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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我国的海洋资源大省,广西的海洋生物制药开发利用具有广阔的潜力。本文阐述了广西海洋生物

制药产业目前在科研、开发和生产方面的现状,并对广西当前在海洋生物制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确

定广西的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策略提供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国内外成功经验,分析广西加快发

展海洋生物制药产业的现实可行性,从提高认识,把握原则及采取相应对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思考,以期为

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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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uangxi is an area with rich marine resources in China,and has great potential to
develop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search basis for making
strategy of Guangxi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this paper elaborated its current sit-
uation of research,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as well as analyzed the problems.In addi-
tion,it could offer som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via compa-
r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analyzing the realistic feasibility of accel-
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Guangxi province,as well
as carrying out deep thinking on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holding principles and adopt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foundation and situation,problems,counter-
measures

0 引言

  海洋生物制药产业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将对

海洋生物具有明确药理作用的活性物质研制成药

品、保健品或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活动。当今时代,
随着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艾滋病、糖尿病等疾病对

人类健康的威胁日益严重,人类迫切需要寻找新的、
特效的药物,人们因而更加关注海洋[1-2],希望从中



发现更多高效安全的海洋生物药物,为人类健康提

供更多保障。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世界各国开始将眼光聚

集在海洋生物制药上,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分别

推出“海洋生物技术计划”“海洋蓝宝石计划”“海洋

生物开发计划”等,投入巨资研究海洋药物及海洋生

物技术,并将开发利用海洋生物制药作为经济发展

和抢占生物技术制高点的重要手段。我国自 1 9 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开始将海洋生物制药的研究开

发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计划,从国家层面开始支持海

洋生物药用资源的收集整理、药用开发研究、产业化

生产和科研人才培养等,推动了我国海洋生物制药

产业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探索,建立了具

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研究机构,形成了一定的研究

体系。如在山东、福建、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建立起

了一批研究所(室)和制药龙头企业,中山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等院校聚集了一批在海洋生物制药领域有

名望的专家学者,一批新型抗肿瘤、抗艾滋病、抗心

脑血管疾病、抗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抗动脉粥样硬

化的海洋药物已相继进入不同的临床研究阶段或产

业化阶段,多烯康、角鲨烯、河豚毒素、藻酸双酯钠、
甘糖酯、甘露醇等海洋糖类新药和几十余种海洋保

健产品获得国家批准上市,海洋生物制药产业走上

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有资料显示[3],我国在新世纪

前十年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 7.1%,高
出同期 GDP 增速。由此可见与传统海洋产业相比,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广西是我国唯一一个沿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与滩涂,是我国海

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区之一。尽管近年来广西

自上而下均普遍认识到要充分发挥广西的海洋生物

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广西海洋经济。但迄今为止,广
西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尚差强人意,究竟原因

何在,出路何在? 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期

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关注。

1 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基础和现状

分析

  广西的北部湾海域面积为 1 2.83 万 km 2。大陆

海岸线长 1 5 9 5 km,在全国 1 1 个沿海省份中排第 6
位。沿海滩涂(包括岛屿滩涂)总面积达 1 000多平

方千米,其中软质滩地约占 98%,是海岸带综合开

发利用的重要场所和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4]。北部

湾内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栖息着丰富的鱼类、虾类、

头足类、蟹类、浮游植物、浮游动物、贝类、藻类和儒

艮、文昌鱼、海马、海蛇等珍稀或重要药用生物。同

时拥有众多的深水良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广西

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
将海洋生物制药及生物制品产业纳入重点培育的七

大新兴产业中,从企业培育、平台建设、产品研发、基
地建设等多方面提出了发展措施,并在项目核准、用
海用地指标、资金筹措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广西海洋生物制药及保健品产业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已近 30 年的历史。随着广西

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海洋生物制药业

发展具有一定产业基础。2014 年广西海洋生产总

值 9 2 6 亿元(现价),比上年增长 9.1%,占广西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9%,约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四城市(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 1 7.0%。其中,如图 1 所示,海洋生物医药发展

也呈上扬趋势,全年实现增加值 0.60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0.00%(文献[5])。

图 1 201 1 年以来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情况

  Fig.1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Guangxi marine bio-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ince 20 1 1

