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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篇（2016/11/05~2016/11/11） 

国家级 

序号 信息名称 发布日期 信息来源 内容提要 

1 

关于印发《医药工

业发展规划指南》

的通知 

 

2016-11-07 

工业和信息

化部 

 

一、主要任务 

（一）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二）提高质量安全水平 

1、化学仿制药质量升级计划：全面落实基本药物口服固体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任

务，支持仿制药大品种技术改造和质量升级，支持新型药用辅料开发应用。 

2、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计划 

3、中药质量提升计划：实施中药振兴发展工程，支持中药饮片、中药基本药物、中药注

射剂等重点产品质量提升；制定和提升中药大品种的生产质量控制和产品标准，建设中药材

全过程追溯体系 

4、疫苗质量提升计划 

5、医疗器械质量提升计划 

二、推进重点领域发展 

把握产业技术进步方向，瞄准市场重大需求，大力发展生物药、化学药新品种、优质中

药、高性能医疗器械、新型辅料包材和制药设备，加快各领域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产

品、技术、质量升级。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343499/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343499/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34349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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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药 

1．抗体药物。2．重组蛋白质药物。3．疫苗。4．核酸药物和细胞治疗产品。5．产业化

技术。 

（二）化学药 

1．化学新药。紧跟国际医药技术发展趋势，开展重大疾病新药的研发，重点发展针对恶

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菌

感染、病毒感染等疾病的创新药物，特别是采用新靶点、新作用机制的新药。根据疾病细分

和精准医疗的趋势，发展针对我国特定疾病亚群的新药、新复方制剂、诊断伴随产品。 

2．化学仿制药。加快临床急需、新专利到期药物的仿制药开发，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

提高仿制药质量水平，重点结合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提高口服固体制剂生产技术和

质量控制水平。 

3．高端制剂。重点发展脂质体、脂微球、纳米制剂等新型注射给药系统，口服速释、缓

控释、多颗粒系统等口服调释给药系统，经皮和粘膜给药系统，儿童等特殊人群适用剂型等，

推动高端制剂达到国际先进质量标准。 

4．临床短缺药物。加强罕见病药、儿童用药等临床短缺药物开发，加快临床必需但副作

用较大药物的换代产品开发。 

5．产业化技术。重点开发应用原料药晶型控制、酶法合成、手性合成、微反应连续合成、

碳纤维吸附、分子蒸馏等新技术，发酵菌渣等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提

高原料药清洁生产水平；发展高端制剂产业化技术，提高口服固体制剂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

水平。 

（三）中药 

1．中成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妇儿科疾病、消化科疾病等中医优势

病种，挖掘经典名方，开发复方、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中药新药，加快推动疗效确切、临床

价值高的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针对已上市品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深挖临床价值，

明确优势治疗领域，开发新的适应症。开展药品上市后疗效、安全、制剂工艺和质量控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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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实现新药国际注册的突破。 

2．中药材和中药饮片。重点发展濒危稀缺药材人工繁育技术；提升大宗道地药材标准化

生产和产地加工技术，从源头提升中药质量水平。 

3．民族药。推进民族药种质资源库的建设，系统研究评价民族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完

善民族药的生产、加工、制剂等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培育特色品种。 

4．产业化技术。重点发展中药成分规模化高效分离与制备技术，符合中药特点的缓控释、

经皮和粘膜给药、物理改性和掩味等新型制剂技术，提升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水平，提高检验

检测技术与标准。 

（四）医疗器械 

（五）药用辅料和包装系统 

（六）制药设备 

2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印发“十三

五”全国眼健康规

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2016-11-09 
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十三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16—2020 年）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防盲协会（IAPB）提出“2020 年前消除可避免盲”

的全球性战略目标。  

 一、主要措施  

 （一）深入开展眼健康宣传教育与工作。  

 （二）防治导致盲和视觉损伤的主要眼病。  

  1.继续做好白内障患者复明工作，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白内障复明工作。 

  2.会同相关部门，大力倡导儿童和青少年的科学用眼，推动屈光不正的规范化筛查、诊

断与科学矫正，提高验光矫正服务的整体水平。  

  3.加大视网膜病变特别是糖尿病视网膜病的防治力度。  

http://www.nhfp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manuscriptId=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index=1478825844368
http://www.nhfp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manuscriptId=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index=1478825844368
http://www.nhfp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manuscriptId=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index=1478825844368
http://www.nhfp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manuscriptId=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index=1478825844368
http://www.nhfp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manuscriptId=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index=147882584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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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推广应用《早产儿治疗用氧和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继续加强对眼科、妇产科、儿

科等专业的医务人员开展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相关知识培训，提高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

诊断与治疗水平。  

  5.巩固消除致盲性沙眼的成果，监测沙眼患病情况，引导群众增强沙眼预防意识，防止

沙眼流行复燃。  

  6.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老年人、0-6 岁儿童视力检查工作。  

  7.加强对眼病防治适宜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对眼病防治措施开展卫生经济学研究。  

