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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经济头脑的科研人员”
      ——访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礼华

本刊记者|刘慧娴

人体干扰素是国际公认的治疗乙肝、丙肝的首选药物，它

的生产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是单抗的生产。单抗可以将原液

中干扰素的纯度提升至 95% 以上，从而生产出可以临床应用的

人体干扰素。打破国外公司垄断、在我国首先研制出可用于干

扰素工业化生产单抗的正是本文的主人公——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礼华和他的

课题组。他没有走科研人员的“寻常路”，而是选择了创办公司，

让科研成果产业化。有人问他到底是科研人员还是企业家，宋

礼华说 ：“我是有经济头脑的科研人员。”

一个烧杯演变成一座大厦

宋礼华说 ：“我认为科研成果仅仅用来发表论文、评奖、评

职称毫无意义，它的价值在于应用，解决实际问题，为患者带来

福音。”之所以形成这一理念，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

1990 年，宋礼华自德国学成归来，还没进家门，邻居就告

诉他父亲病危。病床上，老父亲因为肿瘤复发而备受煎熬，宋礼

华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人世。父亲被病痛折磨

的样子，临终前无助的眼神深深触动了他，他下定决心，一定要

学以致用，减少患者的痛苦。父亲去世不到一个月，他就与两名

同事申报了“人 α -干扰素单克隆抗的研制和应用”项目。因

为他所在的安徽省生物研究所只有一些做化学实验用的烧杯和

瓶瓶罐罐，根本不具备研究条件，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多家大学

谈合作，但是全吃了闭门羹，最终中国科技大学同意出借实验

室。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宋礼华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了

可用于干扰素工业化生产的单抗。

成果鉴定通过的第二天，当别人还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时，

宋礼华却打点行装赶到上海，向当地的干扰素生产厂家推广他

们的成果。这项新技术很快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产品问世的

头两年，便创下了 6000 万元的惊人利润。1994 年，安徽安科生

宋礼华，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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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高技术公司成立，宋礼华任总经理。

从这时起，宋礼华由一名科研人员转变

为一名企业家，开始建造他的安科大

厦，实践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理念。

2000 年 4 月，宋礼华又投资建立了

安徽省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化基地，成为

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管理最

先进的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化基地之一。

在这一基地里，宋礼华带领完成的所有

研究开发成果和产品均能就地实现产

业化。随后，安科通过资本运作等方式，

先后收购百年中药老企业安徽安庆余

良卿药业有限公司和化学合成药生产

企业铜陵恒益药业有限公司等，形成了

以生物医药为主轴，以现代中药和化学

合成药为两翼“一主两翼”协同发展的

横向一体化格局，成为安徽生物制药领

域的佼佼者，跻身国内生物制药企业第

一梯队。 

2009 年，安科抢先登陆创业板，成

为首批 28 家企业中唯一一家生物制药

领域的公司 ；2013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近 5 亿元 ；2014 年，预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2 亿元。

创新创新再创新

宋礼华说 ：“安科之所以能从众多

的科研院所中脱颖而出，就在于我们始

终坚持了三个创新，即观念创新、机制

创新、技术创新。”

1994 年安科成立时，由安徽生物

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共同出资，双方各

占 50% 权益。企业决策权在生物所和科

技大学领导手中，实际运营公司的却是

宋礼华和他的课题组，责任、权利、义

务不对等问题逐步显现，极大地限制了

企业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宋礼华于

1995 年开始对公司进行第一次改制，将

已经成立的安徽安科生物高科技术公司

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 361 万

元，同时引入员工持股。公司技术经评

估作价入股占 30%，并从中拿出 7.5%

的股份奖励给科技人员。这是分配机制

上的一次大胆创新，宋礼华后来将之阐

述为“技术的资本化”。

但是因为股份有限，一些新加入的

科技人员的入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员

工接二连三地离职。怎样留住人才成了

宋礼华的一块心病。经过反复思考，他

又推动了公司的第二次改制，扩大了职

工股东的覆盖面，使得公司的资本结

构变为法人股占 39.5%，职工个人股占

60.5%，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命运紧

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宋礼华称其为“资

本的人格化”。

经过两次创新，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扩大了。科研开发、成果转化、市场经

营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基因重组人

干扰素 α2b”、“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

“基因重组葡激酶”等一批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基因工程药品先后问世，结束

了安徽无基因工程药物的历史，并开创

了安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

但是，随着企业的运行渐入市场经

济轨道，深层次的体制弊端更加明显。

生物研究所与安科公司一直实行“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生物所的

事业建制与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存，

既不利于安科公司的发展，也不利于生

物所的深层次改革。2000 年，宋礼华抓

住机遇进行了第三次改制，生物所和科

技大学股份全部退出，安科成为全员持

股，经营者持大股的民营企业。他甚至

自己借钱给青年骨干购买公司股份。有

媒体采访时曾问他，你把员工都变成了

主人翁，就要稀释掉很多的股份。宋礼

华回答 ：“作为一个企业的控制人，如

果连让员工拥有股份的理念都不能接

受，那么你很难留得住人才，更难推动

企业持续发展。”