  从企业发展情况看,据统计,广西共有海洋生物

药品、保健品及化妆品企业 3 3 家,从业人员约 3 500
人。其中上市公司 1 家,中外合资企业 3 家,内资企

业 2 9 家,生物制药企业 5 家,生物制品企业 3 家,保
健品企业 22 家,化妆品企业 3 家。大部分企业集中

在北海市,此外,钦州有 3 家,防城港有 1 家。全区

利用海洋药用生物生产的医药产品和保健品主要有

珍珠滴眼液、珍珠末、珍珠胶囊、南珠海参膏、鲎试

剂、壳聚糖、甲壳素、氨基葡萄盐酸盐、海洋农药 OS-
施特灵、海藻氨基酸叶面肥、珍珠免疫与代谢调控因

子、珍珠牛磺酸、几丁聚糖螺旋藻等,其中甲壳素、鲎
试剂、海藻氨基酸叶面肥、珍珠免疫与代谢调控因

子、珍珠牛磺酸等海洋生物药品和保健品的产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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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表 1)。

  从具体的产品来看,部分带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如北海市螺旋藻养殖面积达

50 多公顷,占全国养殖面积的 5%,生产螺旋藻干藻

粉 1 000 多吨,占全国总量 8%以上,螺旋藻深加工

产品———干藻粉、螺旋藻含片等,不仅各项指标均符

合国家相关标准,而且还以营养成分含量高、不污染

著称,“绿仙”牌螺旋藻还荣登 20 1 2 年中国螺旋藻十

大品牌排行榜。

  经过多年的努力,广西建立了一批与海洋生物

制药相关的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为海洋生物制药

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表 1)。
表 1 与海洋生物制药产业相关的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Table 1 Guangxi key laboratories related to marine bio-phar-
maceutical industry

名称 Name 依托单位 Support organ-
ization

广西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
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for the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Engineer-
ing of Medicinal Resources

广西师范大学
Guangxi Normal Univer-
sity

广西中药药效研究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Efficacy
Study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广西中医药大学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广西生物炼制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Biorefin-
ery

广西科学院、广西大学
Guangxi Academy of Sci-
ences,Guangxi Universi-
ty

广西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Biotech-
nology of Guangxi

广西海洋研究所
Guangxi Institute of O-
ceanology

广西红树林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 for Mangrove Con-
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Guangxi Mangrove Re-
search Center

广西药用资源保护与遗传改良重点
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Medici-
n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广西药用植物园
Guangxi Botanical Gar-
den of Medicinal Plant

广西中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Tradti-
tonal Chinese Medicine Quality
Standards

广西中医药研究院
Guangxi Institute of Tra-
di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广西中医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ic Re-
search

广西中医药大学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广西近海海洋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广西科学院
Guangxi Academy of Sci-
ences

广西生物靶向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Diagno-
sis and Treatment of Biological Tar-
gets

广西医科大学
Guangxi Medical Univer-
sity

广西北部湾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重
点实验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Beibu
Gulf Marine Biodiversity Conserva-
tion

钦州学院
Qinzhou University

  199 5 年广西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正式组建,
继而被审核批准为“广西海洋生物工程中心”,199 7
年科技部正式批准成立“全国科技兴海技术转移广

西中心”。广西多个企业与区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开

展了多元化的产品开发研究,如广西海洋研究所开

展蛇毒的基础研究,开发海蛇药酒产品;广西医科大

学与北海制药厂合作开发鲎试剂;北海珍珠公司研

制珍珠精母注射液、珍珠明目滴眼液;北海金土明海

生物工程公司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开发海藻碘

晶产品;广西区人民医院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共同

研制海藻素降糖脂药物;北海国发股份有限公司与

清华大学利用珍珠开放免疫生长调节剂;等等。自

治区还积极推动国家在广西设立国家海洋局第四海

洋研究所和建立广西海洋研究院,提高海洋科技支

撑能力。

2 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2.1 产业规模小

  广西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虽然起步已有 30 余年,
但产业总体上规模偏小,产品结构单一,知名企业和

品牌少。2014 年全区海洋生物制药业增加值占海

洋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为 0.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9 个百分点。与广东、浙江、山东等省比较,差距