8.推进低视力康复工作。 

（三）完善眼病防治服务体系。  

（四）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   

（五）加强数据收集与信息化建设。   

（六）完善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工作机制。   

北京市 

序号 信息名称 发布日期 信息来源 内容提要 

1 

关于启动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验

收工作的通知 

2016-11-09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 

各依托单位及项目负责人： 

基金办现启动任务完成时间为 2016年 12月的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验收工作。

现将验收安排通知如下： 

一、验收工作调度阶段（2016 年 11 月 9 日-30 日） 

请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做好验收前期准备工作。如验收项目确实存在需延期等变更情

况，请项目负责人和依托单位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交变更申请材料，逾期不予接收。 

http://www.bjnsf.org/nsf_tzgg/201611/t20161110_10665.html
http://www.bjnsf.org/nsf_tzgg/201611/t20161110_10665.html
http://www.bjnsf.org/nsf_tzgg/201611/t20161110_106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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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项目工作组织阶段（2016 年 12 月 1 日-2017 年 2 月 28 日） 

网上填报材料：项目负责人通过市基金依托单位工作系统在线填写提交验收材料（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 月 5 日）；基金办将在网站对未按时提交材料的项目负责人和依托

单位进行公告。 

依托单位组织验收：依托单位统一安排进行材料审核、组织专家验收等工作，评价结论

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和差，评价为优秀的项目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本次验收数量的 20%。

向基金办提交验收综合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20 日 17:00。 

接收纸质材料：完成上述工作后，项目负责人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下载打印验收材料，

一式一份，签字盖章后，由依托单位汇总后统一报送至基金办，接收材料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21 日 9:00 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 17:00。 

集中会议验收：基金办将对部分项目安排集中会议验收，包括：重点项目、依托单位推

荐项目、项目负责人自荐项目以及延期至 2016 年 12 月的项目等。请依托单位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将参加集中会议验收的项目名单反馈至 bjnsfys@126.com 邮箱。参加集中会议验收

的项目应在 2017 年 1 月 5 日前完成验收材料的网上提交工作。基金办拟于 2017 年 1 月 10-20

日进行集中会议验收。 

三、验收项目结论出具阶段（2017 年 3 月 1-31 日） 

基金办在审核项目验收材料后，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出具项目验收结论，并统一反馈

依托单位。 

联 系 人：项目与成果管理部 李韶庭 孙萌 

联系电话：010-66155235 010-66159377 

2 
北京市推荐 2017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
2016-11-10 

北京市市

科委 
一、征集范围和条件 

http://www.bjkw.gov.cn/n8785584/n8904761/n8904870/n8917781/10754891.html
http://www.bjkw.gov.cn/n8785584/n8904761/n8904870/n8917781/10754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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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征集通知 征集的候选项目需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自然奖、

发明奖和进步奖应是近五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奖的项目。此外，还必须满足以

下条件： 

1．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应当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前公开发表，

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 

2．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基金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推荐。 

3．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推荐项目的完成人。 

4．2015 年、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

不能作为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推荐项目完成人（创新团

队除外）。 

二、申报材料报送要求 

1.各项目完成单位进行自评，符合要求者可作为候选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起登录

北京市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征集系统，准确、客观填写申报书。 

2.申报的项目应在申报单位和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天。 

3.书面材料包括：①申报书 1 份（在线打印），自然奖、发明奖项目加盖第一完成人所

在单位公章，进步奖项目加盖第一完成单位公章；②项目公示情况说明。 

三、截止时间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12：00；书面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2：00，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http://www.bjkw.gov.cn/n8785584/n8904761/n8904870/n8917781/10754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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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刘 慧 66186832（66188227）-603 

通讯地址：海淀区四季青路７号院２号楼 231 室（请注明“推荐国家奖材料”） 

医药信息篇（2016/11/04~2016/11/11） 

国家级 

序号 信息名称 发布日期 信息来源 内容提要 

1 

总局关于修订单

唾液酸四己糖神

经节苷脂钠注射

剂说明书的公告

（2016 年第 172

号）  

2016-11-10 CFDA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

苷脂钠注射剂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儿童用

药】等项进行修订。 

2016 年第 172 号公告附件.docx 

2 

总局关于修订脑

蛋白水解物注射

剂说明书的公告

（2016 年第 173

号）  

2016-11-10 CFDA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决定对脑蛋白水解物注射剂（包括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及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说明书【禁

