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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
涉疫苗提案和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主任
高福：聚焦科技創新與疫苗研發，
呼籲國家重視相關領域的基礎投
入、人才培養等問題，成立國家疫
苗研究中心。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公共衛生臨床
中心主任朱同玉：設立安全可靠的
「人體病毒挑戰試驗平台」國家重
大科研基礎設施，從禦敵在前、科
技儲備在先的角度出發，針對國內
暫不存在的致病原進行「人體挑戰
試驗」的臨床研究，建議建立開放
和共享的國家級科研基礎設施和平
台，儲備疫苗早期研發實力。

全國政協委員、軍事科學院軍事醫
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陳
薇：建設特需疫苗國家技術創新中
心、持續開展新冠疫情防控科研攻
關。

全國政協委員，原北京市衛生和計
劃生育委員會黨委書記、主任方來
英：建議國家盡快建立全國統一
的疫苗接種數字化系統，有助於
實時掌握全國疫苗接種的進程。

全國政協委員、康希諾生物股份公
司首席科學官朱濤：建議出台相關
實施細則，利用現有疫苗廠家的產
能來進行合作生產，挖掘疫苗產
能。

民進中央：加強疫苗研發公共平
台建設；探索新的疫苗研發合作
模式；提升疫苗國際臨床試驗能
力。

「人類研究一種全新的疫苗，大概需要10年。去年
有人問我能不能研究出新冠疫苗，我說能。一年

之後，全球已有這麼多疫苗上市，還有更多的疫苗正在
排隊研究，這得益於新技術的發展，以及全球的努
力。」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他表示，當前中國新冠疫苗
研製處於全球第一方陣，並選擇了最適合本國國情的技
術路線布局。

倡建國家疫苗研究中心
不過，與國內的快速獲批相比，中國疫苗在世衞組織

的疫苗評估進展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快。「人類第一次遭
遇這樣的新冠病毒，人類第一次給健康人群廣泛接種新
冠疫苗，謹慎一點，是對的，是好的。」高福表示，目
前中國有關機構和疫苗企業正在積極與世衞組織溝通，
相信會有很好的結果。
但是，他也指出，中國疫苗之所以在世衞組織評估中

進展較慢，與國內疫情控制較好、國產疫苗必須在海外
進行三期試驗導致獲取臨床數據較慢等因素有關。高福
並在此次兩會上提交提案，聚焦科技創新與疫苗研發，
呼籲國家重視相關領域的基礎投入、人才培養等問題，
成立國家疫苗研究中心。

加快國際合作爭發言權
「首次赴海外開展臨床的中國團隊遭遇到了諸多困

難，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海外三期臨床試驗的效率和進
度，這也是雖然國產新冠疫苗均為全球首發，但在三期
卻被國際廠家提前公布了臨床數據的原因。」民進中央
的相關提案也關注到這一問題，並提出「提升疫苗國際
臨床試驗能力」的建議。
新冠疫苗的研製，對於中國整個疫苗產業提升是空前

的，加快國際合作是必然選項。民進中央的提案指出，
在大健康戰略指引下，中國未來會有許多海外臨床、海
外生產及管理經驗的輸出。要積極總結此次海外臨床的
經驗教訓，將此次海外臨床搭建獲得的海外合作夥伴與
地區轉化為長期夥伴關係，並以此次臨床、商務合作為
契機，將生物醫藥產業的國際化繼續推行下去。同時，
應推進臨床試驗數據資產化。搭建全球疫苗研發的技術
合作平台，積極參與世衞組織、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
（GAVI）等國際組織的規則制定工作，在國際舞台上爭
取更多的發言權。

促其他疫苗出口破壟斷
新冠疫情發生前，全球疫苗市場多年來由以默沙東、

輝瑞、葛蘭素史克和賽諾菲為首的四大巨頭公司壟斷，
中國雖然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生產國，但基本以滿足
本國需求為主。疫苗專家陶黎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從
疫苗種類說，中國已是世界上擁有疫苗種類數量最多的
國家之一，其中戊肝疫苗和手足口疫苗目前只有中國有
生產。從疫苗出口的角度，近10年來中國才開始重視。
「新冠疫苗的出口量和出口國家數，肯定是史無前例
的，而且很可能後無來者。」陶黎納表示，這是中國疫
苗產業向全球展示中國效率與質量的機會。目前看來，
中國疫苗把握得很好，相信將來一定會帶動其他疫苗的
出口，例如流感疫苗、肺炎13價結合疫苗、宮頸癌疫苗
等。
「在全人類共同的疫情威脅面前，疫苗不應該成為某

一個或某些國家壟斷的稀缺品。」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
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副教授戚凱在談及新冠疫苗全球分配
不公時向香港文匯報說，中國疫苗出海，相信會為推動
全球公共衞生治理改革、進一步提升疫苗的公共品屬性
作出重要的貢獻。

