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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虚拟身份推广虚拟身份

公安部确认将签发网络身份证公安部确认将签发网络身份证

独立于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之外的“公安
部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日前已通过国家
密码管理局的安全审查，开始向公民签发
eID（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通过推广虚
拟身份，避免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

据介绍，eID 的加密算法在理论上是不
可破解的，即使被读出，也只是没有意义的
字符串，这样公民在进行网络信息注册或网
上商业行为时，就不需要明确的个人信息，
出示 eID 即可。用户将来也无需再记忆越
来越多的账号和密码，从而享受 eID 的“一
次签发、各处使用”的安全和便捷的服务。

无线充电技术实现突破无线充电技术实现突破

未来未来WiFiWiFi网络可为手机充电网络可为手机充电

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华盛顿
大学成功研发了利用 WiFi网络给硬件设备
充电的技术，在大约 10 米的 WiFi 覆盖距离
内成功给数码相机等设备充满电，未来有望
利用这一技术给手机充电。

该团队研发的“WiFi 供电系统”包括两
个组成部分：WiFi 接入点（路由器）和定制
的充电传感器，可以让 WiFi 路由器成为一
个供电电源，与此同时也能完成数据传输，
实现电能传输和数据传输互不干扰。

无人机新用途无人机新用途

无人机应用于保护热带雨林无人机应用于保护热带雨林

位 于 秘 鲁 的 亚 马 逊 流 域 保 护 协 会
（Amazon Basin Conservation Associa-
tion）日前开始利用定制的无人机来搜查境
内是否有人在亚马逊丛林从事非法伐木和
开采活动，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保护数千英亩
雨林的生态安全。

协会的工作人员会通过卫星图片分析
出可能出现非法伐木和开采的地点，然后派
出无人机飞往这些 GPS 坐标地点，并在云
层下方停留进行观察，以确定该地是否有非
法伐木和开采的现象。

来自太空的互联网接入来自太空的互联网接入

SpaceXSpaceX申请建设太空互联网申请建设太空互联网

据报道，美国民用航天公司 SpaceX 已
经向美联邦政府提出申请，计划发射 4000
颗小型廉价卫星，向全球各地传送高速上网
信号，甚至可以覆盖最偏远的地区。倘若能
够成功，SpaceX 就将从一家单纯的火箭公
司转型为大型高速上网服务提供商，这不仅
会在发达国家挑战大型企业，还有望从数十
亿尚未触网的人中吸收很多新客户。

SpaceX 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通过大
批卫星共同发射信号的效率更高。与利用
少数难以替代的大型设备来部署的项目相
比，该计划的成本也将得以降低。

沙盒游戏风靡世界沙盒游戏风靡世界

微软斥资微软斥资2525亿收购亿收购《《我的世界我的世界》》

微软在不久前斥资 25 亿美元，收购瑞
典沙盒游戏《我的世界》游戏开发商——
Mojang工作室。这款游戏像是一款虚拟平
台的乐高积木，玩家首先需要挖掘原材料，
然后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游戏中提供了无
限的建筑元素和原材料、各种各样的实用工
具，用户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来打造自己的
理想城堡。在许多人眼中，如今的《我的世
界》几乎已经成为 21世纪的《超级马里奥》。

“ 我 们 看 似 医 药 大 国 ， 实 则 医 药 弱
国。”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采访时，
所长蒋华良对中国药业现状的评判令人心
惊。我国 4700 余家药企中，2013 年前十
强的销售额约 73.8 亿美元、利润约 15.6 亿
美元，而当年国际药企前十强的销售额和
利润分别是我们的 45 倍和 82 倍。造成这
种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产原创药稀
缺，目前国产药中仿制药比例高达 96%，
新药市场被国际大公司产品垄断，“国际
大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创新药物，仿制药
赚不了钱。”