更大,这与广西作为海洋大省的地位很不相匹配。

2.2 研究技术人才紧缺

  全国海洋产业劳动者约 400 万人,但从事海洋

制药的专业人士仅几万人。高校海洋药物相关专业

的设置起步也较晚,1993 年中国海洋大学才成立了

中国首个海洋药物化学专业,199 6 年创建海洋药物

硕士点。在全国设置海洋生物制药相关专业的高校

不外十来所,且大多数是新设立不久的,培养学生独

立开展研发的能力总体不强,海洋生物制药技术人

才呈现出“青黄不接”的断档期。国内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专利申请的情况[6]也反映出总体上我国海洋生

物制药领域技术水平不高(表 2)。

  从广西看,全区人口 5 300 多万,但从事海洋生

物制药的专业人才尚不足 5 000 人。广西申请的海

洋生物医药相关专利仅有 1 3 项,远远低于其他沿海

省份的申请量,对于活性物质研究的专利仅有 2 项,
没有对活性物质药用机理等深层次的研究专利[6]。
同时,广西高等教育和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缺乏海洋

生物制药研发人才的教育及培养体系,目前仅有钦

州学院一所公立本科学校从 2008 年开始设置了海

洋生物医药专业,弥补了广西没有该专业的空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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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远远不足以填补海洋生物医药发展所需的医药、
生物制品、精细化工等领域从事研究开发和经营管

理的人才缺口。
表 2 国内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人情况

Table 2 Patent applicants from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hina

专利申请人
Patent applicant

数量 Number

山东
Shan-
dong

广东
Guang-
dong

上海
Shang-
hai

北京
Bei-
j ing

辽宁
Liao-
ning

中国海洋大学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 7 0 0 0 0

中山大学
Sun Yat-sen University 0 2 5 0 0 0

中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第 二 军 医
大学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0 0 1 6 0 0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0 0 1 0 0 0

李勇 Liyong 1 0 0 5 1

北京世纪博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Beij ing Century Biocom Phar-
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Ltd.

0 0 0 7 0

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Zhen-Ao Group Co.,Ltd. 0 0 0 0 6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
ty

0 0 5 0 0

2.3 缺乏有效的创新研究平台

  海洋生物药物的开发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特点,
涉及现代生物技术、制药技术、海洋生物养殖技术、
捕捞技术等多门学科,单靠一个领域的投入,很难取

得产业化的成果。目前,广西尚未建立一个联合多

学科及医药企业的海洋生物制药产品合作开发机构

或平台,支撑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研发、中试及

产业化等公共服务平台缺失,海洋生物数据库建设

也较为落后,至于药物药效学筛选、药物安全性评

价、药物临床试验、动物实验等公共服务平台几乎处

于空白。

2.4 产业发展资金不足

  从全球看,美国每年用于海洋药物研究的经费

为 5 000 多万美元,日本多达 1 亿美元,欧盟国家与

科研机构联合起来的年研究经费约为 1 亿多美元。
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投入很低,海洋生物医药投资

比重不足 1%。从广西来看,自治区尚未建立支持

海洋生物制药技术攻关和研发的财政专项资金和相

关的技术攻关计划,只有部分资金散落在科技、海
洋、工信和水产畜牧等部门,资金总量少,使用支出

用途受限大。因此,单靠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和自

有资金,难以支撑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所需的巨

大研发投入,也难以突破一些关键性技术。在科研

成果产业化方面,自治区也尚未建立配套的投资机

制,各个地市、园区尚未有明确的产业引导基金用于

支持海洋生物制药产业项目的股权投资或跟进投

资,光靠企业或科研院所的自我资金难以发挥规模

效应将产业做大,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自然也会很低。

2.5 政策体系尚不健全

  近年来,自治区政府也将海洋生物制药产业作

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列入规划,并相继出台了一些扶

持政策,但目前的政策过于宏观、针对性不强、碎片

化、与市场功能的结合脱节,效果很不理想。

2.6 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

  产学研相结合的完整链条衔接不够紧密,难以

形成研发合力。一是没有建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经

常性合作研究机制和平台,没有营造为产业化而创

新的科研氛围,海洋药物的主要研发机构———高校

和科研院所等,研究的出发点和兴趣点往往与企业

实际脱节,企业认为有市场、有产业化前景的技术高

校和科研院所往往没有涉及,而高校和科研院所认

为领先的技术,企业又缺乏对接的人才和设备。二

是缺乏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有效机制。由

于科研管理体制的问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即使有可

以产业化的先进技术,也会因为体制障碍导致无法

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2.7 行业管理不协调

  海洋生物制药产业管理涉及海洋、发改、工信、
商务、财政、科技、农业、水产畜牧和食品药品等多个

部门,目前行业管理条块分割、管理资源和资金散,
责任主体不明确,整个行业管理归口哪个单位模糊

不清,未真正落实管理和指导部门,从而导致行业管

理不到位。

3 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对策

3.1 提高对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战略意义的认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长期以来,尽管