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是

企业的生命线。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

宋礼华已经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一线工

作 ， 但他每天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公司

的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 ， 考虑最多的还

是公司的新产品研发工作 ， 一起讨论工

作最多的也是分管研发的副总。安科设

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1 个省级技术中

心、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在工业化动

物细胞生物制药技术、人源化治疗性单

克隆抗体药物开发技术、长效化蛋白质

药物开发技术、透皮制剂技术方面具有

领先实力，拥有发明专利 30 多项，非专

利技术 5 项。先后承担了国家“863”计

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火炬

计划、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及省级科技攻

关项目数十项，自主研发国家级新药 10

余个，荣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安徽

省重大科技成就奖、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在内的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大奖多项。主

导产品重组人干扰素 α2b（安达芬）系

列制剂、重组人生长激素（安苏萌）、抗

精子抗体检测（MAR）法试剂盒（安思宝）

均为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

内市场占有率排名均在前五名以内，同

时出口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多次中标

国外政府采购。　

履职尽责的全国人大代表

宋礼华是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他说 ：“我清醒地认识到这是

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信任，

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只有认真

履职才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做一名称

职的人大代表，我认为应该具有‘一颗

红心、一双慧眼和一对勤快的脚’。要关

心国家大事，心系民生疾苦，对人民赋

予的权力要有神圣感和敬畏感，才能不

辱使命 ；要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和聪慧的

双眼，才能发现问题和有针对性的履行

职责 ；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做到提问

题实事求是，提观点有理有据，提建议

有的放矢，这需要多跑、多看、多问、多

想。这是我作为三届人大代表的感悟，

也是对认真履职的要求。”

他每年都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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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涉及范围很广，有涉及科技体制改革，科技

成果转化的 ；有涉及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 ；有涉及税

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 ；但更多是涉及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如何解决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一方

面是与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关，是自己熟悉的领域，更有感

受和发言权。一方面也是这些问题涉及面广，矛盾和问题

多，迫切需要解决。”除了宏观方面的问题，也有如将儿童

“侏儒症”纳入大病统筹治疗范围和将生长激素纳入儿童

医保目录或扩大使用范围等微观技术层面的建议。

2014 年“两会”期间，他就如何解决我国药品审评和

审批领域存在的制度不合理、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出了建

议。宋礼华介绍，目前，由于体制机制等各方面原因，我

国药品注册工作存在审评任务严重积压，审评周期长的

问题。据统计，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

心排队待审评的仿制药注册申请多达 1.2 万个，最长排队

等待时间已达 33 个月，而法定注册审评时间约为 7.3 个

月。新药审评效率低下导致我国创新药物和高水平的国

产仿制药得不到及时审批，不利于降低公众医药总体费

用，削弱了民族医药产业的创新动力，阻碍了我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认为，对药品审评中心投入经

费不足是导致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每年药品

审评财政投入仅 6000 万元左右。同时，药品审批收费偏

低且多年没有变化，环节也相当单一，只是在新药申请临

床批件时收取 0.35 万元，新药申请生产时收取 2.5 万元。

这种收费形式未体现出每个品种的技术要求不同以及成

功与否的收费区别，研究更为困难、投入更大的创新药物

与研创水平不高的仿制药差别不大，不但不利于疏导审

评申报积压，更不利于引导制药产业健康发展。为此，他

建议学习国外经验，建立严格的药品审批缴费制度。首

先，将药品审评中心由现在的公益一类转为公益二类，从

全额财政拨款单位转为可通过审评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

其次，对收费项目进行梳理，收费环节进行完善，考虑收

支平衡，建立动态收费调整制度，使得整个收费覆盖药品

受理、审评、检查、检验和审批的各个阶段，真正做到服

务多少，收费多少，提供高水平的药品审评服务。再次，

创新药物和仿制药物建立不同的收费标准，减少低水平

重复，使有限的审评资源集中到临床迫切需要、切实解决

看病贵问题、市场潜力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品种上来。

宋礼华说 ：“我的建议由财政部主办，在办理过程中，

财政部与我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沟通、交流，认真听取了我

的意见，积极、认真地对待提案办理工作，我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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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惠农路  条条通到家

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凉风垭村积极开展“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在获得上级部门72万元奖补资

金的同时顺利完成村民筹资18万元，截至目前已修

建完成生产生活便道9公里，使全村3000多名百姓

受益。

黎鹏|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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