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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目的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生物医药产业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典型领域。 以大安全格

局为导向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对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及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过程]首

先,论证了大安全格局下生物医药产业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其次,对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进行了理念层面的探析,
进而提出了基于大安全格局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内容框架;最后基于大安全格局对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工

作进行了策略性思考。 [结果 /结论]大安全格局下,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已成为大国之间的正面对抗领域。 生

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必须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不断丰富理论内涵,以大安全格局为导向,服务生物医药产业的发

展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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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 / Significance]Xi Jinping proposed building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is a typical
field to put the concept into practice . Th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of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oriented by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鄄
te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of China's biomedical industry. [Method / Process] Firstl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nfluence of biomedical industry on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secondly, 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of biomedical industry was constructed; and then the content framework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of bi鄄
omedical industry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finally, the practical path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of
biomedical industry was designed based on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Results / Conclusion] Under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has become a positive confrontation field among big powers. Th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of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must be promoted to the height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stantly enrich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with the guidance of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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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摇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

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1]。 随后的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 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

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
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2]。 可见,
党和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协调推进,
在关注发展问题的同时,愈发重视安全问题,实现发展

与安全的辨证统一[3]。
生物医药产业可视为践行发展与安全辨证统一理

念的典型领域。 首先,从安全角度看,新世纪接连发生

的 SARS、甲型 H1N1 流感、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突发重

大传染病不断凸显生物医药产业对于大安全格局的战

略保障作用。 其次,从发展角度看,生物医药产业作为

我国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4],是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重要体现领域,能够体现国家对重大科技创

新的组织能力与水平,已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发展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 因此,基于大安全格局,生物医药产业

的未来发展战略显然需要特别关注。
与此相对应,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地位也需

在突破企业个体和产业整体层面之后,进一步提升到

国家安全高度。 首先,从政治、外交、国防安全等角度

看,大国之间谁掌握了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谁就能

掌握较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其次,从经济安全的角

度看,生物制药产业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伴生了激烈

的市场竞争。 由此,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获取难

度随之加大,情报获取方与情报产生方的信息不对称

性愈加凸显。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结合所依托项目对

生物医药企业、行业组织及相关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

等主体的产业竞争情报需求调研,对生物医药产业竞

争情报理念进行探析,并对相关情报工作做出思考。

1摇 基于大安全格局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理念

探析

摇 1. 1摇 理念探析的现实基础摇 生命科学的发展促使

生物技术与医药领域相结合,产生了生物医药领域[5]。
生物医药对于防控传染病不可或缺。 国际社会已普遍

认识到传染病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安全议题[6],《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也将“防控重大新发突发

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冶列为该法适用的首要活动。 因

此,主要国家都将生物医药纳入战略视野,生物医药的

产业化进程加快,成为各国争夺的热点,市场需求日益

旺盛[7-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

以年均 30%以上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全球医药行业

的增长速度[8]。
在我国的政策语境中,生物医药产业被列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生物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国民经

济活动中与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化学药品与原料药制

造、现代中药与民族药制造、生物医药关键装备与原辅

料制造、生物医药相关服务相关的活动[10]。 其中蕴含

了生物医药产业依托的三层发展因素,一是企业层面

的自主技术创新、产能扩张与市场开发等因素;二是产

业层面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集群分布与统筹等因素;
三是政府层面的规划和政策等因素[11]。 三者都需要

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支撑。
国际经验显示,各大跨国药企早已关注到传染病

的安全化问题及其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影响,并已实现

关注点从企业间竞争到行业竞争再到产业竞争的逐步

升级。 典型案例如美国辉瑞(Pfizer)对英国疫苗企业

PowderMed、生物科技药业公司 Coley 以及惠氏的收

购;英国阿斯利康(AstraZeneca)对美国生物技术专业

公司 MedImmune 的收购;美国雅培(Abbott Laborato鄄
ries)对比利时 Solvay 制药公司的收购;美国强生

(Johnson &Johnson)对荷兰生物技术公司 Crucell NV
的收购,等等。 无不是为巩固其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

