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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足创新药自主研发
成都先导不甘当“卖水人”？
本报记者 陈婷 曹学平 深圳报道

近日，博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300404.SZ，以下简称“博济医

药”）在接受机构调研时，透露公司

的抗新冠病毒药物研发相关进展，

并表示，其也有针对新冠病毒的1.1

类新冠创新药物技术储备，但公司

是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

构），不会从事创新药的生产，将与

有意愿的企业合作，共同推进抗新

冠病毒药物的研发进程。

CRO参与新药研发，博济医药

并非孤例。

早在2020年，成都先导药物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688222.SH，以下

简称“成都先导”）将其1.1类抗肿瘤

创新药 HG030 全部可能的治疗领

域及适应症在中国内地的全部权

利转让给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以下

简称“白云山制药厂”），首次实现

其自主研发新药项目的转让。

不过，成都先导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李进对《中国经营报》记者

表示，“成都先导拥有自己的核心

技术和研发能力，以及新药项目研

发核心的知识产权。如果只是单

纯做 CRO 服务，不能够充分发挥

公司的能力和价值。”

“公司选择对外转让部分新

药研发项目的权益，获取里程碑

费和上市后销售费等收益，再将

这些现金流投入到其他的新药研

发 项 目 中 ，形 成 一 种 正 反 馈 循

环。”李进称。

转让项目平衡现金流

事实上，CRO企业将自主研发

的成果对外转让，曾有先例。

2020 年 11 月 ，成 都 先 导 将

HG030 的相关权利转让给白云山

制药厂。彼时公告显示，交易金

额由项目技术转让费用、临床里

程碑费和销售提成三部分组成。

其中，技术转让部分的付款金额

为3800万元。

据李进介绍，HG030是一款二

代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Trk）口服

小分子抑制剂，临床拟用于一线治

疗NTRK或ROS1基因融合肿瘤，

也可用于携带获得性突变对第一代

药物耐药的实体瘤患者。

2019 年4月17日，成都先导申

请发明专利；2020 年 3 月 25 日，

HG030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I期临床试验许可。

根据协议，转让后，HG030 产

品的后续研发、生产及销售将由白

云山制药厂独立推进并承担全部费

用。成都先导仍保留 HG030 产品

中国内地以外所有区域的全部权

益。2022 年 1 月，HG030 获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开展

临床试验。

近日，李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成都先导布局新药研发，源于

公司自身的愿景和长远目标，且公

司的发展起步于药物发现领域，聚

焦小分子和核酸新药的发现与优化

两大赛道，商业模式包含新药研发

服务、不同阶段的在研项目转让以

及远期规划中的新药品种上市销售

三个成果变现方向。

其中，李进对记者称，“生物医

药产业链中，价值最高的是药物，但

创新药研发往往伴随着高风险、高

投入。从投入产出比以及现金流平

衡的角度考虑，成都先导选择对外

转让部分新药研发项目的权益。”

