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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进入新世纪，生物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迸
发出惊人的活力。我国要实现基本形成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实现到
2015 年生物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比 2010年翻一番，工业增加值率显著提
升等目标，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在科研上，我国生物技术人才存在总体
数量不足、缺少尖端人才、产出原始性创新成
果和产品的创新创业人才少等问题。产业方
面，我国生物产业还存在行业管理机制不健
全、市场准入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科研与产
业结合不紧密、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
企业和具有创新活力的小企业群体等问题。

“在医疗市场，我们的增速达到了 30%

以上，是一些发达国家的 4 倍左右。但每百万
人医疗设备的占有率非常低。比如 CT，我们
可能是日本的 1/10，核磁共振可能是日本的
1/20。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程京指出。

这些挑战使以全球视野谋划生物技术创
新和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必由之路。专家强调，
必须把握全球经济一体化机遇，积极探索国
际合作新模式，推动全球生物技术、人才、资
本、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

万钢表示，要推动我国生物经济健康快
速发展，就必须以全球视野加强开放共享与
交流合作。

我 国 生 物 产 业 驶 入 快 车 道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中国科学院
日前发布的《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 2020年
的战略选择》报告指出，合成生物学已成为跨
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我国应加强合成生物
学技术和工程平台的建设，并结合农业、工
业、医药等应用领域的关键问题，布局若干战
略性重点研究方向。

《报告》指出，我国应重视以下 4 方面创
新研究：一是大片段 DNA 合成与拼接技术；

二是生物元件和模块的设计、改造与标准化；
三是底盘体系的构建；四是合成生物学的产
业应用技术。我国应通过支持重大研发项
目，建立标准化的元件、模块库和网络构建、
底盘体系调控数据库，形成平台共建、信息交
流、合作研究和成果共享的机制；通过建立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措施，引进、培养和锻炼更
多、更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队伍；改革考
核考评机制，注重工程技术的整合创新。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全国政协
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出席 2013 国际
生物经济大会时表示，我国将采取四大举
措加强生命科学的研究和生物技术的创
新，大力发展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生物能
源、生物制造和生物环保产业，实现生物技
术由技术积累向产业崛起的跨越。

一是加强规划引导，统筹协调国家科
技计划对生物技术的支持，以《生物产业发
展规划》和《“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
为指导，加强各类发展计划的协同支持。

二是加强政策激励，进一步改善生物
技术的发展环境。包括对于国家重点支持
研发的新药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审评机
制，加速推动新药的产业化；进一步强化技
术孵化、产品检验、技术服务等公共体系的
建设，大幅度降低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创
业成本等。

三是加强医疗资源的开放共享，促进
生物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建立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对外开放共享的
有效机制，加速推动生物技术的研发平台、

资源信息向企业、向社会开放，提供公共服
务；建立国家生物信息资源管理的办法，加
强生物信息资源的共享与管理等。

四是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高
素质、多层次的生物技术人才队伍。包括
鼓励生物技术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建立
联合的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增
强对于国际生物技术高端人才的引进与合
作；对于在科研和生产一线作出重要贡献
的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给予更
多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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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推动生物技术发展的 30 多年
来，一大批生物科技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建
成，治疗性疫苗与抗体等一批关键技术取
得突破，人用高致病性流感疫苗等一批创
新产品得到推广应用。

进入本世纪，生命科学呈现多点突破
的态势。前沿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物
技术发展的新浪潮，加速推动了生物技术
在农业、医药、能源等领域的应用。

尤其是近年来，在 973 计划、863 计
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强力支持下，我国生物技术在多个领
域全面开花。以杂交水稻为例，中国杂交
水稻平均增产 20%，在中国已经累计增产
稻谷 3500 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并已在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推广应用。

在重大新药创制上，据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办公室主任许倞介绍，截至 2012 年 12
月，我国累计获得新药证书 62 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品种约占三分之二，其中 1
类新药 12 个；获得专利授权 3000 余项，
制订各项标准 2200 项。

生物技术已成为我国最为活跃、最具
潜力，与国际顶尖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之
一。正如加拿大研究理事会副主席若曼·罗
姆斯基所评价：“我们也是非常认可中国作
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在生命科学方面里程碑
式的实践，而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物经
济以及医药研发活动方面的最佳地点。”

产业渐成支柱产业渐成支柱
“公司现在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30%左右。我们正从单纯的医疗设备加工厂向
全方位的医疗服务提供商转变，这也是行业总
体趋势。”在2013国际生物经济大会生物医药
展览现场，康泰医学系统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汤义告诉记者。

一大批生物经济领域企业，正合力推动
我国生物技术由技术积累向产业崛起跨越。
据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我
国一直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将生物技术作为科技发展的五个战略
重大产业；2009 年，国务院批准发布《促进生
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2010 年，国务
院将生物产业列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
略性新兴领域之一；2012 年，国务院印发《生
物产业发展规划》。

