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间，瑞士的医药行业为何能获
得如此快速又高质量的发展？是什么使
瑞士深得世界各大制药公司的青睐？

首先是人才。巴塞尔大区是 33500
多名专业人才的家园，他们就职于 700
多家生命科学企业和 200 多家研究机
构，涵盖制药行业完整的价值链。那里
的人才库具有极佳的广度与深度：从学
术、临床前期和临床研发、监管政策、
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法，直至商务开
发、商业和金融专家。许多企业进驻巴
塞尔的重要原因就是希望从这里广阔的
人才库中获益。

巴塞尔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才流动优
势。瑞士不属于欧盟，但位于多国互免
护照的申根区，便于接收各国的高技术
员工。巴塞尔地区的企业获得许多便
利，由于与德法两国接壤，成千上万的
诺华和罗氏员工家住德国或法国，平
日工作往返于两国之间。据 IMD 世界
竞争力报告年鉴中对高技术劳动力的
吸引力排行，瑞士凭借优厚待遇等因
素高居榜首，其中外国员工数量占比
高达23%。

其次，是对研发和应用的重视。学
术方面，巴塞尔大学是欧洲十大生科研
究机构之一，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是
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科技类院校之一。同
时，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如
巴塞尔的弗里德里希米舍尔研究所，专
注于基础生物医学研究。在企业层面，
两大制药巨头的资金投入额度也是世界
顶级，在制药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排名当
中，罗氏与诺华分别位列第一与第三。
根据预测，这一优势将在接下来的几年
当中继续保持。

不过，瑞士从众多对手中脱颖而出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科研成果商业化的
能力。特别是在巴塞尔地区，知名研究
机构一般紧挨制药公司，为药物开发创
造了最佳条件。

在瑞士，许多公共和私人平台都致
力于将行业和学术联系起来。比如 Swit⁃
zerland Innovation基金会在全国拥有5个
地点，为企业和高校提供了交流平台。
该基金会由一群瑞士公司和行业协会资
助，旨在实现研发合作，并加快可销售
产品的研究。

具有地理优势 高技术员工跨国上班便捷

19世纪，瑞士制药行业的兴起
时期。在此之前，瑞士的主要产业
是纺织业和染料业，通过莱茵河运
输原材料。由于国内市场规模很
小，而且资源极其匮乏，制造商们
不得不很早就开始关注高价值的化
学制品。

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使用
的染料有药用价值，开始进入这
个市场领域。从这一时期开始经营
的三家公司——Ciba、Geigy和San⁃
doz，就是如今医药巨头诺华的前
身。

当时，瑞士没有确立专利法，
国内公司因而能随意仿制国外发
明，以致当时的德国国会称瑞士为

“海盗国”，而法国称其为“造假
国”。之后，在德国以废除一项双
边贸易协定的威胁之下，瑞士才于
1907年通过了专利立法。

在随后的一百年里，新兴的制
药行业与化工行业同步增长。如
今，整个行业景象已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2017 年，占世界人口 0.1%的
瑞士获得了全球 0.6%的专利数量。
其中，制药行业的专利数量与质量
综合领先于其他产业。其他相关
产 业 ， 诸 如 医 疗 技 术 、 生 物 技
术，在专利质量或产量上也位列
前茅。这凸显了瑞士生命科学行
业的创新研发能力与科研成果兑现
能力。

过去几年里，受累于瑞士法郎
的大幅升值，瑞士钟表业、机械制
造业和旅游业无一例外生意惨淡，
唯独制药业不受影响，表现一枝独
秀。2017 年，瑞士的出口数据显
示，制药业已占化工大产业出口额
的 85%，为瑞士出口总额的 38%，
超过了手表、奶酪和巧克力等瑞士
知名产业的出口额总和。

巴塞尔对此功不可没。
巴塞尔与法国、德国边境接

壤，坐拥世界闻名的博物馆、中世
纪古城和艺术展。与此同时，它还
是一个生命科学中心，一些顶级制
药公司的总部设立于此，比如罗
氏。根据美国医药专业杂志《制药
经理人》 2018年发布的榜单显示，
罗氏目前位列全球第二。诺华紧随
其后排名第三，也坐落于此。2017
年被强生以 300亿美元天价收购的
生物技术公司Actelion同样在巴塞
尔附近。

瑞士制药业一枝独秀
巴塞尔功不可没

人们通常把医药巨头
扎堆的地方叫作“药谷”。
世界上有许多知名“药
谷”，其中，瑞士巴塞尔作
为欧洲“药谷”，颇具影响
力。

近年来，随着生物医
药行业快速发展，我国
“药谷”四处开花。在众多
产业集群地中，未来有无
可能诞生世界级“药谷”？
瑞士的经验或将带来一定
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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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以巴塞尔为代表的生物科技园区的
长期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
的强力支持。