广西是我国唯一一个具有沿海区域优势的少数民族

地区,政府也曾将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列入发展规划中,但由于宣传不够,对加快发展广

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的重要意义尚没有形成广泛的

共识,因此,必须在末来一个时期,采取更有力的措

施,切实提高健康快速发展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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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的认识。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的重要

分支,海洋生物制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广西经

济社会可持续增长至少具有以下重大战略意义。

  (1)有利于培育广西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生物制药产业保持较快

发展,发展势头强劲。2005 年全国海洋生物制药产

业增加值只有 1 7 亿元、仅占海洋产业增加值比例的

0.28%;2014 年全国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增加值达

2 5 8 亿元,增长 1 2.10%,占海洋产业增加值比例达

1.00%(文献[5])。不到十年的时间,总量增长了

1 5 倍,对海洋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成为

海洋经济新的增长亮点。广西在“十二五”期间也将

海洋生物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养,2014
年,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增加值 0.6 亿元。当前,
虽然海洋生物制药产业总量不大,但随着北部湾经

济区进一步开放开发、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

等重大园区确立海洋生物制药作为主导产业,“十三

五”时期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必然会成为广西海洋经

济发展较快的增长点。

  (2)有利于将广西海洋生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

  广西的海洋是中国沿海最后一块未经大规模开

发的海域,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密集的海洋保护区群

落,总体上维持着近乎天然的自然状况,可以开发利

用的海洋药用生物资源丰富,牡蛎、珍珠、对虾、青
蟹、鲎、红树林等在全国都具有比较优势,具备打造

海洋生物制药大产业的资源条件,如能因势利导,加
快海洋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定能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3)有利于在开发中更有效地保护广西海洋生

物资源

  北部湾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钦州、
北海、防城港三市的临海工业和城镇建设发展很快,
围填海规模不断扩大,沿海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
沿岸浅海滩涂生物资源有所衰退,加上局部区域养

殖密度和近海捕捞强度不断扩大,海洋生物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遭到严重威胁。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

模,加快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可以积极引导群众

安排合理的养殖密度和捕捞强度,从而更加有效地

促进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永续利用。

3.2 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

  (1)高起点定位,统筹规划。立足广西海洋医药

产业基础、技术支撑等条件和潜在优势,准确把握全

球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律与海洋生物科技发展

趋势,高起点做好规划,统筹规划产业发展、空间布

局和配套建设,推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2)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加
大创新载体和公共平台建设,提升自主创新和成果

转化能力,促进体制、机制、技术、管理、政策协同创

新,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3)突出特色,重点突破。立足实际,合理定位,
注重特色,在最有基础和条件的优势领域率先突破,
重点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实施项目带动

战略,集中力量发展基础条件较好、技术条件成熟、
成长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和产品。

  (4)优化布局,集聚发展。突出区域优势,坚持

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布局,促进产业、技术、人才、资
金等向优势地区集中,引导企业和项目向园区布局,
促进上下游产业协作发展,打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的长链产业集群,形成集聚规模效应。

  (5)深化改革,开放带动。创新体制机制,破解

制度瓶颈,增强发展活力和动力。扩大对外开放,集
聚国内外创新资源,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强与

国内外城市间、科研机构间和企业间的合作交流,实
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开放创新式发展。

  (6)市场驱动,政府引导。发挥市场对海洋资源

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把市场作为产业发展、创新能力

提升的出发点,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加强政府规划指导、政策扶持、服务功

能,营造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3.3 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的措施

  (1)加强宏观规划指导

  确立海洋生物制药产业为广西“十三五”战略性

新兴产业。“十三五”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应将海

洋生物制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产业,根据国家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要求,结合广西多年来的发展实践经验,制定广西壮

族自治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规划纲领,明确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思路、目标和方向,科学定

位沿海三市和南宁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重

点,统一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布局,强化产业链分

工和区域协调分工。沿海三市和南宁市要根据自治

区的统一规划,将海洋生物制药产业相应地纳入各

自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并出台政策措施,形成合

力促进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快速发展。

  (2)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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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打造创新平台