目前，成都先导的自主研发新

药管线约有20个内部新药项目，分

别处于临床及临床前不同阶段，已

有4个项目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并进

入临床试验。

“DNA 编码化合物库（DEL）、

分 子 片 段 及 结 构 设 计（FBDD/

SBDD）、小核酸药（STO）和靶向蛋

白降解（TPD）等四大核心技术平

台，为公司布局创新药研发提供了

良好支撑。”李进表示。

不过，药物发现与优化是高素

质科研技术人才密集型产业，人才

配置到位尤为关键。

李进对记者表示，对于成都

先导，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核心资

源，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储备和管

理。目前，公司拥有研发人员约

400 人，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超过50%。

“未来，随着业务的推广与客

户研发项目的不断推进，公司预计

将会面临更多业务需求，但新药研

发行业涉及化学合成、分子生物

学、基因测序等多学科交叉，专业

人才相对稀缺，如果公司短时间内

无法及时扩充研发团队，则可能出

现因提供服务能力制约导致无法

满足客户需求，进而制约公司发

展。”李进称。

事实上，在自身业务方面，近

年来，CRO 公司所承接的订单从

仿制药到创新药的转型同步加速。

李进对记者表示，从外部环境

来看，自从医改启动及“集采”政策

实施以来，创新药研发被提到了医

药企业的发展日程之上。

据了解，成都先导的业务模式

属于新药研发服务与新药在研项

目权益转让相结合的形式。目前，

成都先导已与辉瑞、强生、默沙东

等建立合作，所做的项目多为原创

性和创新性较强的 First-in-Class

（首创）新药项目。

不过，李进告诉记者，在与药

企进行新药合作研发过程中，目前

公司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难题是疫

情对项目实施和商务开发的影响。

李进表示，“受全球疫情的持

续影响，公司部分海外客户的实验

室在疫情期间关闭，导致部分业务

无法按时完成或无法按时与客户

完成交接确认。公司海外商务开

发活动亦因为全球疫情而受到限

制，导致部分订单签订进程变缓。

此外，部分项目推进（如临床试验）

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曾短期暂

停，对后续进度有一定影响。”

“对此，成都先导在做好疫情期间

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员工健康和安全

的前提下，积极复工复产，并与客户及

时联系和配合，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

诸多限制，保障业务连续性。”李进称。

值得注意的是，李进表示，自

己将自主研发的新药项目完成至

实现获批上市，在成都先导的长期

发展规划中已有所考量，“长期来

看，在一些特殊治疗领域，成都先

导可能会在中国有自己的药物上

市或采取上市许可人制度。”

远期或自主研发

本报记者 晏国文 曹学平 北京报道

4 月 12 日 ，恒 瑞 医 药

（600276.SH）发布公告表示，公

司副总经理邹建军因个人原因

辞职。同时，恒瑞医药宣布，任

命张晓静为副总经理、首席医学

执行官（肿瘤），任命王泉人为副

总经理。

对于此次新高管任命，恒瑞

医药副总经理、全球研发总裁张

连山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张晓

静、王泉人进入恒瑞医药高管团

队，这也是我们研发领域管理人

才专业化的进一步体现。他们

的晋升将助力恒瑞医药进一步

加强内部研发与创新能力，加快

公司创新的步伐，为实现恒瑞医

药‘专注创新，打造跨国制药集

团’的发展愿景带来新的动能。”

过去一年，恒瑞医药在资本

市场表现不佳，股价一路走低。

截至4月12日收盘，恒瑞医药股

价为33.67元/股，目前总市值约

为2150亿元。2021年1月，恒瑞

医药股价曾达到最高的 116.87

元/股。

在资本市场股价承压的情

况下，恒瑞医药继续加大力度投

入研发创新。2020年恒瑞医药

研发费用为 49.89 亿元。2021

年前三季度，恒瑞医药研发费用

为 41.42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20.51%，同比增长23.86%。

据恒瑞医药公告，张晓静，

1977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2007年进入诺华制药，担任

肿瘤领域部分产品的医学负责

人，负责若干肿瘤产品在中国及

亚太其他地区的临床研究及申

报上市。2009年至2019年在拜

耳医药全球研发中心（中国及美

国）工作，历任资深医学专家、肿

瘤领域部分产品全球临床研发

负责人。2019 年 7 月加入恒瑞

医药，任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

临床研发肿瘤医学部，负责肿瘤

创新药的临床开发及未上市新

药研究等事务。

王泉人，1986 年出生，2013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并取得博士学位。2014

年加入恒瑞医药，从事抗肿瘤新

药临床开发工作，历任医学经

理、医学副总监、医学总监，其间

主持开展多个 1 类新药及联合

用药的临床开发。2021 年至

今，任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临

床医学、临床药理、临床统计等

事务。

恒瑞医药相关负责人表示，

恒瑞医药长期以来尊重人才价

值，将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作为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

才战略，不断加强人才能力建

设、人才储备培养计划，全面推

进创新、国际化人才布局。近年

来，公司研发力量不断增强，且

研发人员占员工总人数的比

例保持稳定，为持续推进科技

创新和国际化发展战略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据介绍，目前恒瑞医药国内

上市的创新药已达 10 款，50 余

个创新药正在临床开发，240多

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外开展。其

中，有 25 个创新药项目获准开

展全球多中心或地区性临床研

究，其中8项为国际多中心Ⅲ期

项目，并有多项研究处于准备阶

段，共启动 86 家海外中心。恒

瑞医药建设了多个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平台，覆盖激酶抑

制剂、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肿瘤免疫、激素受体调控、DNA

修复及表观遗传、支持治疗等广

泛研究领域。

恒瑞医药
新任命2名研发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