地位[12],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这些案例对

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应用不仅值得我国药企借

鉴,而且对我国政府层面以及行业组织层面的生物医

药产业竞争情报工作也具启示意义,即如何发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着眼大安全格局,利用生物产

业竞争情报完善国家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切入点,把
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认识从单纯的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提

升至国家安全高度,一起谋划、一起部署。
摇 1. 2摇 概念界定及特性分析摇 产业竞争情报作为一

种理论与方法,从中观产业层面认识产业环境、跟踪产

业变化、识别产业风险,近些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13]。 根据胡笑梅等[14] 对我国产业竞争情报领域研

究的全面性梳理和总结,郑彦宁、陈峰、赵筱媛[15-17] 以

及张立超等[18]学者普遍认为:产业竞争情报属于动态

性、应对性情报,旨在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产业的

整体竞争优势,基于对其竞争对手、环境及其他相关情

报要素开展的一系列情报工作,制定相应的产业竞争

战略。 产业竞争情报有五方面积极作用:一是支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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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预警;二是防范市场风险;三是支持产业内的企业决

策;四是促进产业链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五是提升产

业国际竞争力。
在批判继承上述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

文认为:从第三方信息与情报机构服务视角看,产业竞

争情报一般指国家或地区发展特定产业所需的信息与

知识。 主要为三个层面的竞争性活动提供支撑,一是

在宏观层面为国家及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产业与行业发

展政策提供支撑;二是在中观层面为产业内各行业协

会等机构沟通、协调、监督、统计、研究行业发展提供支

撑;三是在微观层面为产业内各企业尤其是核心企业

发展提供支撑。 据此可进一步演绎大安全格局下的生

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是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导向,基于

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主体、竞争环境及其它相

关信息与知识的需求策划、信息获取与情报分析,提升

本国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公共性情报,具体

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大安全格局下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

着眼这一理念,大安全格局下的生物医药产业竞

争情报主要面向产业各相关主体的共性需求,用户并

不唯一和特定,因而具备了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 这

决定了政府应该介入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活动,并
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

法》的精神,其它组织和个人也有义务提供生物医药

产业竞争情报。 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典型国家和地区

的国际实践也说明,政府不仅能够支持专业情报机构、
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组织成为产业竞争情报的重要

供给主体,甚至政府本身也可以提供产业竞争情报。
各供给主体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协同运作,形成高

效的产业竞争情报支撑体系[19]。
摇 1. 3摇 产业链理论的引入摇 由于国家间竞争的形态

正从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20],本文借鉴鲁晶

晶[14]、郭学武[21]、丁宁[7] 等学者的研究经验,在生物

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研究范式中引入产业链理论。 作

为产业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工具,产业链理论聚焦

于各相关环节的协同组织关系。 直观而言,产业链是

一种有序化组织结构,由上游供应商、中游制造商、下
游经销商组成。 抽象而言,产业链的实质是技术经济

关联链[22]。 具体到生物医药产业,其产业链环环相

扣,特别是新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相关环节

高度依赖于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冶 [23]。 将

产业链思维引入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研究,有助

于把握生物医药产业结构和资源要素配置等情况,监
测产业整体布局、运行状况及其薄弱环节。

基于产业链基本原理,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大体可

以分解为 4 个环节: 一是医药产品研究与开发(R&D)
环节;二是医药产品生产(或制造)环节;三是医药产

品流通与交换环节;四是医药服务与医药产品消费环

节[24]。 具体到生物医药领域,其产业链涉及的环节较

之一般消费品更为细致,主要表现在生物医药产业链

的两端:首先,其上游不仅包含常规研发环节,还有临

床试验申请和玉、域、芋期的临床试验、新药注册上市

申请及中试等环节;其次,生物医药产业链向后也有较

大延伸空间,不仅包括营销网络以及品牌的建设,更包

括跨度较长的郁期临床研究与药品售后药学服务功能

及不良反应监测、上报及处理环节。

2摇 大安全格局下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基础工作

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环节之间,包含大

量信息交互活动,蕴含诸多富有价值的情报,涉及资

源、技术、市场、产品或服务等多方面的产业机会与威

胁。 根据笔者对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一些经验,
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在大安全格局下的需求策划、
信息获取与情报分析主要依托四个方面的基础工作。
摇 2. 1摇 明确生物医药产业链各环节情报工作特点摇
生物医药产业链各环节的相关主体及其技术经济联系