  一是以广西中医药大学等科研单位为支撑,建
立广西海洋生物制药研究院(所)、广西海洋生物制

药重点科研基地、广西海洋生物制药重点实验室等

一批高附加值、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级、省级科技

创新研发平台和重点科研机构。二是以重点企业为

支撑,认定一批国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三是

在南宁高新区、北海高新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东

兴国家开放开发试验区等国家级重大园区建立海洋

生物制药中试、企业孵化器、药物鉴定和安全评价、
技术与咨询中介服务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加
快形成覆盖海洋制药源材种植养殖、活性筛选、药效

及安全性评价、临床实验及中成药生产技术、工艺和

质量控制等研究和公共服务的科技支撑体系。

  2)实施自治区海洋生物制药科研攻坚计划

  海洋生物制药新产品的发现和开发难度大、周
期长、占用资金多、风险高,单靠某个企业、某个科研

单位去组织实施难以实现。要在政府层面搞好组织

规划,整合好各类科研资源,调动科研单位和企业的

积极性,集中攻关,以减少盲目性,避免重复劳动和

浪费,缩短研发时间。因此建议:“十三五”期间,海
洋生物制药产业重点研究计划要跟《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相关计划沟

通、衔接,以自治区政府的名义实施“广西海洋生物

制药科研攻坚计划”,安排专项攻坚项目经费,由自

治区科技、海洋等部门负责组织和实施,重点支持海

洋生物资源发现和新药研发,海洋生物学、生态学研

究及样品数据库建立,生物活性筛选及化合物数据

库建立,海洋微生物的分离、结构鉴定及发酵培养,
特色海洋中药材和饮片、海洋中药健康产品的开发

等科研攻坚项目。

  3)打通“源材发现-技术攻关-工程实现-产

业化发展”链条

  在产业创新体系中包含了产、学、研三环,涉及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三方,如果“三环”衔接不

紧密,“三方”合作不畅,就会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

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其中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两个

机制:一是缺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有效

机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深锁闺门”,自主处

置“枷锁”多,缺乏合法和高效的渠道传导到企业中

去,导致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二
是缺乏与科研成果平行的投资机制,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的联系割裂,一方面市场机制的投融资资金

无法进入高校科研院所参与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另一方面单靠高校科研院所的自主资金也难以满足

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需要。要打通海洋生物制药“源
材发现-技术攻关-工程实现-产业化发展”的产

业链条,必须在自治区层面全面深化科技管理体制

改革,创造性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

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 5﹞23 号)关于

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创业、
离岗创业的有关政策,为科研成果转化扫除障碍、建
立合法依据:

  第一,建立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机制)。对

于科研人员(教师)在科研单位获得的科技成果由其

本人负责向企业转移的,科研单位与其签订许可合

同,产业化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科研单位按照不高

于 1 5%的比例分享;科研单位的应用性成果如果在

一年内或两年内没有向企业转移的,成果拥有人(发
明者)可以自由向企业转移,科研单位原则上不参与

收益分成;允许科研人员(教师)每周安排一天到企

业兼职,或 1~2 年时间离岗到企业创业。

  第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解开

套在科研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所有权身上

的“枷锁”,允许科研单位对科技成果采取市场化的

方式(包括有偿转让给企业或个人、与企业合作开

发、引入风险投资等)自主处置、自享收益、自担风

险,自主处置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

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不再审

批、不再分享利益。

  第三,建立企业与院校经常性合作研究机制。
以产业引导院校研究方向,以院校培养企业技术人

才,做到为产业化而创新,聚焦研究针对性和目的,
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4)推动一批重大科研项目产业化

  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产业、科技企业孵化、中小

企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和政策要向海洋生物制药科研

产业化项目重点倾斜,支持一批工业用酶、医用功能

材料、生物分离材料、绿色农用生物制剂、创新药物

等海洋新产品,以及多糖、蛋白质、氨基酸、酯类、生
物碱类、萜类和淄醇类等特色产品的产业化。自治

区科技、工业等“十三五”专项规划将海洋生物制药

科研项目产业化列为重点。

  (3)加快人才培养

  海洋生物制药的研究和产业化,需要一大批既

懂药物科学,又懂海洋科学、生物学的专业人才。应

对人才对产业支撑不足的问题,必须走合作、引进和

自主培养等多种人才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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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加强合作研究来培养人才。在制定“广
西海洋生物制药科研攻坚计划”时,安排若干项重大

