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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中维与新冠病毒赛跑科兴中维与新冠病毒赛跑
本报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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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8 日，一个名为“克冠行动”

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项目正式启动。这

一项目是由科兴集团旗下北京科兴中维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中维”）主导立

项，整合国家科研力量，与中国疾控中心、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省疾控

中心等单位合作，按“战时状态”并联推进的，

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在当时，做出这样

的决定并不容易，可能导致疫苗研制前功尽弃

的变数太多了。

冲刺77天，科兴中维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

灭活疫苗克尔来福于去年4月经国家药监局批

准进入临床研究；7月，北京市率先启动对疫苗

的紧急使用（试用）。最近，又传来了好消息：2

月 5日，科兴中维新冠灭活疫苗获国家药监局

批准附条件上市。“我们期盼着早日提供更多

安全有效的疫苗，通过提高疫苗接种率最终控

制疾病，让社会和经济发展早日回到正常轨

道，让大家早日摘下口罩，绽放笑容。”北京科兴

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说。

启动“克冠行动”

疫苗研发是一项被业界公认投入大、风险

高，又费时费力的“苦差事”，科兴中维对此有

切身体会。2003年 SARS疫情暴发时，当时即

将迎来两周岁生日的科兴中维主动请缨，迅速

立项，启动SARS病毒灭活疫苗研究。

一年多时间里，尹卫东和他的团队完成了

一系列原创性研究。2004 年 12 月 5 日，SARS

疫苗Ⅰ期临床研究揭盲表明疫苗安全有效，科

兴中维成功生产出全球第一支SARS疫苗。

SARS 疫情结束后，疫苗制检规程和疫苗

用毒种相继被“封存”。不能上市销售，让不少

人替科兴中维觉得遗憾。但尹卫东觉得，研发

出疫苗，就说明他们在应对突发传染病的疫苗

研究科学上已经取得成功。“宁可 SARS 疫苗

无用武之地，也不愿看到疫情的灾难重演。”

当年的坚持，果然没白费。2020年 1月 24

日，一条消息引起尹卫东的注意——中国疾控

中心的科学家在全球首次发现并成功分离培

养了新型冠状病毒毒种。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十分陌生，但和 SARS 病毒一样致病性、传染

