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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

本版编辑 陈建辉 殷立春

连续 3 年，位列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
报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文化企业 30 强”；连
续 6 年，位居中国网游企业海外营收第一，
产品出口到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创立
于 2004 年的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如今已成为文化企业“走出去”的
一个标杆。

完美世界的发展“密匙”究竟是什么？
完美世界 CEO 萧泓坦言：“作为一家文化
企业，我们的发展引擎主要是科技创新；作
为一家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我们的主要
产品是一批中国风格的网络游戏；作为一
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我们的长远目标是
屹立于国际文化市场。”他说，“我们的梦想
是，为中国文化传播插上科技翅膀。”

网络游戏作为文化创意与高科技高度
融合的一种服务形式，以软件为基础，兼备
众多文化故事背景与娱乐因素。当中华民

族五千年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与网络游戏
这种载体相遇时，便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
应。完美世界从改编自《山海经》的第一款
游戏《完美世界》，到《赤壁》、《诛仙》和《笑
傲江湖》，无不力求“中国风格”，正是这一
点，受到国际玩家的高度认可。

完美世界成功的背后，科技创新发挥
了文化发展的引擎作用。依靠文化科技创
新方面的比较优势，完美世界在行业中率
先走出了国门。几年前，当《魔兽世界》等
3D 游戏主导国际网游市场主流的时候，我
国大部分游戏企业还在 2D 游戏领域同质
化竞争，而完美世界却凭借自主研发的
Angelica3D 游戏引擎走出国门，此后连续
推出《武林外传》、《诛仙》、《赤壁》、《笑傲江
湖》等 3D 网游大作。依靠强大的技术实
力，完美世界统筹运用 3D、2.5D 和 2D 三种
类型的 PC 网络游戏制作技术，在行业中

发展进退自如。
高速发展的完美世界一度也曾遭遇

“成长的烦恼”。面对日益膨胀的网络游
戏产业，人才的供给，特别是高级游戏策
划和开发人才的供给，始终无法赶上产业
迅速发展的步伐。完美世界如何穿越这
一难关？

萧泓说：“我们放眼全球，只要是技术过
硬的技术人才，都能为我所用。选才范围宽
了，有助于形成发展的新资源、新优势。”近
年来，完美世界在国外一些地区尝试进行人
才基地的打造。不久前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就共同打造东南亚互动娱乐人才基地达成
了协同创新的共识。与此同时，完美世界还
通过海外并购工作室等方式，在全球寻找优
秀的团队。2010 年以来，完美世界接连全
资收购日本和美国的2家公司，并获得美国
另一公司的控股权。如今这些工作室研发

出的产品，已展现出独特的竞争力。
完美世界从成立之初就认识到，一家

文化科技企业在海外的成功，对整个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帮助是有限的。2009 年，
完 美 世 界 因 此 提 出“ 抱 团 出 海 ”设 想 。
2012 年，完美世界支持国内网游企业进出
口的平台 PWIE（Perfect World Import
& Export Platform）正式推出，萧泓说：

“这个平台整合了完美世界的全球化资源，
对有心出海却限于资金和经验不足的中小
企业，助力巨大。”

“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实现文化强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萧泓分
析，2012 年 40 家中国网游企业原创的 177
款国产网游，海外出口销售收入为 5.7 亿
美元，中国网游正在成为中国文化产业走
出去的重要力量。

为中国文化传播插上科技翅膀
本报记者 钟云华 温宝臣

数据显示，从 2011 年到
2015 年，预计将有价值约 800
亿美元的药品专利过期，全球
已迎来仿制药产业热潮。作为
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我国仿
制药的市场规模也有望在两年
后接近5000亿美元。

“我们出口美国的拉莫三嗪片
上半年对公司的利润贡献约8000
万元。这一仿制药今年1月在全球
首获FDA认证，已占领美国40%
的市场份额。”华海药业副总兼董
事会秘书祝永华告诉记者。

这一成绩令业界震惊，因为
这是目前我国内地企业将仿制

药出口美国取得的最佳战绩。
由于拉莫三嗪片仿制难度极高，
国外一些医药巨头的申请都未
能通过 FDA 认证，我国企业却
异军突起，充分证实了我国仿制
药研发的巨大潜力。

李松表示：“我国仿制药应
当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积
极走出国门，谋取更大的市场。
这不仅能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由

原料药出口转向制剂出口，还能
倒逼企业以国际先进标准强化
创新。新药创制重大专项也将
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我国仿制
药走出去。”

我国仿制药企业在征战国
内外市场上雄心勃勃。可蛋糕
虽大，吃到嘴里也不容易。我国
制药企业参差不齐，一些创新能
力不足的企业较难研发出高质

量的仿制药。
吕爱峰透露，豪森也计划将

“昕维”申请FDA认证。同时，他
们也迫切希望国家在政策上能够
像发达国家一样给首仿药更大扶
持，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在美国，
首仿成功的企业能享受180天的
市场专营权，获得丰厚的利润。
法国也在近年出台相关政策力推
仿制药，仿制药处方比例从以前
的不足20%上升到60%以上。