课题和项目,实施与国内外知名院校科研机构合作

研究,通过著名专家、学者、大师“传帮带”的方式提

高本地研究人员整体素质。

  2)建立院校与企业、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协同创

新平台。高校和科研院所充分发挥前沿理论基础扎

实、科研人员多、科研条件好等优势,企业提供试验、
厂房、设备、资金等配套与支持,有针对性共同开展

为产业化而创新的项目研究,通过共同研究来提升

研发人员的研发能力,同时也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

含量。

  3)加强高校海洋生物制药专业建设。制定实施

海洋生物制药院校与学科建设规划,支持钦州学院

加强本科层次海洋生物制药专业建设,提高办学质

量,增强实力,重点培养一批掌握海洋科学、海洋生

物制药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在广西中医药大学增

设海洋生物制药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专业,重点

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研发能力和理论水平的高端技术

人才。推进省部、省际合作,加强与国内外优秀高

校、科研机构的海洋生物制药学科建设合作,实行研

究生联合培养,增强研究生教育实力。

  4)实施以创新平台引才的人才引进计划。过去

广西一直重视引进高层次人才,甚至不惜重金提高

其工资待遇、解决住房问题、安排其配偶就业和子女

就学等,但一直以来人才引进效果并不理想,表现为

政府机关引进多、高校科研单位企业引进少,通才

多、专业科研人才少,单兵多,科技团队少。造成这

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人才发挥自我价值的科

研平台和项目,因此建议广西完善人才引进激励机

制,实施“以创新平台+项目+资金支持”的人才引

进计划,设立海洋生物制药若干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研究课题和项目,采取团队引进、核心人才引进等方

式,大力引进海洋生物制药源材种苗培育、药理分析

研究、药物制剂、临床前试验与应用、药物安全评价

等领域的人才。对引进人才实施“扶上马再送一

程”,自治区级、各地市、各园区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优先投资引进人才或创新团队的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各个园区优先为引进人才的成果转化项目提供

企业孵化、生产和办公用房,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创业

启动资金,真正实现人才能引得进来、留得住、发
展好。

  (4)重点发展,充分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1)重点发展方向

  结合广西海洋生物资源的特点,重点开发抗肿

瘤、抗氧化、抗病毒、免疫调节及改善糖脂代谢、心脑

血管、神经系统等海洋创新药物、生物药品和海洋现

代中药;大力发展药用辅料级、创面敷料级、体内植

入级褐藻胶、壳聚糖、透明质酸和胶原蛋白,重点开

发止血材料、创伤修复材料、组织工程材料和药物缓

控释材料等海洋生物医用材料;加快发展海洋功能

食品,重点开发有辅助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增强

免疫力、增加骨密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保护肝损

伤、抗氧化、减肥等功能保健食品;利用海洋植物、动
物、矿物质等生物质资源,筛选提取具有显著促进皮

肤生长、延缓细胞衰老、活化细胞等天然细胞因子,
重点开发特殊功能化妆品。

  2)建议优先开发的资源品种

  结合广西优势、大宗、特色的海洋生物品种和广

西海水养殖现状,重点开发如下海洋资源品种:

  栙大力发展合浦珍珠(珍珠、珍珠母)、近江牡蛎

(牡蛎)、文蛤(蛤壳)、乌贼(海螵蛸)、杂色鲍(石决

明)、毛蚶(瓦楞子)、章鱼等传统海洋中药的大宗优

势品种,采用现代技术提取其中的氨基酸、多糖、牡
蛎磺酸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研制开发具有免疫调

节、辅助降糖、保护肝损伤等多种保健作用的系列功

能食品,建立一套完整的精深加工与高效利用的技

术体系。

  栚加大力度支持海龙、海马、海参等传统名贵海

洋中药及海蛇、中华鲎等珍稀海洋药用生物的繁育

养殖及合理开发利用。

  栛利用广西丰富的红树林资源及海岸带海洋药

用植物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植物中药,重点支持白骨

壤、老鼠簕、苦郎树、秋茄、红海榄、桐花、二叶红薯,
海藻等的开发研究。

  栜充分利用广西广阔的滩涂资源,进行海洋微

生物研究,发现新的活性化合物,为利用现代生物技

术研发新药提供先导化合物。

  栞利用虾、蟹、蛤等大宗或特色的海洋生物海产

品加工业的废弃物提取医药化工原料、开发医药保

健产品。

  (5)加强资源开发与保护

  1)建立科学的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机制。坚持

合理开发、集约利用海洋生物资源。认真落实《广西

海洋功能区划》,加强涉海项目的区域规划论证和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严格控制填海项目和占用海滩涂

