感染致病机制研究、疫苗与药物研

发等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第二，进一步加强管理。生物安全

实验室涉及多个领域，由多个部门监管，

建议统筹安排，组建高等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建设和管理的牵头部门，制定统一

的管理规范与协调机制，明晰各部门在

综合性交叉问题上的管理职责，完善实

验室的宏观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与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

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如设立生物安

全专业，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制订国

家生物安全战略高层次人才培养计

划，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生物安

全战略人才队伍；加强相关人员的专

业培训，增强风险意识，切实提高实验

室安全管理和实际操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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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

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长期

规划、健康发展。这就要解决好有人愿

意投、企业研发快、患者用得起等关键问

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教授赵宏说道。

然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仍存

在一些薄弱环节。因此，赵宏建议，首先

从政策和经费支持角度鼓励开展临床问

题导向的应用基础型研究，以产出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

目标。鼓励有关部门对于生物医药产业

的研发给予资金补助；引入产业方共同

设立基金，促进成果转化；制定相关政策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生物医药领域；进一

步加大央企对于早期研发、早期产品这

一相对风险大、其他投资机构不愿意投，

但产生原创以及颠覆性产品概率高的领

域的投资比例。

其次，建立健全产学研融合机制，形

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市场价值

实现主体，以科研院所和医药类高校为研

发主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破除三个主体

之间协同和转化的政策壁垒，进一步简化

科技人员在职创新创业的手续，保障其合

理收益，破解身份困境，解放生产力。建立

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生物医药类专利和成

果转化信息平台，零距离对接投资机构。

再次，完善产业配套政策支持。出

台税收、产业资金支持等政策，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在融资尤其上市时给予一

定优先政策，激活资本市场，提高投资

动能。

最后，通过完善多层次支付体系提高

创新药械的可及性。加强医保与商业保险

的有机结合，建立合理的共同付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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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是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重

点打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园区构

建具有全球卓越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的重要内容。当前，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部分生

物医药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发展韧性不

足，产业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血液科主任吴德沛建议，进一步发

挥江苏自贸区苏州片区改革开放试验

田作用，持续推出更多全产业链开放创

新举措，营造生物医药产业健康稳定发

展的良好生态。

首先，要引导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形

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一方面，

夯实欧美市场基础，鼓励有条件的医药

企业到欧美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国际国

内双中心模式，同时保持技术水平与国

际同步；另一方面，建议国家层面在人

才、税费、药事法规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

政策，集中组织创新药企前往“一带一

路”国家进行产品推广。

其次，要平衡“医保 +集采”和产业

发展，实现降低医疗成本和企业持续发

展的双赢局面。一方面，建立高价值创

新药上市保护期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创

新药新适应证直接入医保机制。

再次，全方位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推

动企业通过资源重组做大做强。鼓励、支

持有条件的企业以资本、技术、品牌为纽

带，通过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控股参

股等多种方式进行兼并重组，加快建立完

善的医药研发生态链。鼓励企业间产品管

线交易，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引导企业通过

产品管线交易合理优化领域布局。

最后，要加快国产医疗器械推广应用，

支持国产器械加速进入公立医院。一方面

制定高端医疗器械国产替代目标；另一

方面，积极营造使用国产品牌的氛围，加

快建立国产品牌应用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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