不足虽然明显，但机会也同样巨大。
“随着社会财富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人们
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和支付能力不断提高，
已有药物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大健康行
业必将诞生几个世界级制药企业。”蒋华
良表示，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以上海药物
所为主体的“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已
在沪筹建，正用制度创新激励成果创新和
成果转化，让高附加值的原创新药上市提
速。“我们正根据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目
标是用创新链升级产业链，服务国民经济
主战场。”

原创，让新药传遍神州

原创新药的稀缺，与它的创制难度成
正比。新药尤其是首创药研发是一个昂
贵、漫长、耗费大量资源且高风险的过
程。“10 亿美元，15 年时间，九成失败
率”是 10 年前人们常说的单个新药平均
研发成本，近几年该成本还在急剧上升，
花费几十亿甚至百亿美元才能研制出一种
新药，如今已不算新闻。

但原创新药的无限潜力，也恰恰自艰
难中磨砺而来。上海药物所原创新药“丹
参多酚酸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992年，在上海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
的宣利江接到导师徐亚明布置的研究任
务：寻找和发现丹参水溶性的有效成分。

作为传统活血化瘀中药，丹参被用于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缺血性中风等疾
病。对丹参水溶性成分的研究，是为了找
到丹参保护心脑血管的物质基础。

当时，大家都认为水溶性酚酸类化合
物可能是其有效成分，宣利江等经过 3 年
研究发现，丹参水溶性成分的多酚酸类化
合物，不是酸而是盐，而且包含非常罕见
的镁盐。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接着，上
海药物所研究员王逸平领导心血管药理组
对镁盐的药理活性做进一步研究确认：以
丹参乙酸镁为主要成分的多酚酸盐，就是
丹参中最重要的水溶性有效成分。

“把新的标准建立起来，是制药的灵
魂。”王逸平说，“这个发现颠覆了当时丹
参的制药标准。”

在此基础上，他们以丹参乙酸镁为核
心来研制丹参新制剂，“明确”成为研究
团队的工作核心。

“中药是很好的东西，但成分复杂，
到底什么成分起作用，往往说不清。”为
了“说清”丹参，博士毕业留所工作的宣
利江，艰苦细致地分离了丹参中所有含量

在千分之一以上的活性成分。
王逸平课题组则明确了其作用机理。

具有明确结构的丹参乙酸镁等成分在人体
发生作用的机制、代谢过程和药效的关
系，被他们揭示出来。

经历多次摸索后，一条具有专利技术
的工艺路线最终于 1999 年建立。该工艺
获得的丹参提取物中，丹参乙酸镁含量超
过 80%，其余成分则是同样具有保护心血
管系统功效的丹参乙酸镁同系物。

2000 年，丹参多酚酸盐开始成果转
化之路，经过临床试验和新药审批后，于
2006 年上市。刚刚进入市场，就经历了
2008 年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中药注射剂安
全性事件的冲击。成分明确、质量可控、
疗效显著、使用安全的丹参多酚酸盐，恰
好未雨绸缪地解决了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
隐患，迅速站稳脚跟并占领了市场，销售
额从 2011 年 12 亿元，2012 年 25 亿元，
2013年 35亿元，一路飙升到 2014年的 46
亿元，已累计超过 120 亿元，惠及 700 多
万患者，成为近 10 年中国内市场药物单
品增长最快的一种。

科技，让企业扎根大地

如果说，丹参多酚酸盐现在的市场爆
发充分说明了原创新药的潜力，那么它在
成果转化时曾遭到的冷遇，无疑也说明了
新药想进入市场是何等艰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至今还记得当初
推广该药时的为难。“1999 年我是上海药
物所副所长，丹参多酚酸盐是当时所里最
好的项目，想转化，却一年多卖不出去。”

他们给这个项目定价 1000 万元，开始
想转让给国企，但上海的几家药企不肯问
津，仅有意向的一家也只愿出价 450万。

辗转一年有余，绿谷集团董事长吕松
涛听说了这个项目。“当时有人跟我说，
这么高的价格，一定不能买。我说，中国
科学家都非常实在，经常把价格喊低了，
当时一个中医老药方都喊出几百万，这是
上海药物所最好的新药，为什么不能买？”