对大安全格局的影响各不相同,其在生物医药产业技

术情报工作中的难度也有所区别,根据生物医药产业

竞争情报的可获取性和可用性,可用四维象限加以分

析,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生物医药产业链各环节情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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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与开发(R&D)环节是生物医药产品生

产(或制造)的源头活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装备及

高层次人才,体现一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科技创新与工

艺水平,主要决定其保障大安全格局的“高度冶和“广
度冶。 该环节情报是一般用户的最迫切需求。 然而,
由于相关信息广泛涉及知识产权等商业秘密,多处于

内隐状态,仅凭常规情报手段难于获取,导致后续情报

分析缺乏素材,相关的需求策划也往往难于落地。
其次,生产(或制造)环节主要体现一国生物医药

产业的生产制造能力,在物质基础层面为满足医药生

物市场需求提供产能保障,决定其保障大安全格局的

“厚度冶和“力度冶。 相关情报一般蕴藏于行业机构的

专业报告、媒体的相关报道特别是企业自身披露的各

种材料当中,同用户充分沟通确定情报工作方向和范

围后,或多或少都能获取一些基本信息,且深入分析的

难度不大,可应用性较强。
第三,流通与交换环节是连接医药供给与需求的

桥梁,其广告宣传和定价受到国家的严格规制,属于典

型的委托代理市场和信息不对称市场,主要体现一国

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监督管理水平,决定其保障大安全

格局的“速度冶。 相关信息较为公开,通过走访生物医

药市场和查阅相关文件都能获取,可供深入分析的潜

力也较大,应用性也较强。
最后,终端消费环节是生物医药产品与服务实现

价值的关键,同时反馈生物医药的安全性监测与评价,
主要体现一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运维基础条件及环境,
决定其保障大安全格局的“灵敏度冶。 相关信息的获取

需要结合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的综合运用,包括走访

医疗机构及典型病患和查阅药企专业报告及相关政府

部门公告等,虽然获取的工作量较大,但情报可用性较

强。
摇 2. 2摇 监测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外部环境变化摇 生物

医药产业的发展除了依托于产业链的本体运行,受产

业链的外部环境影响也较大,从大安全格局着眼,主要

包括相对稳定的政策法律软环境和科学技术硬环境,
以及新冠肺炎代表的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三者共

同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不可忽视的内容,如
图 3 所示。

图 3摇 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监测的内外部环境

摇 摇 第一,政策法律环境。 生物医药产业的相关政策

可以展现一国和地区对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具体设计,
能够研判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路线,反映国家对生

物医药产业保障大安全格局的详细思路和具体部署,
主要包括涉及生物医药产业的国家战略、规划及相应

政策的文本信息。 同时,由于生物医药产品开发周期

长、环节多、审批时间长,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
回报、高风险等特性,相关法律对生物医药知识产权的

保护范围、时限和实际执行程度也会深刻影响生物制

药产业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 例如,在生物医

药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有基于专利和基于临床实验

数据独占性保护两种形式[25]。
第二,科学技术环境。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离不开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有赖于其同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整体联动

和协同创新能力。 不同时期的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

术前沿热点、相关技术的应用领域、技术进入壁垒、各
组成技术的成熟程度共同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的科技

