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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 2024 年 3 月 24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大健康产业专题研讨会

（小组讨论一）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于 2024 年 3月 24-25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举行。3月 24 日下午举行了“大健康产业专题研讨会”，本场会

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主持。其

中，“小组讨论一”环节的发言嘉宾有 7 位，分别为诺华公司首席执

行官万思瀚，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百时美施贵宝首席执

行官博科思，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桢，武田制药总裁、

首席执行官卫博科，安利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潘睦邻，欧加隆全球首

席执行官黎恺文。

万思瀚表示，生物制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有关键

作用，中国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应重点关注三个具体领域。一是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国在承认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制度保障方面已经

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优化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扩大覆盖范

围，以纳入更多的专利类型；另一方面加快实施新药专利期延长的规

则，建立和实施监管数据保护规则。二是优化监管机制。中国在简化

监管框架方面做出了更多努力，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监管体系。

因此，从 2017-2022 年中国的临床试验注册总数增加了 130%以上。

然而，随着先进技术的不断涌现，监管体系的不断调整和与国际标准

的接轨将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确保新药与国际标准接轨尤为重要。

三是提高患者对创新疗法的可及性，加强医疗保健体系。从数据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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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和注册的新药数量仅次于美国。新药从获批到纳入世界药品

目录的时间从 2017 年的 5 年左右缩短到 2023 年的 1年，80%以上的

创新药可以在上市后的 2年内纳入国家新药目录。他提出，“创新只

有在为患者所用，才能创造价值。”因此，为确保中国患者能够更好

地从创新中获益，下一步将改善新药准入环境，包括建立多层次的医

疗保障体系、完善价值框架、确保药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价格可持续

和可预测等等。

苏博科表示，医药行业的技术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人民健康和

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全球健康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通过政策的支持来助力医药行业相关技术的发展。中国政府

应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让这些生物制药公司创新技术，进一步为中

国和全球做出贡献。二是利用技术来实现早期治疗与筛查。一方面，

癌症筛查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越早把疾病诊断出来，就能越早帮

助病人康复；另一方面 AI技术不断发展，可以通过分析、使用大量

数据库，来帮助医疗团队更快地开发出相关疗法。三是创新性政策的

发展应重视国际合作。从早期的临床试验、投资，再到研发，创新性

政策已发展数年且日益重要。然而，今天想要继续推动创新性政策的

发展，比如数据交换、采样等，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他指出，越来越多公众正在认识到到罕见病治疗的重要性。现在

有 7000 种不同的罕见病，全球需要加快对于罕见病药品的审批，以

便使罕见病患者能够早日受益。

博科思重点介绍四个潜在的重点领域，以进一步支持发展创新的

价值链，进而实现 2030 健康中国的目标。一是继续加强定价和支付

体系以激励创新。中国启动了试点区域，以促进其定价体系与全球定

价水平的融合。相信中国将从中受益，患者也可以从中受益。二是继

续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从 2020 年开始，中国在构建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城市中，很多患者购买了

可负担的商业健康保险，使其有了更好医保覆盖。三是继续在医疗保

险谈判和将治疗纳入医院之间建立无缝连接。很多一流和首创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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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纳入了中国医保，但与此同时，将其列入医院配方仍然面临着

阻碍。他表示，医保中已经包含的治疗应该自动连接在医院处方中，

而不是还需要第二步的推动。四是继续加强对患者的教育，从而更好

地使患者在医保中获得使用创新药物的机会。他建议，中国在推出最

先进的创新疗法以后，对医生和医院进行相关的培训和教育十分必要，

应在这方面进行更多投资。

刘敬桢表示，在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中，创新药被首次直接提及，这表明创新药发展被视作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的重要一环。他认为，创新是健康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动力。以新冠疫苗为例，中国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新冠灭

活疫苗在全球首家获批上市，并通过世卫组织认证在全球 120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获批准入，在全球生产供应超过 30亿剂，为全球疫情防

控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贡献。

卫博科就大健康在中国的发展分享了三点想法：一是不断创新。

创新可以为保护健康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可以让医疗更好地触及患者。

这需要更加完善的批准和报销体系。不仅仅在大型医院，在社区诊所

和家庭医生中也应如此，这就是大健康的意义所在。二是加强数据管

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 14亿多人口，中国的数据比其他很多

国家的数据都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管理好庞大的数据可以加速创

新进程。三是加大预算投入。目前，中国已经把 GDP 的 3%投入到了

卫生医疗中，这个预算相较于很多国家是增长较快的。他认为，应该

继续加大医疗卫生方面的预算。

潘睦邻就安利公司在中国的近 30年合作发展分享了三点想法：

一是安利对中国有承诺。安利的承诺是要让大量的小型企业家来帮助

保障十几亿人口的健康、延长他们的寿命和健康生命年。目前来看，

全球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之间的缺口依然没有被弥合，这是一个

极大的挑战。二是安利的远景目标和健康中国战略是一致的。要实现

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借鉴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尤其是和谐共生的理

念，还要强调预防的重要性。三是安利在中国的投资与启示。安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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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多长期合作的伙伴，共同在医疗健康和养生方面进行投资。

此外，安利在中国的业务是其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里面最大的

业务，中国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

黎恺文表示，人口持续下降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也

正在积极地应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不断攀升的养育成本以及老龄化，

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他强调，只有大家共同携手，才能应对这些挑

战。

黎恺文说，所有的医疗健康投资中只有 4%的投资跟女性相关。

作为一家致力于促进女性健康发展、造福全球的公司，欧加隆聚焦和

投资于女性健康，同时对生育、养育、产假等与女性相关的领域保持

密切关注。他指出，在北京，有非常先进的试管婴儿或者辅助生殖的

服务，这体现出中国政府在以一种全面的、综合的方法应对上述挑战，

这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吴佳；审稿：崔克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王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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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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