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项进行修订。 

2016 年第 173 号公告附件.docx 

3 

总局关于修订麦

角碱类衍生物制

剂说明书的公告

（2016 年第 174

号）  

2016-11-10 CFDA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麦角碱类衍生物（包括

甲磺酸二氢麦角碱、尼麦角林、甲磺酸双氢麦角胺、麦角隐亭咖啡因、麦角胺咖啡因、甲磺

酸-α-二氢麦角隐亭）制剂说明书的【适应症】、【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 

2016 年第 174 号公告附件.docx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2.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2.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2.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2.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2.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2.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sTqtdoxNzK6xbmruOa4vbz+LmRvY3g=.docx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3.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sTqtdoxNzO6xbmruOa4vbz+LmRvY3g=.docx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706/166214.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sTqtdoxNzS6xbmruOa4vbz+LmRvY3g=.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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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局办公厅关于

开展特殊药品生

产流通信息报告

系统试运行工作

的通知  

2016-11-08 CFDA 

为加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监管，提高监管效能，按照《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有

关要求，总局组织开发了《特殊药品生产流通信息报告系统》（以下简称特药信息报告系统）。

该系统已初步设计完成，计划分阶段、分步骤组织开展试运行。 

5 

总局办公厅公开

征求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工作中改盐基

药品评价一般考

虑的意见  

2016-11-07 CFDA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

8 号）、《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有关事

项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06 号）的有关要求，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起草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中改盐基药品评价一般考虑（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

反馈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附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中改盐基药品评价一般考虑（征求意见稿）.

doc 

6 

总局办公厅公开

征求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工作中改剂型

药品（普通口服固

体制剂）评价一般

考虑的意见 

2016-11-07 CFDA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

8 号）、《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有关事

项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6 年第 106 号）的有关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组织起草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中改剂型药品（普通口服固体制剂）

评价一般考虑（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反馈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附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中改剂型药品（普通口服固体制剂）评价一

般考虑（征求意见稿）.doc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66130.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66130.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66130.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66130.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66130.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3.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qO6t8LWxtKp1srBv7rNwcbQp9K71sLQ1MbAvNu5pNf31tC4xNHOunSqca3xsC829K7sOOvMLHo6jV98fz0uK8+7jlo6kuZG9j.doc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qO6t8LWxtKp1srBv7rNwcbQp9K71sLQ1MbAvNu5pNf31tC4xNHOunSqca3xsC829K7sOOvMLHo6jV98fz0uK8+7jlo6kuZG9j.doc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166034.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qO6t8LWxtKp1srBv7rNwcbQp9K71sLQ1MbAvNu5pNf31tC4xLzB0M3Sqca3o6jG1c2ov9q3rnMzOXWxrzBo6nGwLzb0ruw47+8wsejqNX3xPS4rz7uOWjqS5kb2M=.doc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qO6t8LWxtKp1srBv7rNwcbQp9K71sLQ1MbAvNu5pNf31tC4xLzB0M3Sqca3o6jG1c2ov9q3rnMzOXWxrzBo6nGwLzb0ruw47+8wsejqNX3xPS4rz7uOWjqS5kb2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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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遵循监管规律 保

证药品安全有效  
2016-11-07 CFDA 

保证安全有效是药品科学监管的核心要义 

药品是防病治病的特殊商品，必须确保安全并具有确切的疗效。无论是生产者还是监管

者，都不能忘记保证药品安全有效这个初心。为了保证药品安全有效，药品监管对新药上市

作出了一系列严格规定。例如，一种药物申请和开展临床试验，首先要对药物的化学结构进

行确证；其次要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研究药物在动物体内的代谢过程、作用靶点和效果；

再次要在人体进行Ⅰ、Ⅱ、Ⅲ期临床试验，证实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然后，才能把实验室的

产品转化成工业产品，建立药品质量控制标准，确保药品质量稳定可控。在药品研发过程中，

药品安全有效是基本前提。满足这个基本前提，必须依靠扎实的科学研究、可靠的临床试验、

有效的监督管理。整个药品研发过程必须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假；监管者必

须以对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审核检查，不能有半点马虎。 

严格遵循规范是药品科学监管的基本要求 

药品因其特殊性成为各国政府监管最严格的商品，在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

有严格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要求每一个数据都要如实、及时记录，确保数据完整、可以追溯。

如果这些数据存在问题，不仅会给群众用药安全带来隐患，也会严重影响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数据造假问题，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对相关机

构和责任人进行处罚和问责。药品生产过程必须符合 GMP 规范（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确

保质量控制持续合规。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建设一支与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相适应的职业化检查员队伍，严格现场检查，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净化行业生态环境，

推动形成崇尚科学、尊重科学、良心做药、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切实保障群众用药安全。 

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药品科学监管的必然选择 

新药一定要“新”，仿制药一定要“同”。这要求仿制药在临床上能够与原研药相互替代，

达不到原研药质量疗效的仿制药不能批准上市。我国的仿制药进入 21 世纪后才统一由国家审

批，限于当时的条件，审批标准依据国家标准，没有与原研药进行比对。2012 年国务院印发

http://www.sda.gov.cn/WS01/CL0048/166035.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048/166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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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提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任务。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重申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要求。今年 2 月，国

务院办公厅又专门发文，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作出具体部署。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我