“当今中国，生物技术和产业已经形成了
政府高度重视、技术进步迅速、企业快速成
长、产业初具规模的良好局面。”万钢表示。

借力政策支持，生物产业正成为区域经
济发展引擎。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市市长黄兴
国介绍，2012 年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
到 755 亿元，增幅达 37%。天津正继续加快推
进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国际化发
展，建成国内领先的原料药生产基地、中药现
代化基地，干细胞产业化基地。

统计显示，我国生物产业化项目大幅增
加，生物产业产值以年均超过 22%的速度增
长。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
等产业初具规模，涌现了一批年销售额超过
100 亿元的大型企业和年销售额超过 10 亿
元的大品种，生物产业正逐步发展成为国民
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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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预付卡将建“黑名单”

本报北京6月26日讯 记者亢舒 赵登华报道：海
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 26 日在中国开放新阶段高
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的生
产和贸易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要谋划我国全
球价值链的布局，推动产业升级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

陈德铭表示，我国是从第一要素嵌入到全球价值链
的低端来发展经济，是随着发达国家的创新、设计、研发
来加工组装产品，而中低端的价值链分布格局使收益相
对较低；处在产业链的下游，承担的市场风险、环境代价
要比上游大；产品始终跟着别人的创新设计走，这不利于
自主创新，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本土品牌的诞生。

陈德铭说，要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和开展国际合作
的基础上，准确评价不同产品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
位、分工和竞争力。明确升级的目标和方向，努力突破关
键技术，增强营销能力，扩大技术、品牌、服务对出口的带
动作用。增强设计、研发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淀。加快
走出去的步伐，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巩固中国制造的同时，
推动中国研发和中国设计。通过产业的升级，实现全球
价值链的再分配。

他同时提出，应该营造有利于全球价值链拓展发展
的良好环境，推动多双边合作。多边协议是全球价值链
最佳的实践方式，当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市场在多边基础
上开放的时候，全球价值链的获益将更大，能进一步放大
贸易自由化对投资、生产以及就业的影响。应该把世贸
组织作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渠道，积极地推进多
哈回合谈判。

陈德铭认为，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目前全球还缺乏
统一的投资体制，国际间约有 3000 多个涉及双边投资
内容的协定，碎片化的投资规则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的
需要不相适应。应该认真思考构建一个具有更广泛效力
的多边投资规则。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

谋划我国全球价值链布局

自动化新技术“扎堆”亮相

6 月 25 日至 26 日，2013 国际生物经济大会在天津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生物

技术已成为国际研究开发的热点和产业发展的重点，竞争日趋激烈，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纷纷加强部署以抢占先机，生物产业对经济的影响不断扩大。在我国，生物技术已

成为最为活跃、最具潜力，与国际顶尖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之一。专家指出，推动我国生物

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未来必须以全球视野加强开放共享与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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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观众在北京展览馆一展台前观看 3D 打印

设备制出的产品。当日，2013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

化展览会在京举办。展会为期 3 天，将展示自动化领域

内的“新科技”、“新成就”。展会还将举办新技术论坛、新

产品发布等活动。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据新华社上海 6 月 26 日电 （记者吴宇） 记者从
26 日在此间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商业预付卡行业峰会上
了解到，为切实规范商业预付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我国
将对未备案或经常违规发卡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保
持高压态势。

据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巡视员、中国商业联合会预付
卡规范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温再兴介绍，今年初，商务部
会同监察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预
防腐败局等部门，赴北京、上海、山西等五省市，对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
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季
度，全国各地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对 265 家商业预付卡
发卡企业实施了行政处罚，其中，责令限期改正 260 家，
罚款 5家。

温再兴强调，备案管理是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
务管理的关键。截至 6月 14日，全国已有 29个省区市的
2373 家单用途预付卡发卡企业完成备案。据测算，目前
已备案企业的发卡金额约占全国发卡总金额的六成，仍
有相当数量应备案企业未履行备案手续。预计到今年
底，全国相关备案企业总数有望达到 4000家。

温再兴透露，针对电子商务企业发行虚拟预付卡以
及预付卡分销、代销等市场关切的问题，商务部目前正在
会同中国商业联合会等行业协会进行研究。商务部鼓励
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更多地使用保险等方式，保障预收
资金安全，盘活流动资金；同时与承担资金存管、履约保
证的金融机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预付卡规范工作委员会调
查，2012年，国内零售业预付卡发行规模约为 8626.27亿
元人民币，比 2011 年增长 17.38%。从行业看，住宿与餐
饮业发卡初具规模，生活服务业发卡较为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