环境。 当前,生物医药产业的科学技术环境主要涉及

基因工程技术、蛋白质工程技术、干细胞技术、酶工程、
化学修饰技术、稳定表达细胞系构建技术及其它生物

技术。 未来,生物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与计算机、
生物芯片、组合化学合成、纳米、高通量筛选等新技术

的发展密切关联[26]。
第三,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 由于生物医药产

业直面的传染病疫情属于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天

灾[27],且与国民生命直接相关,所以其对国家安全的

影响比其它产业都更为直接,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会异

乎寻常,这成为生物医药产业有别于其他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突出特点。 典型如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后主要大

国及其药企之间展开的疫苗竞赛。 “疫苗政治化冶“疫
苗民族主义冶“疫苗外交冶“疫苗供应危机冶等诸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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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说明国家间谁掌握了疫苗产业的先机,谁就掌握

了政治、经济、外交、国防、军事等诸多关键领域的话语

权和主动权;疫苗企业间谁先研发成功并提升产能,谁
就能获得多国政府竞相采购的超额利润。 因此,公共

卫生安全突发事件的不期而至既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

大冲击,也能给生物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带来难得

机遇,应该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重点关注内

容。
摇 2. 3摇 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获取效率摇 国

际生物医药产业的复杂环境与产业链内部各环节情报

特点,决定了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工作必须综合采

用多种先进的方法、技术、工具和机制、依托不同的渠

道获取具体的生物医药产业信息。
首先,稳定可靠、种类丰富的情报来源是高效获取

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前提。 主要包括三类:一是

生物医药领域的相关科技文献。 其中,研究论文作为

科研成果的主要产出形式,其数量、篇均引用量、主题

趋势和作者等信息能够反映生物医药产业的基础研究

成果及整体科技环境;其主要来源为国内外学术资源

数据库,典型如 Web of Science 知识平台中的核心引

文索引数据库等。 二是生物医药领域的相关专利文

献。 其中,获批的新分子实体等相关专利的数量、主题

趋势、主要专利持有人、到期情况等信息能够反映生物

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成果及其对非专利药物市场

潜力的影响;其主要来源为国内外专利数据库,典型如

美国 FDA 橙皮书数据库、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CFDA)数据库、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数据库,等
等。 此外,基于大安全格局,还可在遵守法律和道德规

范的前提下,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将相应的人力情报、灰
色信息、行业组织及第三方产业调研机构的行业(企
业)调查报告等作为必要的产业竞争情报来源。

其次,先进的方法、技术、工具和机制是获取生物

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高效手段。 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主

体多元,产生的各种信息数量多、覆盖广、内容杂,获取

难度大。 这就要求在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获取手

段上,综合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法、技术和工具

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实时感知、动态监测、智能采集,
例如国内一些专业科技情报机构已经开发运行的竞争

情报智能采集系统和对国外智库成果的实时翻译及推

送系统,虽然还在完善阶段,但已开始明显提高情报采

集效率。 当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时,使用一些

非常规的技术手段来搜集相关信息也是必要的;同时

开放、协同的互通、互换、共享情报机制也有助于高速

汇集生物医药产业链各主体的信息资源。 典型如一些

SaaS 产业竞争情报服务平台及产业竞争情报 B2B 网

站等,都已开始采用多种高效的情报获取手段。

摇 2. 4摇 综合运用多元的情报分析方法摇 高效率的生

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获取环节,为高精准性和强时效

性的信息处理和情报分析奠定了基础。 其中,信息处

理是情报分析的预备工作。 首先,由于生物医药产业

链复杂,主体众多,不同来源的初始信息表现为大量的

动态异构数据和碎片化信息,不仅杂乱无章,而且冗余

过载,需要甄别、整理等加工过程,集成为有序化、系统

化、结构化的情报素材,进行分类别的数据库存储与管

理。 其次,在最为核心的情报分析环节,生物医药产业

竞争情报需要综合采用多元的分析方法。 主要包括两

大类,一类是以 SWOT 分析、定标比超、专利分析等为

代表的分析框架方法范式[28];另一类是以比较和分

类、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想象和类比等为代表的

思维方法范式[29]。 前者通常用于信息分析的过程,而
后者往往决定最终结论的形成[30],生物医药产业相关

文本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相关数据等不同类别的情报

素材各有其相对应的分析方法。
总之,在大安全格局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

报实践应交叉使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多元方

法,对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做

到“知己知彼冶。 除了以 SWOT 方法从优势、劣势、机
会和威胁 4 个方面搭建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的分析框