“我们应适当减少一些同类
仿制药的审批，以避免重复仿制
及恶性竞争，打造一批仿制药精
品。”李松建议。

仿制药：带着“镣铐”的创新之舞
本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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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无锡陈保齐（化名）老
人被诊断出慢粒白血病。他的家人了
解到，一种名为甲磺酸伊马替尼的药
治疗此病很有效，可使患者10年生存
率达到85%-90%。“若用国外企业的原
研药，每年得花费近30万元，我们家
是有困难的。左右为难之际，我们听
说有国产仿制药——昕维（商品名），
疗效一样，一个月花费4000余元，基
本能承受。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昕维，
老人吃了一个月后，粒细胞数由14万
降到了3万多，趋向正常。”老人的女
儿陈女士颇感欣慰。

陈老先生服用的“昕维”是由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支持，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
的。实际上，仿制药已是全球医药市
场的主流。在北美和欧洲，大约有一
半的处方药都是仿制药。仿制药生产
绝非简单的“照着做”，而是要在原研
药专利的重重限制下进行创新突破，
还要确保在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与
原研药相同。相比其他相对自由的创
新活动，仿制药创新犹如带着“镣铐”
的舞蹈。

“国产药有没有替代伊马替尼
的？家里一位亲人病了急需，跑了很
多地方才找到，但价格太昂贵！听说
有种印度出的，价格便宜点，哪里能买
到啊？”这是 2011 年 6 月某医疗咨询
网站上一位网友的帖子。

记者连线西安市三甲医院西京医
院血液内科的住院医师代医生。她告
诉记者：“我们在门诊遇到过不少病人
以非法渠道购买过印度生产的甲磺酸
伊马替尼仿制药，价格便宜，但安全性
和有效性难以保证。患者对国产仿制
药的需求十分迫切。”

在人们对国产甲磺酸伊马替尼的
千呼万唤中，豪森在 2008年启动了酝
酿已久的行动——抢仿化合物专利将
于今年 4 月到期的格列卫（原研甲磺
酸伊马替尼制剂）。“越早研制出来，就
能帮助更多患者延长生命。”豪森研发
负责人吕爱峰说。

除了社会责任的驱使，要想实现
市场利益最大化，也需要尽早研制出
来，在与 20 余家企业的竞跑中争得

“首仿”。于是，他们果断组建专项研
发团队，前后投资几千万元，相当于一
般仿制药研发投入的 3 倍，重拳出击
开展攻关。

2012 年，因进展突出，项目获“重
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
持。“对于这种满足民生重大需求的药
物，专项在考察支持创新主体时，不仅
要看谁做得好，还要看谁做得快。”新
药专项责任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教
授李松表示。

国家的支持让豪森备受鼓舞，他
们不断加快研发步伐。今年 7 月，豪
森终于仿制出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剂，
经第三方权威机构的人体生物等效性
临床实验研究，以及国家药监局药品
认证管理中心专项核查，获得了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首仿新药证
书和生产批件，不负众望赢得了这场
实属不易的赛跑。

一个“仿”字，让一些人产生
了对质量和创新性的疑虑。吕
爱峰向记者点出了仿制药的门
道。对原研药而言，其化合物
结构受严密的专利保护，仿制
者稍有逾越即可能造成侵权，
这块“坚冰”只能靠专利过期自
己融化。而原研药企业往往还
会在化合物晶型、路线、合成工
艺等方面申请一系列专利，在

“坚冰”融化后，继续保护自身
利益，当然这些专利相对容易

“撬动”。
豪森瞄准晶型作为突破点，

开发出有别于原研药的晶型并
非特别困难，难的是既要有区
别，还要保持与原研药等同的稳
定性、生物利用度和疗效。这也
是摆在豪森研发团队面前的巨
大难题。

研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
利，辛苦研制的新晶型要么提纯
效果不理想，难保品质；要么不

稳定，容易向原研药晶型衍变，
碰壁已有专利。整个过程中，为
了实现创新，必须敢于突破大胆
尝试；为了规避侵权，又要时刻
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的确确
是带着“镣铐”的创新之舞。加
上争做“首仿”的时间压力，说其
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创新之战也
不为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
攻关，豪森终于研发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晶型，并开发出适合
放大生产的工艺路线，确保了“昕
维”的顺利诞生。“昕维”彰显了豪
森不俗的“仿创”能力，这对企业
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深远影
响。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豪森
历经10年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靶向抗肿瘤新药——甲磺酸
氟马替尼将于明年推出。这一与

“昕维”针对同一疾病的创新药的
加速诞生，与通过“仿创”获得的
积淀难舍难分。

在赛车中，一进入弯道，最

扣人心弦。

原来领先的有可能在此时

落后，而此前落后的则有可能实

现赶超。全球仿制药产业热潮，

让我国生物医药企业驶入一个

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弯道。借仿

制药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已是智

慧之选。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企业

散、小、弱，大多停留在产业链低

端的原料药和中间体生产，制剂

生产因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成为

软肋。在仿制药生产过程中，一

方面可直接对标国际，为制剂生

产学习经验，积累实力；另一方

面能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倒逼企

业提高制剂自主创新能力，实现

转型升级。

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大量

制造仿制药,到本世纪初就实现本

国一半药品以上(大部分为仿制药)

