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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上海药物所鼓励科研人员创业，让产业“反哺”科研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最近，一股热情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心里涌动--

要不要去创业？ 

  作为我国新药创制的“国家队”，药物所一直是我国医药产业的

创新源头。以课题组承接项目的方式做科研，已成为这里科研人员的

习惯。不过，这个习惯正在被当下的创新大势所改变：随着生物医药

产业链不断细分，对技术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更多“技术高手”直接

参与到市场中，通过创业为产业升级输送新鲜血液。 

  一场变革在悄然展开。去年底，中国科学院决定让药物所筹建“中

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构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过创新链

升级产业链”的大团队协作创新体系；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将技术及

时向市场转化，尽快让产业“反哺”科研。 

  12 年来，药物所带动了张江“药谷”的崛起。如今，它将再次“创

业”，让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   

创新元素依据重大疾病重组 

  自 2003 年搬迁到张江，以药物所为龙头，张江形成了“一所（药

物所）+一校（上海中医药大学）+几十个研发中心”的新药研发格局，

“药谷”迅速崛起。此后，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产值急剧增长。 



  伴随外部产业链的完善与发展，一场与创新赛跑的“科研变革”，

在药物所悄然酝酿。药物所所长蒋华良说，从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

到临床试验直至新药投产，创新药物的产业链很长，课题组长负责制

的科研组织形态更适用于较纯粹的基础研究，而药物研发则更需要大

团队协作、打通上下游各技术瓶颈的创新方式。更明了地说，新药研

发需要围绕一个目标，由很多科研人员一棒接一棒地传递下去，“我

们希望将药物创新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药物创新中心”。 

  早在十年前，药物所就开始尝试以肿瘤、代谢性疾病、神经退行

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牵头，尝试整合所内课题组资源，不

断完善药物研发创新链。“只要到所里转转，就可以找到药物筛选、

药物代谢、药物制剂等几乎所有新药研发所需的技术支持。”副所长

叶阳说，去年，中科院决定由药物所牵头筹建药物创新研究院，就是

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从源头创新、技术研发，到新药创制、成果转移转

化的新药研发创新链，由此带动、优化和提升我国医药工业产业链。   

创业激活每个“可产业化细胞” 

  让产业“反哺”科研，鼓励科研人员创业，是新的科研体系的一

大突破。 

  蒋华良认为，让科学家带着成果，在市场中探索，激活每一个“可

产业化细胞”，将更有利于带动中国医药产业升级。美国的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最强，就是因为有很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教授出来办企业，再

由擅长组织临床试验、销售渠道的大公司收购，实现了大量创新科研

成果的快速转化。 



  在政策引导下，药物制剂研究中心甘勇研究员及所内的多名科学

家，已开始尝试注册公司。 

  “乳剂的产业化制备核心技术过去只有国外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掌

握。国内一家著名制药公司曾以为只要进口了全套设备，就能解决技

术问题，可投资 2 亿多元，花了五六年也没成功。”甘勇说，如今制

剂中心已掌握了该项核心技术，可以打通中试和生产环节，他有信心

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以产业化中心为代表的新公司中，

药物创新研究院占股 10%，这为今后“反哺”做好铺垫。 

  蒋华良说，目前创新研究院来自企业和市场的经费约占总经费的

1/3，到 2030 年，这一来源的经费将超过 60%。同时，他们有信心发

展出若干家产值超亿元的医药企业。 

  制度突破为创新活力“松绑” 

  几个月前，因为在知识产权上的出色工作，张容霞从原先课题组

调到了所里的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处长关树宏说，这是药物所增强知

识产权力量的第一步。为了适应新的科研创新形式，在未来的药物创

新研究院里，科研处、开发处等传统行政部门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

是运营管理部、法务商务部，知识产权事务处、合作与成果转化处等

新的管理部门。 

  “从前，研究所申请专利，质量好坏全看代理公司的水平高低。

今后，我们要自己把关。”张容霞刚来不久，就帮某课题组做出了一

个高质量的专利申请，“今后我们还要将专利梳理一下，哪些该放弃、

哪些有转化价值，尽量从中挖掘价值。” 



  根据新的人才配置方案，原先一直以研究人员为主的格局被打破，

为了让新药成果更快转化，技术支撑人员比例在创新研究院高达 50%，

而法务商务人才也将占 5%。 

  去年年底，药物所成为“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

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单位，获得了更多突破现有制度的尝试机会。成

果转化后收益不用上缴国库，个人最高可获得 50%，研究所也可从中

获得更多经费，用来运营专业科技支撑、服务队伍，而研发团队也可

将更多收益作为后续科研经费留存——这一系列新尝试，让科学家看

到了“产业反哺科研”更为明亮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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