架,还要辨识其分析素材的性质是从相关网站、组织内

部以及重点人物获取的生物医药产业文本信息,亦或

各种渠道采集的生物医药产业海量数据。 前者的分析

方法主要采用文本挖掘、语义分析、头脑风暴、德尔菲

法、案例分析、逻辑推理等;后者的分析方法主要采用

趋势外推、灰色系统预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文献计

量、专利计量等数据分析。 此外,在情报分析过程的呈

现方面,还要注重可视化方法的运用,包括绘制生物医

药产业追踪路线图,绘制生物技术路线、生物技术生命

周期等相关技术图表,以便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地平

线扫描。

3摇 基于大安全格局的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支撑

策略

摇 3. 1摇 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情报支撑策略摇 大安全

格局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活动的宏观目标

在于:让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知己知彼冶。 作为专业的第三方

信息与情报机构,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开展情报支撑工

作。
第一,通过互联网、学术文献等开源情报,广泛获

取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政策并做政策梳理与评价等深入剖析。 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实力之所以能够处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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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水平,除了生物医药企业自身的研发和运营等因

素外,都离不开政府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支持。 主要

包括政府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战略规划、组织机构、资
金支持、集聚区建设、人才培养等成体系的产业扶持措

施。 例如,可定期扫描美国联邦政府及相关州政府涉

及生物医药产业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的实现情况,利用

专家咨询法深入分析《州政府生物技术议案》等经典

政策的提出背景、内容特色及其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的启示[31];利用案例分析法深入剖析日本生物医

药产业政策对生物医药中小企业的扶持策略[32];对印

度生物医药的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

政策、产业技术政策进行全方位对标分析[33],等等。
第二,促进产业竞争情报与外交情报、医学情报和

科技情报工作的融合,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和对外医疗

援助等契机,主动掌握生物医药产业相对落后的广大

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相关情况。 一是及时把握“一带一

路冶沿线国家和地区及其它重要外交目标的生物医药

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二是常态监测各地传染

病新发、突发、变异及防控情况,三是了解这些国家和

地区同西方国家的政府、企业及科研机构等主体的生

物医药合作及健康援助信息。
第三,客观评估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自身发展水

平与真实实力。 一是明确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与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差距,既了解自身不足蕴含的风险,又能发

现比较优势可能带来的机遇;二是明确我国生物医药

产业对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援助能力,并发掘健康

领域的合作机会;三是根据前述情况,不断完善我国生

物医药产业的相关战略、规划及政策设计,指导生物医

药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摇 3. 2摇 产业发展战略层面的情报支撑策略摇 大安全

格局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活动的中观目标

在于:让各级各类生物医药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实时

了解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概况。 全球特别是美、日、
欧、印等生物医药产业大国和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结构、投入等宏观信息,构成了生物医药竞争情报