国药品科学监管的一大进步，对于提高我国制药工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减轻社会医药

费负担、促进健康中国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补历史的课，这种补课美国、日本

等国家都曾经历过。 

改革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是为了促进药品监管更加科学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在药品监管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简化新药临

床试验审批程序，对仿制药临床试验实行备案管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加快

市场急需药品的审批。这些措施减少了药品审评积压的数量。虽然改革取得了成效，但同企

业的期望和产业创新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步伐，重构药品技术审评体系。一是突出临床主导。由具有临床医学背景和经验的审评员

作为组长，组织药学、毒理、统计专家进行集体审评。二是实行项目管理员制度。由管理员

负责申报项目审评的组织协调，让审评员集中精力做好技术审评工作，减少事务性工作干扰。

三是建立审评团队与申请人的会议沟通制度。在临床试验的重要节点，由审评员与申请人就

审评中的重要事项进行沟通讨论，提高审评效率。四是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对一些重

大技术问题和双方存在的重大分歧，由专家咨询委员会公开论证，提出意见供决策参考。五

是建立审评审批信息公开制度。药品审评审批的标准、程序、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

督。建立这些制度，将使我们在药品监管科学化道路上前进一大步。 

增强服务意识是药品科学监管的重要体现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企业既是监管对象，也是服务对象。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

实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制药企业研发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这对药品科学

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进一步创新药品审评机制，优化审评

流程。一是做到指导规范在前。加快制定完善药品审评技术指南，一方面供企业药品研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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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让企业少走弯路；另一方面明确药品审评审批标准，统一审评人员与企业药品研发人员

的认识。二是做到沟通交流在中。加强审评人员与企业研发人员的交流，既要在重要时点召

开会议，也可根据企业或审评员的提议安排临时会议。审评人员要学习新药知识，与企业一

道研究解决新药审评中的问题。三是做到审批决策在后。只要是在做好规范指导、沟通交流

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作出的决策，就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 

8 

企业参比制剂备

案情况的信息公

开（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8 月 31 日

备案信息）  

2016-11-04 中检院 

根据《总局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有关

事项的公告》（2016 年第 106 号）的要求，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专栏中发布一致性评价

的工作进展信息。前期已分两次对 2016 年 5 月 20 日～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31 日期间备案

信息公开，本次拟公开 8 月 1 日～31 日期间备案信息。为方便企业对同品种参比制剂信息的

查询，我院将三次公开信息合并，按照“信息-品种”、“信息-时间”两种方式对 2016 年 5

月 20 日～8 月 31 日企业提交的参比制剂备案信息进行公开，供企业参考。 

附件 1： 参比制剂备案与推荐信息-品种-5.pdf 

附件 2： 参比制剂备案与推荐信息-时间-5.pdf 

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务院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关于进

一步推广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经验的若干意见》  

2016-11-08 卫计委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医改成果，现就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

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化医改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 

二、运用典型经验，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 

http://www.nifdc.org.cn/fzy/CL0741/8715.html
http://www.nifdc.org.cn/fzy/CL0741/8715.html
http://www.nifdc.org.cn/fzy/CL0741/8715.html
http://www.nifdc.org.cn/fzy/CL0741/8715.html
http://www.nifdc.org.cn/fzy/CL0741/8715.html
http://www.nifdc.org.cn/directory/web/WS17/images/ss6xyNbGvMGxuLC40+vNxrz20MXPoi3Gt9bWLTUucGRm.pdf
http://www.nifdc.org.cn/directory/web/WS17/images/ss6xyNbGvMGxuLC40+vNxrz20MXPoi3KsbzkLTUucGRm.pdf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http://www.nhfpc.gov.cn/tigs/xxxcgw/201611/caae87ae61564a2aa0b640ae08f5e7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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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工作机制，为深化医改

提供组织保障 

（二）破除以药补医，建立健全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三）发挥医保基础性作用，加强对医疗服务的外部制约 

（四）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五）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六）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医疗联合体为重要抓手，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七）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八）发展和规范社会办医，满足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 

三、加大推广力度，增强深化医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高度重视推广工作。   

（二）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三）加强对推广工作的督查指导。 

（四）切实做好宣传工作。（来源：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10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印发“十三

五”全国眼健康规

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2016-11-09 卫计委 

近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了《“十三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16-2020 年）》

（国卫医函〔2016〕57 号），现对有关要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眼健康是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按照《全国防盲治盲规划（2006-2010 年）》和

《全国防盲治盲规划（2012-2015 年）》，明确了以防治主要致盲性眼病为核心、以建立防

http://www.nhfpc.gov.cn/yzygj/s3573/201611/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shtml
http://www.nhfpc.gov.cn/yzygj/s3573/201611/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shtml
http://www.nhfpc.gov.cn/yzygj/s3573/201611/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shtml
http://www.nhfpc.gov.cn/yzygj/s3573/201611/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shtml
http://www.nhfpc.gov.cn/yzygj/s3573/201611/1513ba075e1842e993337d0cee6dab0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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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治盲技术指导体系为支撑、以加强县医院眼科服务能力为主要手段的工作思路，全国眼病