應對新冠疫苗的「大考」中，中國新冠疫苗交出高分「答卷」——中國已成為

全球擁有已上市新冠疫苗路線和種類最多的國家，17款疫苗進入臨床階段，4款

疫苗獲批附條件上市，60多個國家授權使用中國疫苗，逾80個國家表達購買需

求。中國國產疫苗的研製、生產、銷售、接種全產業鏈正呈現前所有未的「火爆」場景，全國

兩會上的代表委員以及業內人士亦開始總結新冠疫苗研發中的經驗教訓，建言謀劃國產疫苗產

業的可持續發展格局，建立國家級疫苗研發中心、提升疫苗國際臨床試驗能力、設立安全可靠

的「人體病毒挑戰試驗平台」，通過此次新冠疫苗促進整體產業的升級，助力更公平的全球公

共衞生治理成為各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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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倡「人體挑戰試驗」助疫苗篩選

從新冠疫情初期，中國即布局五條技術
路線的疫苗研究，滅活疫苗屬於第一代疫
苗，中國批准附條件上市的新冠疫苗中有
75%是滅活疫苗，公眾廣泛接種的絕大部
分都是滅活疫苗。陳薇團隊與康希諾聯合
研製的腺病毒載體疫苗，高福團隊與智飛
生物聯合研製的重組蛋白疫苗屬於第二代
疫苗，前者已獲批附條件上市，後者已在
海外獲得緊急使用。西方國家廣泛接種的
是屬於第三代技術的核酸疫苗。雖然這是
人類首次廣泛接種核酸疫苗，其安全性等
關鍵因素還需要大量、長期的觀察，但業

界認為，中國對新技術疫苗的研發必須搶
佔先機。
新冠疫情正為科學家們帶來前所有未的

研究機遇。今年兩會上傳來的最新消息顯
示，國家納米中心團隊和軍事科學院陳薇
院士團隊已從去年開始合作進行疫苗新型
納米載體的研發。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納米科學中心主任

趙宇亮院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一些
變革性的新技術改變了很多領域，包括疫
苗研製。例如，已在國外進入緊急使用的
mRNA新冠疫苗，就是通過人造納米「蛋

殼」（脂質體納米顆粒LNPs）把激發體內
抗體的RNA帶進體內。

納米載體減副作用
趙宇亮表示，納米載體像一輛有導航的
汽車，把藥物運到指定地點，一方面提高
藥物的效率，另一方面減少副作用。陳薇
院士團隊已經獲批有條件上市的新冠病毒
疫苗，使用腺病毒載體技術，此前獲批上
市的伊波拉病毒疫苗也使用該技術。
趙宇亮表示，病毒載體和納米載體有共
通之處，例如在大小上，兩者都是在100

個納米左右。把新的技術引入到疫苗研發
領域，正在逐步引起重視，希望在「後疫
情時代」有更多機制體制方面的探索。
在mRNA核酸疫苗的研究方面，中國

目前已有兩種疫苗進入臨床階段。公開信
息顯示，軍科院秦成峰研究員團隊的核酸
疫苗，以及鍾南山院士團隊成員中科院廣
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研究員張必良研
製的核酸疫苗均進展順利。與西方
須-70℃儲運的核酸疫苗相比，中國兩種
核酸疫苗均可以實現2℃-8℃冷鏈儲運，
可及性優勢明顯。

「常規防疫措施太好，導致三期臨床試驗不得不
轉移到國外去做，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疫
苗專家陶黎納建議，中國應盡快引進人體挑戰試
驗，這樣即便沒有自然感染病例，也可以通過人工
模擬的方式實現感染和疫苗效果觀察。上述觀點是
部分業界專家的共識。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公共衞生

臨床中心主任朱同玉提出了「關於設立安全可靠的
『人體病毒挑戰試驗平台』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
施」的提案。

針對致病原缺位作科技儲備
朱同玉表示，跨國製藥廠商正在加速進行針對變

異病毒株的疫苗研發，中國自然也不能落後。他的

提案建議，要從禦敵在前、科技儲備在先的角度出
發，針對國內暫不存在的致病原進行「人體挑戰試
驗」的臨床研究，建議建立開放和共享的國家級科
研基礎設施和平台，儲備疫苗早期研發實力。
今年2月，英國成為全球首個批准開展關於新冠
病毒人體挑戰試驗的國家，計劃針對多種新冠變異
毒株進行挑戰試驗。

屬戰略必爭的關鍵核心技術
朱同玉向媒體表示，從1980年代至今，西方國
家已經開展過多個霍亂、流感等感染致病原的人體
挑戰試驗，並取得了疫苗上市的成果，「而我國還
從未進行過類似的試驗，在全球大流行環境下，這
可能會令我們處於弱勢地位」。

朱同玉表示，疫苗早期研發的體系化建設是事
關長遠和全局的科技戰略制高點，屬於國家重大
戰略需求，是戰略必爭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也
是改善民生、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領域，建立
綜合性極限研究手段、進行體系化方向發展迫在
眉睫。
由於「人體挑戰試驗」可以通過系統設計而進

行，從而能夠在疫苗研發的早期，快速回答大量
關鍵性問題，極大地提高了對有希望進入後期臨
床試驗的疫苗的篩選能力。
目前，中國疫苗產、學、研綜合實力已具有一

定規模和格局的情況下，該平台的建立能為未來
國內疫苗的研發、上市和審評建立平戰結合、長
期獲益的基礎條件。

中國科研發力 變革性新技術搶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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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興中維新
冠病毒滅活疫苗克
爾來福的西林瓶裝
包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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