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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问药”海洋
本报记者 杜 铭

近年来，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占 GDP 的比

重呈上升趋势，有望成为海洋经济新引擎——

河豚毒素的毒性相当于氰化钠的
1000 多倍，但河豚毒素却能“以毒攻
毒”，对戒毒有着神奇的疗效，极具新
药开发价值。2014 年，由国家海洋局
第三海洋研究所与厦门朝阳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替曲朵辛（河豚
毒素）”注射剂获准进入Ⅱ、Ⅲ期临床
试验。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副司长辛红
梅告诉记者：“该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
一类海洋新药。”

我国古代先民就有向自然界“求医
问药”的智慧，随着开发利用海洋的脚
步，人类将目光投向了这片深邃的蔚蓝
色，将未来攻克疑难杂症的希望寄托在
海洋生物医药的研发上。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承载
起 造 福 人 类 、引 领 海 洋 经 济 增 长 的
重托。

发展格局初具雏形

“近 10 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
业增加值已从 2005 年的 17 亿元增长
至 2014 年 的 258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27.8%，占 GDP 的比重也呈迅速上升
态势。”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福建海
洋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峰 会 上 ，辛 红 梅 表
示，我国海洋生物产业已经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

辛红梅说，我国海洋医药与生物制
品产业具有坚实的资源基础，海洋生物
遗传资源多样性丰富，水产养殖发展良
好。自 1990 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第
一渔业大国、第一水产养殖大国，海水
养殖产量占全球 60%以上。

除了“替曲朵辛（河豚毒素）”注射
剂外，我国已经培育出一批市场竞争力
强的重大海洋产品：海洋生物抗病毒
国家二类新药“藻糖蛋白”已进入Ⅲ
期临床试验，有望获国家新药证书；
早期肾损伤诊断试剂盒突破了国内
人体医学诊断行业的重大技术瓶颈
和产品国外垄断；国内首个鱼用活疫
苗通过海洋兽药注册；壳聚糖类骨钉
产品等一批生物相容性良好的海洋生
物材料制品广受市场好评。

与此同时，海洋生物产业的集聚发
展态势也初步形成，形成广州、湛江、厦
门、舟山、青岛、烟台、威海和天津 8 个
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上海临
港、江苏大丰、福建诏安、大连 4 个科技
兴海产业示范基地；初步形成以广州、
深圳为核心的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
业集群和福建闽南海洋生物医药与制
品集聚区等。

虽然发展步子迈得很快，但是海
洋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的 块 头 还 不 够 大 。
2013 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

2 万亿元，但其中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
占比很小。

创新不足成产业软肋

“通常从1万多种化合物中，仅能找
到1种具有药用价值的。”中国海洋大学
医药学院副院长吕志华说，海洋生物医药
的研发是个“万里挑一”的艰苦过程。
1998年，她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开始从
海藻中提取成分，研制治疗老年痴呆症的
药物；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该药已进入Ⅲ
期临床试验阶段。这种“十年磨一剑”的
过程，对于新药研制来说是家常便饭。

“从发现到提取药物成分，再经过
反复试验观察疗效和副作用，新药的研
制过程十分漫长，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和失败风险。然而，一旦新药研制成
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
非常可观的。”吕志华说，但是我国企业
对研发创新药的投入不够，主要以生产
仿制药为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
也指出，尽管 2011 年我国医药产业已
位居世界第 2 位，预计到 2020 年将跃
居世界第 1 位，但我国是一个“仿制大
国”、国际市场弱国，面临着产业环境不
健康等诸多问题。

“我国海洋药物研究始于20世纪70
年代，存在科技链不畅、成果转移受阻、
转化率低等问题。国外技术产业化率达
到30%，而我国仅为5%。”吕志华说。

为了让科技成果转化顺畅起来，
2014 年中国海洋大学开始搭建海洋
生物医药技术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平
台，将海洋药物研究上游的半成熟实
验室成果，经工程技术开发，实现产
业化转化。

辛红梅表示，我国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尚未形成，海洋生物科技创新与
国外和陆地对比还有差距，平台建设
等产业创新支撑体系还比较薄弱；海
洋生物龙头企业相对较少，与小微企
业 互 补 不 足 ，产 业 生 态 还 未 建 立 完
善；资源调查、评估和保护不够，海洋
生物资源的独特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经济开发区中“有海洋特色的生物产
业”聚焦不够，距离建设海洋强国的
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下一步，我国将推动形成若干具
有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重大海
洋产品，占领海洋生物产业链高端；打
造上下游协调、相互促进的产业链，打
造若干百亿元新兴产业群；形成一批产
值超百亿元的海洋园区，建成一批产业
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构建海洋生物产业
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形成产业可持续的
支撑和引领能力。”辛红梅说。