防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据调查显示，2014 年全国 50 岁以上人群盲的患病率与 2006 年相比

下降了 27%；中重度视觉损伤的患病率与 2006 年相比下降了 16%。2015 年我国百万人口白

内障手术率（CSR）已超过 1500，较“十一五”末期提高了 56%。 

与此同时，我国依然是世界上盲和视觉损伤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贫困人口白内障盲的

问题尚未解决，儿童青少年屈光不正日益突出。“十三五”时期是推动眼病防治工作的关键

期和机遇期，根据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要求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面向

普遍的眼健康：2014-2019 全球行动计划》决议，制定本规划。 

二、主要内容 

《规划》分为 4 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现状与问题、总体要求、主要措施和保障措施。

在主要措施部分，明确了七方面的工作措施。 

（一）完善眼病防治服务体系。 

（二）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 

（三）防治导致盲和视觉损伤的主要眼病。 

（四）规范开展低视力康复工作。 

（五）开展眼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六）加强数据收集与信息化建设。 

（七）完善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工作机制。 

三、有关要求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制订省级《“十三五”眼健康规划》，形成任务落实时间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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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地方各级医疗机构要按照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有关部署和

要求，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11 

关于印发《医药工

业发展规划指南》

的通知 

2016-11-04 
卫计委法制

司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我国

医药工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时期。为加快医药工业由大到强的转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 2025》，编制本指南。 

一、“十二五”发展回顾 

（一）规模效益快速增长。 

（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三）质量管理不断加强。 

（四）技术装备大幅升级。 

（五）重组整合快速推进。 

（六）国际化步伐加快。 

二、“十三五”发展形势 

（一）市场需求稳定增长。 

（二）技术进步不断加快。 

（三）产业政策更加有利。 

http://www.bjda.gov.cn/bjfda/gzdt14/136578/375843/index.html
http://www.bjda.gov.cn/bjfda/gzdt14/136578/375843/index.html
http://www.bjda.gov.cn/bjfda/gzdt14/136578/37584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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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监管持续强化。 

（五）医改政策不断完善。 

总体上，“十三五”时期医药工业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但也要看到，发达国家依靠技

术变革与技术突破正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已在仿制药国际竞争中赢得先

机；前期支撑我国医药工业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各种约束条件不断强化，结构性矛盾

进一步凸显，亟需加快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医药工业持续健康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建设制造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为中心，大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开放合作，保障质量安全，增加有效供给，增

品种、提品质和创品牌，实现医药工业中高速发展和向中高端迈进，支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继续深化，更好地服务于惠民生、稳增长、调结构。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质量为先。 

坚持保障供给。 

坚持集聚集约。 

坚持开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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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规模效益稳定增长，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品质量全面提高，供应保障体系

更加完善，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医药工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 

——行业规模。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于 10%，占工业经济的比重

显著提高。 

——技术创新。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到 2020 年，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达到 2%以上。创新质量明显提高，新药注册占药品注册比重加大，一批高质量创新成果实

现产业化，新药国际注册取得突破。 

——产品质量。药品、医疗器械质量标准提高，各环节质量管理规范有效实施，产品质

量安全保障加强。基本完成基本药物口服固体制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通过国际

先进水平 GMP 认证的制剂企业达到 100 家以上。 

——绿色发展。与 2015 年相比，2020 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8%，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22%，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23%，挥发性有机物

（VOCs）排放量下降 10%以上，化学原料药绿色生产水平明显提高。 

——智能制造。到 2020 年，医药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大型企业关键

工艺过程基本实现自动化，制造执行系统（MES）使用率达到 30%以上，建成一批智能制造

示范车间。 

——供应保障。国家基本药物、常用低价药供应保障能力加强，临床用药短缺情况明显

改善，临床急需的专利到期药物基本实现仿制上市，国家医药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研发和应急生产能力显著增强。 

——组织结构。行业重组整合加快，集中度不断提高，到 2020 年，前 100 位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所占比重提高 10 个百分点，大型企业对行业发展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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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医药出口稳定增长，出口交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力争达到 10%。出口结

构显著改善，制剂和医疗设备出口比重提高。境外投资规模扩大，国际技术合作深化，国际

化发展能力大幅提升。 

四、主要任务 

（一）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二）提高质量安全水平。 

（三）提升供应保障能力。 

（四）推动绿色改造升级。 

（五）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六）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七）提高国际化发展水平。 

（八）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 

五、推进重点领域发展 

把握产业技术进步方向，瞄准市场重大需求，大力发展生物药、化学药新品种、优质中

药、高性能医疗器械、新型辅料包材和制药设备，加快各领域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产