性强，对人群健康危害极大。新冠病毒也属冠

状病毒，与 SARS 病毒的核蛋白相似率高达

80%，且形态、大小、细胞培养特性等生物学性

状也高度相似。这意味着在研发药物、疫苗

时，当年研制 SARS 疫苗所获得的经验、数据

还能派上用场。

尽管如此，研发新冠疫苗仍可能像 SARS

疫苗那样研制成功即封存，但所有人都表示：

还是要干。于是，科兴中维正式启动新冠疫

苗研制项目，名为“克冠行动”。

研发争分夺秒

正是因为有了 SARS 疫苗研制的相关经

验，科兴中维团队得以快速建立起新的病毒种

子库，确定新冠疫苗的检测方法。团队选择新

冠灭活疫苗作为首选技术路线，开启疫苗研

究、疫苗制备和疫苗应急接种的整体作战

计划。

2020 年 1 月 24 日刚过，科兴中维的科研

团队就出发了，首支科研团队进驻浙江省疾控

中心 P3 实验室。此后，又派出多组研究人员

分赴浙江、北京的 4 个 P3 实验室同步开展毒

株筛选、工艺研究等工作。“我们的研究人员与

合作单位专家团队相互鼓励、默契配合，夜以

继日地工作，甚至是 24 小时连轴转，将 1 天当

作 1 周甚至 1 个月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

了疫苗全部临床前研究工作。”谈起所有人为

疫苗研发做出的努力，尹卫东十分自豪。

“克冠行动”一路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从

确诊新冠病人分离筛选得到疫苗生产用毒株

CZ 株，按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建立了

疫苗生产用三级毒种库，检定合格，可用于疫

苗研制与生产；确定了疫苗制备工艺，建立了

关键检定方法，确立了疫苗质量标准，部分安

全性指标达到全球最高标准，多批产品经自检

与中检院复核检验合格；对疫苗进行了单次给

药毒性试验、过敏原性试验、重复给药毒性试

验等安全性评价，结果显示疫苗在动物体内

是安全的；对疫苗进行了不同剂量、不同免疫

程序的免疫原性、攻毒保护性等研究，结果显

示疫苗在动物体内能产生良好的免疫反应，

接种疫苗后对动物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未观

察到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

在北京市疾控中心、佑安医院、地坛医院

等单位的协助下采集的不同来源恢复期血清

对国内外不同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均能产生交

叉中和反应，而疫苗对国内外不同新型冠状病

毒毒株也均有良好的交叉中和反应，为该疫苗

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提供了数据支持。

去年 4 月 13 日，经国家药监局批准，科兴

中维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顺利

进入临床研究，与过去疫苗一般 3 年至 5 年的

研发速度相比是一大飞跃。“科学家和自己较

劲，希望研发速度更快，这不是在跟谁比，更不

是为了争第一、争最快，而是以最强姿态迎战

我们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尹卫东说。

推进协同攻关

令尹卫东自豪和感动的不只有自己的团

队。在他看来，正是有了国家联防联控机制对

疫苗研制高水平、战略性的把握，国家药监局

严谨、高效的审评以及合作单位科学家们的全

力支持，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才能在标准

不降低、程序不减少的要求下快速推进。“在碰

到问题的时候，联防联控机制的作用，就是迅

速调集所需要的资源并向其倾斜，一切以把疫

苗做出来为宗旨。”尹卫东说。

北京市委市政府也第一时间在位于大兴

区的生物医药基地协调出一处建筑面积达 7

万平方米的厂房，提供给科兴中维用作新冠疫

苗生产车间。尹卫东感慨，平时至少需要半年

办理各项手续，但各部门全力支持、特事特办，

不到一周厂区就落实到位。

科兴中维从 2020 年 3 月 13 日起先后向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滚动提交了

18 轮申报资料，北京市药监局也在第一时间

组织抽样，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迅速开展

同步检验，CDE 的药学、药理毒理、临床审评

员和项目管理人员加班加点进行审评与协

调。“一个项目所需要的申报材料摞起来比人

还高，审读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实行的是预

审制、滚动式提交，审批速度远超预期。”尹卫

东说。

与病毒赛跑，从来不能靠孤军奋战。尹卫

东直言，为了新冠疫苗，科兴中维几乎豁出了

“家底”，加上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才让研制工

作高效、高标准完成。

由科兴中维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

苗Ⅰ/Ⅱ期临床研究揭盲结果显示，疫苗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与免疫原性，其在土耳其、印尼

以及巴西等国陆续开启的Ⅲ期临床研究结果

也证明克尔来福是安全有效的。

截至今年 1月中旬，科兴中维已生产超过

700 万剂新冠灭活疫苗供应到北京、广东、四

川等 20余个省份；疫苗“出海”后表现抢眼，订

单纷至沓来。1月 13日上午，印尼总统佐科还

在电视直播中展示了自己接种科兴中维新冠

疫苗的全过程。

走进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生产线上设备正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条不