吕松涛毫不犹豫地买下这个项目，并
斥资成立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将新公
司部分股份回赠上海药物所，以保持长期
合作。

在很多企业热衷于赚快钱的时代，他

为何会对动辄需要 10 至 20 年开发周期的
新药创制项目感兴趣？

“跟上海药物所合作之前，我做过很
多生意，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像站在浮冰
上一样。”吕松涛说，“我要找到坚实的大
地，让企业站住，不是做一个木桩，而是
做一棵扎根大地的树。”

丹参多酚酸盐的成功，让吕松涛体会
到科技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巨大作用，也让
他进一步加深与上海药物所的合作。如
今，绿谷和上海药物所联合建立的新药研
发管线已近 20 个，其中合作开发的抗老
年痴呆候选新药 971 已经进入三期临床试
验，前景看好。

如今，绿谷制药用每年工业回款的
20%至 25％投入研发，与上海药物所合作
建立了绿谷研究院，一支专业的国际化人
才队伍正在形成。创新链对产业链的升级
作用，也在绿谷制药近几年的迅猛发展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

共识，让百姓用上好药

上海药物所的联姻对象，远不止绿谷
集团。上药集团、恒瑞医药、复星医药
⋯⋯近 5 年来，上海药物所已经为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 1000 余项，完成了 110 余项
一类新药的临床前研究。

“做老百姓吃得起的新药、好药，是
上海药物所人的共识。我们会寻求能达成
共识的企业来合作。”蒋华良说。

为了贯彻这个共识，加速新药成果转
化，上海药物所正在进行一场贯通创新链
与产业链的变革。

基础研究如是。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 是国际上

最新研究热点，其结构可为新药研发指明
方向。2011 年回国后，上海药物所研究
员 吴 蓓 丽 解 析 出 一 个 名 为 “CCR5” 的
GPCR 结构，它是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细
胞的突破口。如果仅作基础研究，吴蓓丽
可以结束这个项目，转而解析下一个 GP-
CR。但她继续与所里其他药物研发专家
合作，获得了一种新化合物，在抗击艾滋
病病毒活性上比已上市的药物更好。“现
在我们所的基础研究都以疾病为导向，以
药物研发为核心。”吴蓓丽说。

行政管理如是。

为建立以“出新药”为目标的创新药
物研发综合性技术平台，上海药物所进行
了“大改造”——取消科研处、开发处，
代之以运营管理部、研究发展部、法务商
务部，新建知识产权事务处、成果转移转
化处等部门。根据新的人才配置方案，原
本以研究人员为主的格局被打破，技术支
撑人员比例在创新研究院高达 50%，法务
商务人才也将占 5%。为鼓励科研人员创
业，药物所还设计了科研岗位与创业岗位
相结合的人事管理“双轨制”。

副所长叶阳说，药物所牵头筹建的药
物创新研究院，就是要在已有基础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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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我国医药产业链。

交流合作亦如是。
蒋华良透露，药物创新研究院将联合

16 个中科院内研究所新药研发相关力量，
包括拥有以昆明植物所、昆明动物所、成
都生物所、西双版纳植物园为代表的具有
丰富动植物资源的西南分部，并在新疆理
化所、西北高原所、兰州化物所等西北分
部设置民族药研发中心。“处于偏远地区
的研究所可以利用我们的研发平台，我们
可以共享他们的资源，新药研发效率大为
提高。”

抗肺动脉高压候选新药 TPN171 就是
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款候选新药是化学、
计算、生物等各专业研究人员紧密合作，
综合分析了国产中草药淫羊藿中的有效成
分后，经过结构改造修饰得到的新结构类
型化合物。“肺动脉高压的一线口服治疗
药物，一个月要 2 万元，还有较大肝脏毒
性。我们研发的候选新药 TPN171，一个
月只需 1000 元药费，而且副作用小。”研
究员沈敬山介绍说。目前，该药已上报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审中心审
评中。