品、技术、质量升级。 

（二）化学药。 

1．化学新药。紧跟国际医药技术发展趋势，开展重大疾病新药的研发，重点发展针对恶

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菌

感染、病毒感染等疾病的创新药物，特别是采用新靶点、新作用机制的新药。根据疾病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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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准医疗的趋势，发展针对我国特定疾病亚群的新药、新复方制剂、诊断伴随产品。 

2．化学仿制药。加快临床急需、新专利到期药物的仿制药开发，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

提高仿制药质量水平，重点结合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提高口服固体制剂生产技术和

质量控制水平。 

3．高端制剂。重点发展脂质体、脂微球、纳米制剂等新型注射给药系统，口服速释、缓

控释、多颗粒系统等口服调释给药系统，经皮和粘膜给药系统，儿童等特殊人群适用剂型等，

推动高端制剂达到国际先进质量标准。 

4．临床短缺药物。加强罕见病药、儿童用药等临床短缺药物开发，加快临床必需但副作

用较大药物的换代产品开发。 

5．产业化技术。重点开发应用原料药晶型控制、酶法合成、手性合成、微反应连续合成、

碳纤维吸附、分子蒸馏等新技术，发酵菌渣等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提

高原料药清洁生产水平；发展高端制剂产业化技术，提高口服固体制剂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

水平。 

（三）中药。 

1．中成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妇儿科疾病、消化科疾病等中医优势

病种，挖掘经典名方，开发复方、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中药新药，加快推动疗效确切、临床

价值高的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针对已上市品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深挖临床价值，

明确优势治疗领域，开发新的适应症。开展药品上市后疗效、安全、制剂工艺和质量控制再

评价，实现新药国际注册的突破。 

2．中药材和中药饮片。重点发展濒危稀缺药材人工繁育技术，推动麝香、沉香、冬虫夏

草等产品野生变种植养殖；提升大宗道地药材标准化生产和产地加工技术，从源头提升中药

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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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药。推进民族药种质资源库的建设，系统研究评价民族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完

善民族药的生产、加工、制剂等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培育特色品种。 

4．产业化技术。重点发展中药成分规模化高效分离与制备技术，符合中药特点的缓控释、

经皮和粘膜给药、物理改性和掩味等新型制剂技术，提升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水平，提高检验

检测技术与标准。 

（五）药用辅料和包装系统。 

1．药用辅料及功能性材料。发展基于“功能相关性指标”的系列化药用辅料，细分产品

规格，提高质量水平，满足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需要，重点发展纤维素及其衍生

物、高质量淀粉及可溶性淀粉、聚山梨酯、聚乙二醇、磷脂、注射用吸附剂、新型材料胶囊

等系列化产品。开发用于高端制剂、可提供特定功能的辅料和功能性材料，重点发展丙交酯

乙交酯共聚物、聚乳酸等注射用控制材料，PEG 化磷脂、抗体修饰用磷脂等功能性合成磷脂，

玻璃酸钠靶向衍生物及壳聚糖靶向衍生物等。 

2．包装系统及给药装置。加快包装系统产品升级，开发应用安全性高、质量性能好的新

型材料，逐步淘汰质量安全风险大的品种，重点加快注射剂包装由低硼硅玻璃瓶向中性硼硅

玻璃瓶转换，发展注射器、输液袋、血袋等产品使用的环烯烃聚合物、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

体等新型材料，易潮可氧化药品用的高阻隔材料，提高医药级聚丙烯、聚乙烯和卤化丁基橡

胶的质量水平。开发新型包装系统及给药装置，提供特定功能，满足制剂技术要求，提高患

者依从性，保障用药安全，重点发展气雾剂和粉雾剂专用给药装置，自我给药注射器、预灌

封注射器、自动混药装置等新型注射器，多室袋和具备去除不溶性微粒功能的输液包装，带

有记忆功能、质量监控功能的智能化包装系统，家庭常用药的儿童安全包装和老年友好包装

等。 

（六）制药设备。 

1．高端设备。重点发展缓控释、透皮吸收、粉雾剂等新型制剂工艺设备，大规模生物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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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器及附属系统，蛋白质高效分离和纯化设备，柔性化无菌制剂生产线，连续化固体制剂生

产设备，先进粉体工程设备，异物光学检测设备，高速智能包装生产线，适用于特殊岗位的

工业机器人等。 

2．装备技术。提高制药设备的集成化、连续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发展系

统化成套设备，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加强在线检测、在线监控、在位清洗消毒、高密闭和隔

离等技术的应用，提高设备的自诊断、自适应和网络通信能力，改进设备的开放性和合规性。

扩大应用工业以太网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可编程控制器，为过程控制、优化操作、智

能管理创造条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协调配套。 

（二）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力度。 

（三）完善价格、采购和医保政策。 

（四）发挥质量安全监管调控作用。 

（五）健全药品流通体系。 

（六）加强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七）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八）推进规划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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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篇（2016/11/05～2016/11/11） 