供出口,直至成为全球药品出口大

国；我国华海药业在10年前还是

单一的原料药公司，通过紧握仿制

药发展机遇，现在每年能向FDA

申报 10 多个制剂品种。大到国

家，小到企业，仿制药已成为医药

产业转型升级之捷径。

仿制药开发一般有两种，一

种是企业瞄准核心专利快要到

期的原研药，提前几年立项攻

关，一旦专利到期，立即推出仿

制药品；还有一种，就是原研药

公司意识到即将面临“专利悬

崖”，为了不让其他企业抢得先

机，会授权给自己旗下的仿制企

业或其他企业进行仿制。

在仿制药竞争“弯道”上，除

了小企业为了争得“首仿”马不停

蹄外，很多创新药巨头也纷纷发

力，积极收购仿制药公司，或建立

仿制药基地。全球知名药企诺华

公司就计划近年在中山市打造国

内最大的仿制药品生产基地。

要想在激烈竞争中取胜，用

好知识产权至为重要。倘若对

原研药专利研究不足，不仅难以

仿制出高质量药品，还有可能造

成专利侵权，就连仿制药巨头都

难免“失足”。仿制药名企以色

列梯瓦制药和印度太阳药业就

曾因仿制畅销药潘妥洛克受到

辉瑞公司的专利侵权指控，不得

不送上不菲的赔偿金。良好的

知识产权分析及运用能力，不仅

能够让科研事半功倍，还能有效

规避侵权，为自己的创新成果

穿上坚实铠甲。

总之，对于我国医药企业

而言，弯道超车，机遇难得；转

型升级，时不我待。

“弯道超车”谋转型
□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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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感言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一项斗智斗勇的创新

一颗征战市场的雄心

新数据

“海归”人才科研产出最高

本报讯 记者杜铭报道：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其
他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爱思唯尔集团日前公布的报告
显示，在中国，与其他三种国内外流动人才群体相比，

“海归”即出国后回国的科研工作者，科研产出最高。
该报告基于爱思唯尔 Scopus 电子数据库进行研

究。此数据库收录了从 1823 年至今约 7000 到 8000
种各类国际期刊数据，涉及全球范围内 3000 万作
者。报告根据论文作者的资历、产出取平均标准分数
为 1 分，然后根据不同水平打分。结果显示，研究者的
相对生产率（即相对于平均水平的科研成果产出）最高
的是“海归”这一群体。他们的相对生产率高达 2.25，
而“人才外流”、“海归外流”和“人才流入”的相对生产
率分别为 0.92、1.18和 1.34。

新成果

我国掌握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技术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在“十二五”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我国自主研发了完整的配电网自愈控制
核心技术和装备，建立了适用于我国不同区域条件与
技术特征的配电网自愈控制技术体系和含分布式电源
的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仿真测试平台。

目前，相关技术成果已在广州金融高新区配电网
开展了工程应用实践，下一步还将在南方电网覆盖的高
可靠性地区推广应用。这将大幅提高南方地区供电可
靠性水平和配电网运行维护能力，对我国城镇配电网建
设和改造、用户侧分布式能源接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进展

国产有源滤波装置出口澳洲

本报讯 由上海追日电气公司自主研发的 ZAPF
型模块化有源电力滤波装置近期出口澳大利亚，这标
志着我国在有源滤波高新技术领域从依赖进口到打破
西方电气巨头垄断，继而进入向发达国家市场输出产
品的新阶段。

据介绍，有源滤波技术对于保障常规电网乃至智
能电网的安全、高效运行的重要意义正在日益显现。通
过自主研发，追日电气的有源滤波装置在控制程序、系
统匹配、可靠性、核心零部件等核心技术领域已走在了
世界前列，产品的关键指标已超越几大国际知名品牌产
品，且价格仅相当于进口设备的1/2-1/5。 （周 韦）

左图为豪森药业质量研究中心。

下图为江苏豪森医药研究院。

图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作人员在演示由该校

研发的农业远程专家系统。专家通过该网络可以远

程指导农民作业，及时解决问题。农户和专家也可

在办公室利用系统随时了解田间作物的生长数据。

这些数据还被传到质量监督机构，便于安全生产监

督和掌控标准化生产情况。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图为追日电气工作人员在做产品出厂前检测。

秦明军摄

新系统

西北农林科大研发出农业远程专家系统

新观点

我国重大装备大部分仍处于仿制阶段

本报讯 记者刘松柏报道：在近日举行的四川省·
中科院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成果对接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顾国彪直言，我国重大装备虽有很大进步，但大部
分仍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顾国彪表示，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周期长，常常需要
20至30年，如果没有长期、稳定、完备的人才队伍，是无
法完成的。现在的院企结合并不理想，不应该仅是某些
项目的短时间结合，而应该是两个体系的完整结合。

顾国彪指出，现在学界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盲目
追求论文，大量学术成果停留在纸面上，很可惜。他认
为，在科研阶段就应该有产业化的考虑，不要止步于纸
面上的突破，要学以致用、造福于民，这才是学术的真
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