紊地开展工作，西林瓶及预充式注射器两种包

装的疫苗正等着发往世界各地。“从细胞培养

到成品完成包装，一支疫苗的生产周期最快需

要 48 天，且整个生产过程是滚动连续的。”北

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

沛诚表示，科兴中维二期生产线也将在不久后

投入使用，届时新冠疫苗的年产能可达 10

亿剂。

不仅科兴中维，目前国内外各大科研机

构、科技企业都在全力投入新冠疫苗的研发和

生产中，有的单位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对

此，尹卫东表示，他乐见同行们取得进展，也愿

意分享研发过程中的心得。“科兴做的正是国

家需要、全球需要的事。未来，我们将继续以

‘为人类消除疾病提供疫苗’为使命，为中国乃

至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贡献力量。”尹卫

东说。

“2020 年，上汽集团实现海外销量 39 万辆，

同比增长 11.3%，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克服重重

困难实现逆势增长。”上汽集团总裁助理、国际业

务部总经理，上海国际总经理余德近日表示，上

汽集团“十四五”国际经营战略目标是海外年销

量力争跃上 150 万辆大关，欧洲等重点海外区域

市场实现盈利；2025 年欧洲市场销量达到 30 万

辆，新能源车占比70%至80%。

余德表示，以往车企“出海”通常只做贸易不

做经营，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缝隙打法”实

现少量出口，这种“只卖不管”的模式已经被市场

否定。针对海外市场的复杂竞争环境，余德认为，

作为有系统、有规划、成建制“走出去”的汽车企

业，上汽构建了集研发、营销、物流、零部件、制造、

金融等于一体的面向全球市场的汽车产业链，为

全球消费者提供本地化产品和服务。“全产业链出

海”成为上汽快速拓展海外业务的坚实基础，也将

为其他中国汽车品牌走向世界提供助力。

有机构预测，全球汽车市场销量规模峰值将达

到1亿辆左右，对于中国汽车品牌而言，广阔的海

外市场孕育着巨大增长空间。余德表示，“十四五”

期间，上汽要从国内业务为主，转向深耕国内与拓

展海外并重发展，预计海外市场销量占整体销量比

重的15%左右，年均复合增长率有望超过30%。

“目前，上汽产品和服务已进入全球 70 余个

国家和地区，即将形成东盟、中东、欧洲等多个‘5

万辆级’海外市场。”上海汽车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赵爱民表示，上汽在海外建立了伦敦、

硅谷、特拉维夫三大研发创新中心，以及泰国、印

尼、印度、巴基斯坦 4个生产基地，上汽旗下华域

零部件在海外拥有95个生产研发基地。

“海外市场本身的差异很大，撬开市场的手

法也不能千篇一律。”余德表示，就拿智能化来

说，绝不是实现了“语音开天窗”就可以了，仅在

车内环境氛围方面就有大量的差异化需求。比

如，意大利消费者喜欢在车内欣赏音乐，德国消

费者偏爱安静的驾驶环境，南美消费者更愿意接

受热闹喧嚣。“只有基于精准的用户洞察、强大的

核心技术和贴心的服务意识，中国品牌才能更快

地走进海外消费者的生活。”余德说。

精准的洞察还要依托过硬的产品，面对海外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余德认为，新能源、智能网联

两大“杀手锏”将成为上汽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记者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期间，

上汽在自主研发方面大手笔投入近 600 亿元，形

成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创新技术优势，并积极

向海外输出。余德表示，在成熟的海外市场，

上汽以电动车为切入点，“2020 年自主品牌 MG

和 MAXUS 新能源车热销欧洲，销量突破 2.5 万

辆，在英国、挪威、荷兰等国细分市场上均位居前

列，并通过碳排放积分交易实现收益超过4000万

欧元”。

“在新兴市场，我们侧重于智能网联技术落

地，‘i-Smart’智能网联系统已在超过 30 种海外

车型上使用，激活了超过 10 万用户。”上汽集团

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施杰表示，这些新产品深受

印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追捧，未来还

将向发达国家市场推广。

“依托产品，上汽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定价

高于国内，树立了‘中国制造’高品质形象。”余德

表示，到 2025 年，上汽将力争跻身全球汽车企业

前 5位，成为具有产业全球竞争力和品牌国际影

响力的万亿级汽车产业集团，打造世界一流汽车

企业，凭借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的出行服务和

产品，为全球消费者开创美好汽车生活。

上汽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近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广西石油分公司举办了

“易姐姐”螺蛳粉上市发布会，宣

布将在全国近 3万家易捷便利店

售卖自有品牌的螺蛳粉。

几个月前，肯德基宣布在线

上开售鸡肉螺蛳粉时，众多网友

感叹：“没想到我也有在肯德基吃

螺蛳粉的一天。”与此同时，上汽

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也推

出了“人民款五菱螺蛳粉”。现

在，中石化加油站也卖起了螺蛳

粉，这一大胆跨界在业内引起广

泛关注。

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易捷有着庞大的销售网

络体系，门店数量达 2.7 万余家，

是中国网点数量最多的便利店品

牌。进入螺蛳粉行业是易捷基于

新零售理念的又一次创新。广西

柳州螺蛳粉是红遍全国的小吃，

2020年产销突破百亿元。

中石化易捷其实已经屡屡跨界。去年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口罩一度紧缺，就在那时，