国家级 

序号 信息名称 发布日期 信息来源 内容提要 

1 

京津冀三地将实

现著名商标异地

联保 

2016-11-08 
中国知识产

权网 

近日，京津冀三地的工商、市场监管部门签订了《京津冀商标保护区域合作备忘录》，

就著名商标异地保护、互认商标品牌战略示范企业、加强执法联动配合等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该备忘录，京津冀三地将实现著名商标“一地认定、区域共认、异地联保”机制并

及时交换名录。对各自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评选认定的商标战略示范企业，相互通报名单和

主打商标信息，实行互认和区域内联保。 

2 

知识产权指数：勾

画区域经济发展

版图 

2016-11-09 
中国知识产

权网 

《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 2016》（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这已是《中国知识产权

指数报告》连续发布的第 8 个年头。《报告》课题组组长、高文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正

志表示，与去年相比，2016 年中国区域知识产权指数排名前 10 的省份组成完全一致，知识

产权指数区域特征非常显著。 

一、知识产权指数“东高西低” 

《报告》的中国知识产权指数评介体系下设知识产权产出水平、知识产权流动水平、知

识产权综合绩效、知识产权创造潜力等 4 个分项指标，每个分项指标又由若干个二级和三级

指标构成，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各地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及未来趋势，成为观察分析区域

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区域知识产权指数排名前 10 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江苏、

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天津、重庆、福建、安徽，北京连续 7 年保持第一位置。知识产

权指数基本为“东高西低”，即由“东部沿海地区”到“中部腹地”再到“西部边远地区”，

指数逐渐降低。“这种区域分布的特点与各地创新发展的阶段和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

http://www.cnipr.com/ynzx/201611/t20161108_199585.htm
http://www.cnipr.com/ynzx/201611/t20161108_199585.htm
http://www.cnipr.com/ynzx/201611/t20161108_199585.htm
http://www.cnipr.com/ynzx/201611/t20161109_199611.htm
http://www.cnipr.com/ynzx/201611/t20161109_199611.htm
http://www.cnipr.com/ynzx/201611/t20161109_1996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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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志表示。据了解，截至 2015 年底，北京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1.3 件，居全

国第一；专利代理机构达到 371 家，执业专利代理人达到 5030 名，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29.54%

和 39.84%。而经济社会欠发达的甘肃省，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1.59 件，且仅有 3 家专

利代理机构。专利积累的差异，显示出我国东西部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 

二、创新驱动发展任重道远 

在《报告》课题组负责人看来，虽然北京和天津均位列前茅，但京津对周边的辐射扩散

不够理想，呈现一定“孤岛”现象，迫切需要协同创新发展；相对而言，“长三角”和“珠

三角”地区的辐射效应越来越明显，知识产权扩散日益深化。此外，重庆依然是中西部省份

知识产权发展的“高地”，领先于周边省份发展水平。可以说，不仅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

异大，即使同为一个地理区域内的省区，知识产权发展也不均衡。 

《报告》研究分析了 2010 以来 7 年间各省区市知识产权指数排名情况后发现，广西进步

最大，提高了 9 个位次，提升至第 16 位。安徽和陕西则上升了 4 至 5 个位次，由中游位置进

入上游位置，其中安徽在 2015 年、2016 年均处于第 10 位。 

北京市 

序号 信息名称 发布日期 信息来源 内容提要 

1 

北京市知识产权

局关于举办北京

市知识产权运营

重点产业分析成

果发布会的通知 

2016-11-7 
北京市知识

产权局 

2016 年中国专利周将于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7 日举办，此次专利周主题为“加强知识产

权运营，开拓知识产权强企之路”。为全面推进我市知识产权运营试点工作，提升知识产权

运营机构业务能力，分享产业领域分析成果，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拟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举办

“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助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市知识产权运营重点产业分析成果

发布会。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2016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8：30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07_35178.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07_35178.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07_35178.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07_35178.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07_35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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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会议地点：北京京仪大酒店第一会议室  

三、 参会人员：我市知识产权运营机构主要负责人和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人。  

四、会议议程  

 1. 发布 2016 年北京市重点产业领域专利分析报告；  

2. 发布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转化目录（第二批）；  

3. 发布首都知识产权运营联盟发起倡议；  

4. 领导讲话。  

五、联系方式  

本次会议由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承办，请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 15 点前将报名回执

发至邮箱 cipsa@vip.126.com 或传真至 010-51530137。  

联系人：刘妲；电 话：010-51530191；传 真：010-51530137。 

2 

北京市西城工商

分局加强做好著

名商标培育 

2016-11-11 
中国保护知

识产权网 

北京市西城工商分局加强做好著名商标培育，开展 2016 年度北京市著名商标申报，组织

西城区 7 户意向新申请企业及 25 户三年到期需复审企业，做好材料的申报。为进一步扩大宣

传幅度和影响力度，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帮助企业增强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西城工

