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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加入
!"#

为标志，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日益加快。生物科技及其产业作

为备受世人瞩目的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将从我国生物科技及

其产业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挑战和发展机遇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历史方位：历史比

较和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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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为主

要考察指标看生物学

的学术水平。

通过对美国科学

情报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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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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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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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期刊进行检

索和统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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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中国生物学

与生物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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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国际总量之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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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总量计，中国生

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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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九，占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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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八名分别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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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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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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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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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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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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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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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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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385

）。中国生物学ＳＣＩ论文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

界和美国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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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

界总量与美国的数量都出现了
/5

的负增长，而同

期中国却增长了
/(5

。在我国论文数快速增长的同

时，也存在着论文质量与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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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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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中，

我国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只有
0

篇。这

期间，全国的
+,-

生物学论文 （不包括国内被
+,-

收录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为
(32.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发表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3/0

，

论文数总量年均增长
&4O

，论文的影响因子总量年

均增长
&(5

，统计数据显示，论文的数量增长略高

于论文质量提高的速度。

以申请专利数作为评判指标看生物技术的发

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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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数与美

国、欧洲、日本相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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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国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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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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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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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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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平均每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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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数据均指中国大陆，未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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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工作难以为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

们，要实现知识的可持续创新必须有体制和制度为

保障。中国科学院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在

以往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发

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与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建立

起现代研究院所制度，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吸引和

造就一支科技队伍，从而形成国家知识创新的坚实

基地。只有有了制度与体制的保障，创新才是可续

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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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生物技术孵化机构，建设国家技术创

新体系。基础研究的主要驱动力是科学家的求知欲

和好奇心，而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则是人们对超额利

益、效益的追求。任何技术创新如果不与个人利益

有紧密的联系都可能是没有活力或不具有持续性

的。生物技术这样一门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关联度

高的技术，如果没有政府或社会的鼓励与支持，很

少有个人甚至单个企业能承担得起技术创新的全

部风险。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一批“民办官

助”或融合了政府资金和企业或个人投资的孵化

器。这些孵化器可以说是研究型的企业或企业性的

研究机构。孵化器起着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桥梁作

用，政府应当鼓励高水平的生命科学研究院所与企

业、个人（技术持有者）共同组建孵化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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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突破口，抢占制高点。与信息领域相

比，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及其产业还未形成被少数

几个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但是竞争在不断加剧，

知识产权保护的副产品就是垄断趋势日益明显。我

国作为资金相对不足、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发展中

大国，应当选择一些突破口，集中力量，达到和形成

一些世界领先水平的生物技术及产业，为国计民生

甚至国家安全占领一些必要的制高点。突破口或制

高点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既是科学前沿

又是国民经济所迫切需求，同时又可得到有效的知

识产权保护。集此三者为一体者当作首选，具备其

二者次之，具备其一者再次之。第二，具备独特条件

或比较优势且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前者为必要性，

后者为可行性。国家有关部委在立项时应避免将项

目做成大口袋，做成“人情拼盘”，“名人拼盘”；避免

做永远正确但总是难以评判成败的立项。

（
#

）加大对生物科技的投入，为国家的长远发

展储备潜能。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

陆续加大了对生物科技的投入，如美国、日本、以色

列等。尤其是以色列，有资料表明其对生物学研究

的投入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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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

我国对生物科技投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很不足。

目前，中国科学院对生物学的投入占各学科总投入

的
(#&

左右。对生物科技的投入还需更大的力度，

才能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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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引凤，建设国际先进的科技队伍。加入

*+,

后，世界范围的人才流动更趋活跃。改革开放

后我国向国外送出了几十万留学人员，现在该是收

获的金秋季节。近十几年，国内形成了相当的经济

基础和物质条件，社会环境也在日益改善，吸引人

才的宏观条件已基本具备。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

科技目标的明确，科技投入的增加，孵化器和生物

技术企业的创办，为人才引进提供了体制保障、创

业舞台和发展机会。人才引进应当而且正在形成这

样的局面：大部分人完全回到国内建立实验室或企

业，一部分人在观望和选择，一部分人留在国外但

心向祖国。这三种人的互动与联系构成了我国生物

学科研机构国际化和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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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重视信息产业一样重视生物产业，制订

战略，使生物产业成为我国在
!(

世纪中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产业。最近，日本政府已制

订了“生物产业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明确在
!%%-

年前，对生物科技的投入要增加
#

倍，达到
!

万亿

日元，从而提高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水平.'/。早在

(00'

年，我国的台湾地区最高行政当局行政院就制

订了“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随后每两年修

订一次，成为行政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政府在加大对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投入的同

时，还应参照信息产业的税收政策制定生物产业的

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制定相关的投资与金融政

策，解决应用研究与开发环节资金短缺以及其后资

产增值问题。利用我国的文化特色和行政、宣传手

段，加强市场管理和培育的力度；生物产业有自身

发展内在的产业链，这就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

业发展间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具体体现在研

究院所、孵化器或研发机构、企业三者间资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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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人才、地理位置等紧密的相互关系。

生物产业与其它产业有紧密的互动作用和关

系。创业投资是生物科技与产业的天然盟友。
!""#

年，美国的生物产业产值
!$%

亿美元，而同期的股

票市值达到
&'&""

亿美元。但我国大陆几乎没有生

物产业专业性的创投公司，应当积极想办法让其它

国家和地区的创投公司加盟进来。如台湾的诚信创

投就是一家生物产业专业性的创投公司。经过创投

的培育与催化后，生物产业当迅速进入资本市场，

特别是创业板，形成生物产业链的良性循环，使科

技人员不再是孤立的创新者，而是有千万名的股民

支持的新经济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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