中石化易捷宣布在北京的50个中国石

化加油站里都可以买到易捷自有品牌

的口罩。不仅如此，在中石化加油站

里，还可以顺手下单购买蔬菜，手机支

付成功后，加油站工作人员会把商品

放进车主后备厢。

此前，中石化易捷在推广自有品

牌上已花了不少心思，相继开发出卓

玛泉、长白山天泉、赖茅酒、鸥露纸、

澳托猫等一系列子品牌，近期成立合

资公司布局咖啡产业，在加油站卖起

了咖啡。易捷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

推出“易姐姐”螺蛳粉，是满足客户多

元化需求的创新尝试。

事实上，在很多发达国家，加油

站非油业务的利润率远高于油品业

务，不少人已经习惯了在加油时购

买 生 活 用 品 。 易 捷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中石化易捷围绕向“现代化综合

服务商”转型升级的目标，按照非油

品业务“品牌＋资本＋商品＋服务”

的“四位一体”发展方式，发展便利

店、汽车服务、汽车环保产品、广告、金融服

务等新兴产业，以打造“人、车、生活”综合服

务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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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上汽要从国内业
务为主，转向深耕国内与拓展海外并
重发展。目前，上汽已构建了集研
发、营销、物流、零部件、制造、金融等
于一体的全球市场汽车产业链。

科兴中维科研人员在车间里展示灌装好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科兴中维科研人员在车间里展示灌装好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 日 ， 产 业 在 线 、

华泰证券研究所发布的

2020 年 1—12 月份空调分

品 牌 国 内 销 量 数 据 显

示，格力电器 2020 年家

用空调内销销量以 36.9%

的份额占比排名行业第

一，这已是格力连续 26

年家用空调国内销量保

持领先。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空调产品换新需求大幅降

低，线下市场量额双降，优

胜劣汰趋势明显。但在空

调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

下，格力电器依旧保持了

良好的发展势头。

26 年内销第一，格力

是怎么做到的？很显然，

自主创新是其脱颖而出的

重要手段。

近20年来，格力从自

主研发多联机变频空调起

步，以科技谋发展，在光

储空调直流化关键技术、

离心式空调设备关键技术

等家用空调多个核心制

冷、节能技术与产品领域

深耕细作，多年来在家电

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及

所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等权

威奖励数量均名列前茅。

不过，自去年以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与市场竞

争的双重影响下，格力电

器在空调销售渠道与多元化发展等方面暴露出不

少问题。一方面，格力依赖的股份制区域经销模

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股份

制区域经销模式是1997年格力电器为解决空调经

销商抢占市场打“价格战”设立的，这种渠道建

设在当时有利于稳定各级经销商、消除恶性竞

争、优化客户服务，也便于快速复制实现大规模

扩张。但时过境迁，层层批发代理的股份制区域

经销模式显然不利于营销渠道的扁平化、短链化

趋势，中间环节加价直接推高了产品价格，降低

了市场竞争力；此外，“路径依赖”导致前期对

线上渠道缺乏足够重视和投入，与竞争企业相

比，格力的线上渠道建设明显慢了一拍。因而，

为了改变现状，格力电器去年完成了13场全国巡

回直播，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希望通过直

播“唤醒”经销商紧跟时代，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

另一方面，在核心产品空调之外，格力急需推

动产品走向多元化，而多元化的目的是分散市场风

险、寻找新的增长点。与同行相比，格力发力全品类

的时间较晚。在主推的生活电器上，格力在品类的

丰富性与迭代速度上仍显不足。在工业机器人、高

端数控机床、新能源科技、精密模具等智能装备制造

领域的开拓还无法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如

何摆脱空调研发生产的原有路径，努力开拓全新局

面，寻找成本投入与利润回报、短期收益与长远战略

的新平衡点对格力来说至关重要。

前路漫漫，志在缔造一个多元化、科技型全球

工业集团的格力电器如何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

摆脱“路径依赖”，避免躺在“空调老大”的功劳簿

上“吃老本”，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