项目的规模,严格控制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确保自

然环境下的海域、滩涂面积不减少,生态环境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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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

  2)加强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开发。严格控制通

过大量采集捕捞海洋生物获取海洋药物来源的行

为。要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的原则,实施海洋农牧

化工程,对重点海洋生物品种实施人工繁育和养殖,
为海洋药物开发提供足够的原材料支持。有计划地

对重要海洋生物品种的越冬场、产卵场进行保护,投
放人工鱼礁,确保其能正常繁殖生长,使其生物链能

达到平衡发展。

  3)要增强海洋环保意识。加大对沿海居民、渔
民的海洋保护宣传力度,引导渔民对重要的海洋药

用生物保护品种进行自觉保护。严格控制陆源污染

物超标向近海水域排放,严格监测重要海洋生物品

种的越冬场、产卵场的水质,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保
证海洋药用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结束语

  为确保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健康快速的发

展,应紧紧围绕建设“海洋经济强区”,依托广西独特

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优势,以科技创

新为支撑,着力推进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人才支撑,
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提升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

新能力;以海洋生物医药、保健品开发为突破口,优
化产业空间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培育一批

龙头骨干企业,开发一批特色优势产品,推动产业规

模化、集聚化、特色化、高端化发展;以我区国家级重

大园区为平台,积极吸引国内外海洋生物医药重大

项目落户,促进产业、技术和人才集聚,将其建设成

为广西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创新海洋生物医药发展路径,扩大与我

国沿海海洋生物制药先进地区以及东盟各国的开放

合作,唯有如此,广西海洋生物制药产业才能得到健

康快速的发展,从而真正成为引领广西海洋经济发

展的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1] 陈月,栾维新,程海燕.我国海洋生物制药与保健品业

开发战略[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24(6):63-71.

CHEN Y,LUAN W X,CHENG H Y.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arine biology and hygienical drugs in Chi-
na[J].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2007,24
(6):63-71.

[2] 任喜萍.我国海洋生物制药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J].现代经济信息,201 1(10):208.
REN X P.Problems and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in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J].Mod-
ern Economic Information,201 1(10):208.

[3] 201 3-201 7 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深度调研与投

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EB/OL].[201 6-01-1 6].http://

www.docin.com/p-82 142849 6.html.
201 3- 201 7 Analysis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and In-
vestment Strategy Planning of Chinese Marine Biologi-
cal Medicine Industry[EB/OL].[201 6-01-1 6].http://

www.docin.com/p-82 142849 6.html.
[4] 中国海洋信息网.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EB/OL].

[201 6-01-26 ].http://www.coi.gov.cn/gongbao/

j ingj i/.
China Oceanic Information Network.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ese Marine Economy[EB/OL].[201 6-
01-26].http://www.coi.gov.cn/gongbao/j ingj i/.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广西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 1 - 201 5 年)[EB/OL].(201 2-08-24).http://

www.gxoa.gov.cn/gxhyj _ ghjh _ jhfa/201 2/08/24/

588e47fe5 a7 c4cc6b07f9 1 45baee02f9.html.
Th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of Guangxi.The Outline
of the Provincial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xi
Marine Industry (201 1 - 201 5)[EB/OL].(201 2-08-
24).http://www.gxoa.gov.cn/gxhyj _ ghjh _ jhfa/

201 2/08/24/588e47fe5 a7 c4cc6b07f9 1 45baee02f9. ht-
ml.

[6] 李小燕,李翔,刘佳,等.基于专利信息分析的广西海洋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 5(6):5-8.
LI X Y,LI X,LIU J,et al.Research on stratery for de-
velopment of Guangxi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 in-
dust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atent information[J].
China High-Tech Enterprises,201 5(6):5-8.

(责任编辑:陆 雁)  

472 广西科学院学报 201 6 年 1 0 月 第 32 卷 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