商开展各种商标宣传工作，大力弘扬以创新为荣、剽窃为耻，倡导消费者树立自觉抵制假冒

伪劣产品的意识；指导和帮助企业做好商标品牌的宣传策划，扩大驰名、著名商标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举办商标与企业竞争力、商标与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商标发展成就展示等活动。

形成企业主动运作、政府积极引导、部门大力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全社会关注商标品牌、

爱护商标品牌、发展商标品牌的浓厚氛围。 

3 中关村知识产权 2016-11-11 北京市知识 根据《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暂行）》（京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sb/201611/1897733.html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sb/201611/1897733.html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sb/201611/1897733.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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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局关于申报

2017 年度示范园

区专利战略专项

资金的通知 

产权局 财文〔2010〕2418 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就申报 2017 年度示范园区企业专利战略专

项资金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  

二、资助方向：专利战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示范区企业：  

1．开展专题专利数据库建设； 2．开展专利竞争情报研究；  

3．建立专利预警机制； 4．建全和完善企业专利管理体系。  

三、资助要求  

1.近两年已获得过中关村示范园区专利创业专项或专利战略专项资助的企业不予以资

助。  

 2.同一单位当年不得同时申报专利战略资助项目和专利创业资助项目。  

四、资助形式  

对于经评审立项的专利战略资助项目，由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承

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可以是第三方，也可以由符合承担条件的企业自主承担。关于公开征

集项目承担单位将另行通知。  

五、资助额度  

拟资助项目原则上给予每项 10 万元的支持，可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适度调整。  

六、申报与受理  

（一）申报单位需符合的条件  

1.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1.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1.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1.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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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具有较强研发实力，拥有一定数量的授权发明专利。其中：申报建设专题专利数

据库、开展专利竞争情报研究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应在 10 件以上，且拥有一定比例的发明专

利申请；申报建立专利预警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专利管理体系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应在 20

件以上，且拥有一定比例的发明专利申请；  

3.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机构健全、制度完善，配有专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每年有相应的

资金用于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  

 4.企业财务状况良好。  

（二）申报程序  

1.登陆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网站 www.zgcip.org.cn，进入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网上系统填

写申报书。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是申报书的附件部份，按照系统规定的统一模板填写，项目

申报起止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  

2.经审核通过的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之前报送书面申报材料一式三份，相关材料

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三）受理部门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信息中心（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三层）。  

（四）联系人：瑞鑫/熊瑛  

联系电话： 82356358-295/232 

4 

中关村知识产权

促进局关于申报

2017 年度示范园

区专利创业专项

2016-11-11 
北京市知识

产权局 

根据《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暂行）》（京

财文〔2010〕2418 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就申报 2017 年度示范园区专利创业专项资

金事宜通知如下：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2.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2.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2.html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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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通知     一、资助对象：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  

    二、资助方向：2017 年专利创业专项资金支持的重点方向为：涉及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专利项目；产学研结合的专利项目；企业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引进或合作开发实施的

专利项目。  

    三、资助要求  

    1.近两年已获得过中关村示范园区专利创业专项或专利战略专项资助的企业不予以资

助。  

    2.同一单位当年不得同时申报专利创业资助项目和专利战略资助项目。  

    四、资助额度  

    拟资助项目原则上给予每项 10 万元的支持，可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适度调整。  

    五、申报与受理  

    （一）申报单位需符合的条件  

    1.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2.企业具有较强研发实力，拥有一定数量的授权发明专利；  

    3.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机构健全、制度完善，配有专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每年有相应的

资金用于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  

    4.企业财务状况良好。  

    （二）申报项目需符合的条件  

    1.项目的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实施内容明确、预期目标具体、经费预算合理，便于过程

http://www.bjipo.gov.cn/zwxx/zwgg/201611/t20161111_351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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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考核；  

    2.项目必须由申报单位匹配相应资金，且配套资金占总预算的比例不低于 50%；财政资

金和配套资金开支范围：专用设备购置费、专用材料费、数据采集费、差旅费、会议费、国

际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与知识产权促进工作直接相关的支出。其中劳务费

是指支付给直接参与项目工作的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费用，其支出总额不得超过项目资助

额的 10%；  

    3.项目负责人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施项目所需的相关经验、组织与管理协调能力；  

    4.项目实施对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5.项目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须具备至少一项授权发明专利，且专利权属法律状态明晰，

即专利权人为申请该项目的企业。 

（四）申报程序  

1.登陆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网站 www.zgcip.org.cn，进入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网上填写申

报书。项目申报起止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逾期网络自行关闭，不

再受理。  

2.审核通过的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之前报送书面申报材料一式三份，相关材料原

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3.初审合格的项目，由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组织专家对初审项目进行评审，确定资助

项目名单，待资金批复后，对外公示两周时间。  

（五）受理部门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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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三层 309  

联系人：黄琳 王亮  

联系电话：82356358-271/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