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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药学会编著的《药学学科发展报告(2010-2011)》分为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两大部分，其中专
题报告包括生化与生物技术药物、药剂学、海洋天然药物、药物化学、药物分析技术、抗生素、中药
与天然药物、医院药学、药物毒理学、药物临床评价、老年药学、药物流行病学、药物经济学、医药
知识产权、药事管理学、军事药学领域的16个报告。
本报告内容涵盖了近两年药学领域的新进展、新成果、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我国药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和水平。
通过对药学学科国内外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客观地指出我国药学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详
细阐述了我国药学学科发展趋势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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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国家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将不断完善经过“十一五”的努力，“重大新药创
制”科技重大专项确立的第一阶段目标基本完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我国医药科技产业的创新体
系逐步形成。
专项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凝聚全国医药创新力量，调动各地发展医药科技产业的积极性，使医药产
业园区建设力度明显加强，医药科研力量布局更加合理，人才队伍得以聚集，医药产业规模得以提高
。
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医药产业要达到快速增长的目标，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要实现专项确立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目标，大幅度提升创新药物研发能力，必须不断完善我国医药
科技创新体系，从多方面入手，营造有利于医药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努力探索符合实际的产学研结
合的创新模式，要发挥市场的导向功能，实现市场对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制药企业以及市场之间密切互动的关系，提高我国医药行业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能力，鼓励企业
积极参与创新，努力促进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
建设有利于医药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体系，首先是结合我国国情，修订完善专利制度和相关法规，实
施医药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加强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其次是完善促进技术转移的法律法规，促进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基础研究成果向制药企业转移。
要制定统一协调的国家药物政策，从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管理，为医
药科技创新提供有益的市场环境。
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体系，建设有利于创新药物研发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
融资体系。
完善税收激励政策，实施有利于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
完善风险投资体系，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创新药物研发，努力形成市场化和金融机制相结合的促进
医药科技创新的局面。
随着“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逐步推进，我国医药科技产业的创新体系将更加完善，我国将跨入新药研
发强国的行列，医药产业将实现由仿制为主向创新为主的跨越式发展，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国民经
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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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学学科发展报告(2010-2011)》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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