“180 元/亩/年，200 元/亩/年”，7 月 7 日上午，青岛西
海岸新区国际海洋产权交易中心的大屏幕上，竞拍数字轮
番 上 升 、扣 人 心 弦 。 最 终 ，编 号 为 YY2015001、
YY2015002 的两宗海域使用权分别以 210 元/亩/年、205
元/亩/年挂牌成交，增值率分别为 600%和 583%。此次竞
拍是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土地招拍挂机制创新引入海域使用
管理领域的首次尝试，也是全国第一次在网上对海域使用
权进行公开招拍挂出让。

据悉，参与竞拍的两宗海域用海面积均为 199.8 公顷，
出让年限 10 年，出让用途为贝类底播，起始价按照国家标
准均为 30 元/亩/年，两宗用海分别有 10 家和 9 家企业报名
参加竞拍。

本次成功挂牌出让海域使用权，激活了“蓝色资本”。
每宗海域底价 89.91 万元，经过激烈竞拍，分别以 629.4 万
元和 614.4 万元成交，被青岛牧海人海洋生态养殖有限公
司和陈汝忠（个人）成功竞得。接下来，竞拍成功者只需与
海域管理部门签订合同，即可申领海域使用证。

据了解，目前我国沿海绝大多数省、市、县采用的海域
管理模式均为“行政审批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
存在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海域作为国有稀缺资源的市场
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二是国有资源交易的“公开、公平、
公正、竞争”的原则没有得到全面体现；三是市场配置资源
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为此，青岛西海岸新区发挥先行先试优势，创新海域
使用管理模式，将土地招拍挂机制引入海域使用管理领
域，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正式颁布了《青岛市黄岛区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海域使用权办法（试行）》。这次海域使用
权成功竞拍，标志着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批后，改革取得又
一重大突破。

“实施招拍挂出让海域使用权，变‘审批用海’为‘交易
用海’，充分发挥了市场在海域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利
用利益杠杆、市场竞争，使海域资源实现了保值增值、集约
高效利用的目的，有利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将吸引全国更
多的从事海洋渔业的生产者、经营者来新区参与海域开发
利用。”黄岛区海洋与渔业局海洋管理科王燕说，“我们一步
到位，通过网上招拍挂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竞拍流程在交
易大厅清晰可见，杜绝了权力寻租现象，构建了公开透明、
公平竞争的海域使用权交易环境。”

据介绍，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资源丰富，海域总面积
5000 平方公里、滩涂面积 83 平方公里、海岸线 282 公里，
海湾 23 处、岛屿 42 座。其中：工业和城镇用海区岸线长 46
公里，海域面积 33 平方公里；特殊利用区岸线 0.7 公里，海
域 115 平方公里；港口航运区岸线 51 公里，海域 1399 平方
公里；旅游休闲娱乐区岸线 94 公里，海域 100 平方公里；农
渔业区岸线 39.3 公里，海域 3194 平方公里；保留区岸线 51
公里，海域面积 91 平方公里；海洋保护区 68 平方公里。丰
富的海域资源为当地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网上招拍挂海域使用权的模式，充分发挥了市场主导
作用，已经得到了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的认可，下一步将在
更大范围内推广。”王燕表示，“企业和个人只需按照要求提
报竞拍手续，即可参与线上竞拍。这一改革将带动新区海
洋与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区海洋经济和海洋新兴产
业向更高水平发展，为探索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新路径
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刘 成 韩 丽

海 域 使 用 权 网 上 第 一 拍

在 青 岛 西 海 岸 新 区 落 锤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副院长吕
志华介绍告诉记者，从上世纪 40 年代
开始，人们从海洋生物中陆续发现了
近 3 万个化合物；从2008年开始，新海
洋天然产物年平均发表量超过1000个。

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副司长辛红梅
表示，由于海洋天然产物具有丰富的
结构多样性、活性谱广且强度高，同
时具有更大的类药性。“海洋生物资源
的高效、深层次开发利用，尤其是海
洋药物和海洋生物制品的研究与产业
化已成为发达国家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之一。”辛红梅表示。

据了解，美国、日本、瑞士等发
达国家在全球收集、筛选优质海洋生
物资源，建立资源养殖基地，以抢占

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世界各国已从
海葵等海洋动物、微生物中分离出 2
万多个新化合物，其中大量处于成药
性评价和临床前研究。全球海洋生物
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海洋药物研发突
飞猛进：国际已上市海洋药物有头孢
菌素、阿糖胞苷 A 等 8 种药物，还有
10 余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有 10 个海
洋药物被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或 EMEA （欧洲药品管理局）
批准用于抗肿瘤、抗病毒及镇痛等，
20 个海洋药物在进行Ⅰ到Ⅲ期临床研
究，1400 个处于临床前系统研究。”
吕志华说。同时，海洋生物制品已形
成新兴朝阳产业。欧美、日本等发达