的中观内容,可以形成连续记录的年度发展报告,用以

反映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脉络、强弱格局并预测产

业未来发展趋势。 作为专业的第三方信息与情报机

构,主要应从四个方面开展情报支撑工作。
第一,在产业规模角度,综合各种开源情报方法紧

贴产业链外部轮廓,用以呈现各国生物医药产业整体

发展概况,重在反映生物医药产业保障大安全格局的

总体实力,主要包括产学研各方的新药持续研发活动

信息,生物技术企业及制药企业的数量、市值、发展速

度、员工人数、研发能力、重点生物医药产品的产能、市
场份额等总量性指标。

第二,在产业结构角度,积极把握各种对外合作交

流机会,通过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切入产业链内部各

环节,用以把握各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域分布及相互

关系,反映生物医药产业保障大安全格局的潜力和局

部优势,深入分析其薄弱环节,主要包括生物医药产业

链内不同类型企业、相关组织机构及生物医药产品品

类的比例等信息。
第三,在产业效益角度,通过上市公司年报等开源

情报分析,透视产业链各环节获得的相关资源要素及

对应产出,用以观察各国政府和市场对生物医药产业

的重视程度与落实效果,重在反映生物医药产业保障

大安全格局的基本取向和实际效率,主要包括政府和

市场对生物医药产业的人财物等资源的投入总额及相

关知识产权产出、产品或服务总产出等数据。
第四,在产业发展史和产业空间布局角度,基于对

重点企业成长史和新企业注册及并购、研发等动态的

梳理,特别是实地考察,掌握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时

间脉络及空间格局,研判其生物医药产业现有实力与

未来潜力,了解其内部相互之间的生物医药产业合纵

连横态势,识别中坚力量。 典型如美国的波士顿、旧金

山湾、华盛顿、圣迭戈和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园等重点

生物产业基地的崛起历史与发展现状;奥瑞桑德区域

的丹麦-瑞典生物医药谷(Medicon Valley)的“三重螺

旋冶结构产业生态系统分析,等等。
摇 3. 3摇 企业发展战略层面的情报支撑策略摇 围绕生

物医药产品的研发、临床试验、制造、仓储、物流、售后

及相关服务诸环节,生物医药产业链汇聚了产学研多

元主体,同时也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的主要

需求群体,主要包括生物技术企业、制药企业、高校、专
业研发机构、风险投资基金、科研服务机构,等等。 各

主体之间主要依靠技术经济联系协同共生。 大安全格

局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活动的微观服务目

标在于:让这些国内主体掌握国际药企巨头及新秀在

全产业链环节的运营经验,包括成功模式与失败教训。
作为专业的第三方信息与情报机构,主要应从两个方

面开展情报支撑工作。
第一,锁定两类关键主体。 一是大型跨国生物医

药企业。 GSK、默沙东、辉瑞、赛诺菲等跨国药企大都

占据了整条生物医药产业链或绝大部分环节,既具备

实力自行研究与开发生物医药产品,又拥有成熟的生

产能力和完善的销售渠道,还能通过资本运作等方式

在国际范围垄断生物医药产品和专利。 二是对生物医

药产业链特定环节进行专业化精耕的一些关键主体,
包括许多名不见经传的“隐形冠军冶型生物技术企业、
高校或独立的生物技术研发机构,主要通过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技术授权和出售候选药物以及技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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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生物医药产业链。
第二,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两类关键主体,生

物医药产业竞争情报应重点监测、获取和分析两个层

面的数据和信息。 一是基于开源情报,摸清产业链关

键个体的名录、空间分布、地理集聚以及相互关系等表

层信息,重点如生物技术公司及相关高校和专业科研

机构的技术授权交易信息,生物医药企业间的并购信

息,联盟信息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等。 二是通过挖掘相

关数据和信息,掌握关键主体的技术预见能力、技术领

域宽度、研发水平、资源转化能力、知识吸收能力、成果

转化能力、生产与市场化能力、市场份额、战略合作能

力、经营利润以及产品线等深层情报信息。

4摇 结摇 语

综上所述,基于大安全格局的生物医药产业国际

竞争已超越企业或产品之间的经济层面竞争,跃升为

大国之间的正面对抗领域。 整体而言,我国生物医药

产业大而不强,突出表现为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主要从

事非核心、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处于产业链价值的低

端,长期利用低廉的生产成本优势和资源成本优势[7]。
基于大安全格局的要求,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应把国家

安全意识贯穿整个产业链条,在考虑其经济属性的同

时,着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提升生物医药产业

竞争情报的获取能力和分析深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总体安全体系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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