对于各大园区，政府投入了许多资
金。瑞士联邦政府每年通过国家科学基
金会资助生物技术基础研究数亿瑞士法
郎；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主要对生物技
术新兴领域、成果应用转化进行支持，通
过承担产业和大学之间合作研发项目的
50%支出来促进技术转让，每年在生命科
学方面的投入大约为6000万瑞士法郎。

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也
是重要的举措之一。2003年，瑞士颁布
了《干细胞研究条例》，规范生物技术领
域的研究。2005年，联邦生物技术委员
会提请修订《专利法》，采取对基因序列
保护、增设限制性条款等措施，保护高
投入、高风险的生物技术专利发明，增
强企业竞争力。

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协调组织。如
1998年成立生物技术协会代表成员企业
向政府争取利益，促进成员与大学间的
技术转让，促进与其他欧洲生物技术组
织机构的联系及与全球生物产业链的融
合；2000年，设立联邦生物技术协调中
心，作为生物技术领域条例发布、执照

申请、社会团体开展相关活动的协调管
理机构，并为生物技术企业提供必要的
相关法规信息；此外，还建立了瑞士生
物技术基础数据库、瑞士生命科学基础
数据库等网络资源。

瑞士政府将推动国际合作作为其发
展科学战略的关键。尽管瑞士不是欧盟
成员国，瑞士科学家仍可以就科研经费
争取到欧盟框架计划下的资金。2007年
至2012年之间，瑞士公司和大学在欧盟
的第 7研究框架计划内获得了 15.6亿瑞
士法郎的资助。

与此同时，瑞士的国家独立优势也
被充分利用。在瑞士现有的监管条例
下，药品的审批过程简单快捷。通常情
况下，仅需11个月左右便能获得国家药
品监管局的许可，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快
的审查速度之一了。2016年，瑞士药品
监管局批准了42项新的活性物质，比前
一年增加 50%。这部分归功于推出的新
快速通道程序。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此
程序允许140天内得到营销许可。

此外，瑞士还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激
励措施。例如，初创企业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免除公司和资本税，最高可达 10年
之久，而药品的增值税仅为2.5%。 晚综

政府保驾护航 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生物医药在我国崛起，
已覆盖肿瘤免疫治疗、细胞/基因治
疗、创新医疗器械、下一代基因测序
等前瞻性领域。正是看到生物医药的
巨大前景，近年来我国已形成多个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

健康产业转型升级，“药谷”遍地开花

随着健康产业转型升级，功能齐
全的医药基地 （俗称“药谷”） 遍地
开花。近年来，我国已形成上海张
江、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等多个专
业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未来我国将
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药谷”，
助力新药研发、医疗器械生产、基因
检测、精准医疗等大健康产业发展。

近年来，工业城市哈尔滨宣布打造
生物医药千亿级产业，重点推进抗体药
物、靶向药物的产业化，积极开拓基因
治疗、细胞治疗等新模式。

2018年，南京江宁高新区宣布启动
建设中国“药谷”，生命科学智库同期成
立。中国“药谷”将以中国药科大学、南
京医科大学为龙头，建立国内前沿的新
药、医疗器械与健康产业基地。

2017年，湖南省重点发展生物技
术、医疗服务、康复颐养和现代中医药
等高端产业，打造覆盖产业链上下游、
多产业融合集聚的大健康生态圈。

“药谷”发展应走差异化竞争之路

在各类“药谷”遍地开花的同
时，总体上缺乏国家层面的布局规划，
各“药谷”之间缺乏战略上的筹划和信
息沟通，造成同质化竞争的情况。

专家指出，中国生物制造技术及
产业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重视自主创
新。应在技术、人才、资金密集的区
域，形成生物产业聚集区和比较完善
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专家建议，“药谷”发展应走差异
化竞争之路，政府应根据区域本身的
特征与其优势产业对“药谷”制定符
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为“药谷”
的发展精准定位，集聚各种创新要
素，推动前沿技术的交流和交易。

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如上
海、北京等地，可以利用科研与人才
优势，重点发展基因工程药物和生物
医学工程产品，加快创新药物的发展
与研发；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如
云南、湖南等地可以重点发展生物医
药，促进现代中医药发展，形成有创
新性、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医药基
地。

中国“药谷”遍地开花

被称为中国“药谷”的中关村大
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已成为辐射环
渤海经济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生物
产业标志性聚集区。

瑞士巴塞尔瑞士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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