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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响

应浦东开发开放“科技先行”的号召，从繁华的浦西迁至浦东尚是一

片荒芜的张江地区，一批科学家成为浦东最初的科研“拓荒者”。 

  而今，“张江药谷”是中国创新浓度最高的地区，共有 7 个一类

新药获批上市，占全国总量的 15%，创新药产业规模占上海全市 46%。 

  “今天，上海药物所的目标已经转变为做面向创新药的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药物所研究员蒋华良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在新药创制上，中国的基础研究尚且薄弱，更需要科研机构、

医院临床、企业等各方力量的融合合作。 

  在蒋华良看来，中国原研药基础研究薄弱主要体现在原创技术、

理论的不足，而科研机构恰恰应是做原创技术和理论的主力军。 

  “在很长时间内，国内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都止于发表论文，没

有深入下去，”蒋华良指出，研究进一步深入需要与产业相结合，“企

业通常无法去做最原始的理论和技术研究，但企业站在产业前沿，对

基础理论和技术应向什么方向发展最为敏锐，这是互不可缺的关系。” 

  不仅如此，产业与科研的紧密融合更加有助于形成创新的良性循

环。“一方面，企业在产业驱动下有能力聚集科研人才，有更强的意

愿与科研机构合作，或投资设立研究所促进基础研究；另一方面，科

研机构有机会把握正确方向，深耕创新领域，助力产业进步。”蒋华



良说。 

  因此他认为，在发展创新药的道路上，一个地区应实现科研与产

业并进。“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大型企业，不仅可在需求上倒逼科研进

步，资金上反哺基础科研，同时可有目标地培养科研人才，如为高校

学生提供新型治疗方式的研发实验机会等，因为有些实验十分昂贵，

仅凭科研院所力量是难以普及的。” 

  反之，原创基础研究的发展可以加速企业创新药研制，使企业掌

握核心竞争力，让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真正崛起。 

  蒋华良提醒，上海拥有最先进、种类最全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和新

药研发平台，基础研究力量强，科创成果多，但作为创新策源地，如

何进一步做好科创空间布局，在寸土寸金之地给予创新药更多的产业

化机会，培育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医药企业，也是发展原始创新的

题中之义。 

  “在上海，什么力量都可以找到，都可以组合起来，这是上海做

创新药的一大优势，”蒋华良说，在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中，科研机

构能够回归面向新药创制的原创理论与技术研究，将最重要的基础科

研环节夯实，同时也能与药物研发紧密结合，共同发掘原创靶点、研

制原创新药。 

  他坦言，中国创新药的发展起步较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

行知识产权保护、设立“1035 工程”开始，到“十一五”期间成为国家重

大专项，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着力发展，如今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已

经比较完善，产业也开始从模仿型创新逐步走向原创新药。 



  蒋华良表示，做创新药基础研究亦是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艰

难考验。一是科研机构应破除体制机制壁垒，以解决重要关键科学问

题而非发表论文为导向，给予原始创新包容的环境，“因为原创科学

本身就是围绕一个目标无数次试错的过程”。 

  此外，这个时代更应当尊重敢于试错、甘坐冷板凳的科学精神，

“这其中，国家的支持，政策的导向十分重要，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即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蒋华良说，我相信再埋头苦干二十年，

中国的“创新药”一定能够取得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