近五年来，我国医药工业产品平均增
速 20.1%，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 4.5 个
百分点。2008 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
项”启动时医药工业主营收入过百亿的企
业仅有两家，2014 年 6 月，收入达 100 亿
元有 11 家，其中跨过 400 亿元大关的企
业有两家。

新药创制，正在促使我国医药产业实
现由仿制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性
转变。

曾经是最好的项目，想转化，却一年多卖不出去。而最终选择这个项目的企业由此站上了新药创制高点——

用创新链升级产业链
本报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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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往往用肉眼看未来

的产业机会，而科学家具备雷达

功能，研究方向更有前瞻性，这

是企业家不具备的。因此，让有

定力的企业家与有眼光的科学

家展开合作，必将演绎成为一个

又一个创新成果顺利转化的现

实样本。

左图左图：：上海药物所与绿谷集团合作上海药物所与绿谷集团合作

建立的绿谷研究院中建立的绿谷研究院中，，研究人员正在实研究人员正在实

验室工作验室工作。。

右图右图：：上海药物所的研究生正在实上海药物所的研究生正在实

验室做实验验室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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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求创新，不是要你偷人才。”格

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最近有点烦，而上面

这句话直接点出了缘由：去年一年格力有

600 多名技术人员被挖走，被挖人的速度已

经超过了培养人的速度。

为了留住人才，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清楚创新

型人才需要什么。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高

的薪酬、更好的待遇，但“钱不是万能的”，

单纯物质手段起到的或许只是防御作用。

他们还会追求自我价值的提升和成长的空

间，对于企业来说，就不妨针对创新型人才

的需求筑牢围墙。

靠合理配置“筑墙”。简单点说，就是

把合适的人放在关键的职位或项目上，确

保他们的能力、兴趣与职位或项目的战略

目标一致，努力营造想干事的人有事干、能

干事的人干成事的环境。当然，在这个过

程中，难免会出现职位重新配置的问题，企

业需保持开放的心态，尽量让组织结构扁

平化，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员工共同探讨重

新配置职位的可能性，让创新型人才觉得

有用武之地。随着“80 后”、“90 后”成为职

场中坚力量，他们更倾向于在达成某个目

标之后尝试新的挑战，企业应正视他们的

诉求，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调配，使企业与

人才两大主体的成长节奏合拍。

靠企业文化“筑墙”。除了渴望保有个

性，创新型人才还希望从企业文化和价值

观中找到自我认同。可以说，优秀的企业

文化有助于拴住人心，明智的企业也往往

会让员工的热情与企业追求的目标保持一

致。但是，企业文化需要通俗化的表达，这

样才能拉近与创新型人才的距离，在内心

形成有效共鸣。阿里巴巴将员工称作“店

小二”，又提倡员工在面对顾客时采用化

名，就是一种企业文化的通俗表达，也借此

促成了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心态。

靠职业上升空间“筑墙”。企业应为创

新型人才规划好职业生涯，让他们看到在

本企业内既能纵向提高、又能横向历练，是

留住人才的最好方法。为此，不少企业依

靠提供全面培训和系统学习赢得了创新型

人才的“芳心”。

其实，还有一个招数更能让创新型人

才实实在在看到职业上升的空间，那就是

倡导内部创业。当今时代呼唤“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掌握着核心技术、具有

较强研发能力的创新型人才自然是创业大

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还在为别人打

工的创新型人才或许早已萌生了自己干的

念头。既然如此，企业不妨提倡内部创

业，让他们在熟悉的领域、熟悉的环境就

能实现创业的梦想。更何况，对于创新型

人才而言，内部创业的风险比辞职单干来

得小，他们似乎也就没有理由说服自己

“出走”了。

较优厚的待遇可以解决人才的后顾之

忧，让他们安心工作。所以，企业也不能吝

啬在薪酬和及时奖励上的投入，否则只会

将创新型人才推送给竞争对手。

所谓“小老板经营事，大老板经营人”，

无论上述哪一个留人招数，其实都在考验

着企业领导层的综合能力。

用心赢得创新型人才“芳心”
牛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