国家每年投入 100 亿美元资金用于开
发海洋生物酶；美国强生、英国施乐
辉等公司均投入巨资开发生物相容性
海洋生物医用材料。

国际上，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逐
步由近海、浅海向远海、深海发展，
瞄准深远海生物耐压、抗还原环境
的特性，可望发现一批全新结构活
性化合物和特殊功能基因。药物新
靶点发现和验证集成技术、药物高
通量、高内涵筛选技术等陆地高新
技术也迅速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
开发转移。“西班牙、美国出现专门
从事海洋药物研发的制药公司，美
国辉瑞、瑞士罗氏等知名企业也投
身于海洋药物开发。”辛红梅说，以

企业为主导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研
发体系成为主流。

“世界范围内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已达数百亿美元，预计今后 5 年的
年增长率将高达 15%至 20%。但是相
对于化学药或海洋经济的规模，海洋
生物医药不管是数量和产值都非常
少。”厦门蓝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秀芬说，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全世界
都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

文/本报记者 杜 铭

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步伐加

快，世界各国纷纷加大海洋生物医药的

研发力度，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

尽管目前从体量来看，我国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在海洋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非

常小，但其 27.8%的年均增速却远高于

海洋经济约 7.6%的增速，显示出强劲

发展势头，值得重视并大力培育。

仿制药占绝大多数、新药研发投入

不足是当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

“软肋”，根本原因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链

条不畅。一方面，科研院所以学术研究

为导向，评价激励机制主要依据发表论

文，缺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

力；另一方面，企业以经济效益为导向，

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不够重视。尤其是

新药的研发周期动辄长达数年甚至十

多年，还面临着研制失败、无法获准上

市等巨大风险，没有一定技术和资金实

力的企业难以承担重任。

要增强科技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就必须为科研机构

和企业做好“牵线搭桥”工作。一方面

要鼓励各地搭建产学研合作的技术成

果转化平台，建立健全技术成果交易平

台，加速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科研机

构要理顺体制、转变机制，增强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主动性，更好地服务经济

发展。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可以将一

部分人员从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解

放出来，专门从事成果转化工作，推动

新药开发。

另一方面，针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兼具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特点，

要为技术和资本搭建起“联姻”的桥

梁。要出台措施，鼓励科研机构同企业

开展深度的战略合作，通过共同发起设

立研发中心、成果共享的方式，形成利

益共同体。同时可以通过设立风险投

资基金、引入天使投资等方式，为处于

创业初期的项目提供融资方面的便利，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产业。

世界范围内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已达数百亿美元，预计今后5年增长率将高达15%至20%——

国际产业竞争的新高地

多为创新牵线搭桥
金 名

本报讯 记者黄晓芳报道：中海油第七座深水半潜式
钻井平台“兴旺号”近日在南海荔湾 3-2 气田开钻，这也是
中国海油在南海油气勘探中投入的第四座深水半潜式钻井
平台。这些深海钻井平台的投入运营有利于增强我国深水
装备实力和我国海洋石油工业深水战略的实施推进。

“兴旺号”此次作业的荔湾 3-2-2 井水深约 1300 米，
设计钻井深度约 3600米。该井的第一阶段作业由“海洋石
油 981”在 2013 年完成，“兴旺号”到达井位后将直接进行
油气层的钻井作业及油气测试作业。

据悉，“兴旺号”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深水半潜式钻井
平台之一。该平台配备了世界最先进的钻井系统和第三代
动力定位系统。与其他 6 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不同的
是，“兴旺号”新增航行水线区域冰区加强、环保和防寒入级
符号，达到冰级、环保和低温作业要求，可在极地 1 米深的
冰海中自主航行，具备极地海域的作业能力，可满足全球
90%的海域钻探油气需求。

目前，中海油共管理和运营 44 座钻井平台，在满足国
内海域油气勘探开发需求的同时，公司加快实施“走出去”
步伐，积极参与国际油田服务市场竞争。其中 16 座钻井平
台在东南亚、中东、北海、墨西哥等海外区域提供作业服务，
其余 28 座平台在渤海、东海、南海等海域进行油气勘探
开发。

中海油“兴旺号”南海开钻

目前我国沿海绝大多数省、市、县采

用的海域管理模式均为“行政审批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存在的弊端日

益凸显。

实施招拍挂出让海域使用权，变“审

批用海”为“交易用海”，充分发挥了市场

在海域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将真正激

活“蓝色资本”

我国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

产业具有坚实的资源基础，海

洋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丰富，

水产养殖发展良好。自 1990

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第一渔

业大国、第一水产养殖大国，海

水养殖产量占全球 60%以上

杜杜 铭铭摄摄

新药研发并非易事，常常

要面临十年磨一剑的艰辛。我

国海洋药物存在科技链不畅、

成果转移受阻、转化率低等问

题，国外技术产业化率达到

30%，而我国仅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