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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0 年药学院产学研规划 

药学院根据各学科特色，科学研究继续围绕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神经系统

三大疾病药物的研究方向，基于“十一五”期间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制约目前学

院发展的瓶颈，在 2013 至 2020年，学院的科研将进一步面向国际学术前沿，面

向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争取重大突破;布局和打造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基地;加强

与政府及企业合作，推进成果转化更上一层楼。其规划主要内容为： 

一. 实现基础科研整体实力和水平的提高和突破 

1．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培育, 布局和打造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基地 

2． 优秀创新团队的打造和培育,学术研究面向国际学术前沿, 争取重大突破 

3．科研平台的再建设,加快药学院科研能力和水平的全面提升 

4．争取科研项目和科研产出的突破 

二.加强与政府及企业合作，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谋划和举措 

药学院为建设真正的新药创制产学研基地，将针对已有成熟项目进行调研摸

底，认清现阶段阻碍学院产学研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建立产学研事务管理机构

——“药学院技术转让办公室”，制定产学研相关人事管理制度、考核标准，以

及效益分配制度，在 2013-2020年，药学院在新药创制研究领域争取突破完成 1

个 I 类新药进入临床研究，5-6项获临床前新药批件。 

1．建立复旦大学创新药物研究院(宁波研究院和张江研究院) 

依托上海药物创制产业化开发中心-知识服务平台，增强该平台企业合作、

服务社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形成以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为核心的，以生物

/化学医药学科为主导的“复旦模式”新药创制企业群。药学院将作为主体之一，

将按照药物研发本身的规律，通过引入公司化的管理机制，继续凝练学院四大研

究板块（药物发现与设计、生物效应与成药性研究、药物制剂与递送、临床药物

应用与评估），并与复旦大学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在完善复旦大学重大药物创制

的架构和体系下，形成复旦特色和优势的药学院创新药物研发的一条龙模式。 

2．成立复旦大学创新药物国家工程中心 

新药研发需要建设贯穿各环节的新药研发链，并引入全程管理机制，借助重

大创制新药专项实施之际，基于我院现有体的基础，整合化学院相关资源，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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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在十二五争取更多资源，增强药物的研发能力，为国家级新药研发工程中心

的成立奠定基础。 

3．建设和完善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上海药物创制产业化开发中心）市教委第

2批“上海高校知识服务平台” 

复旦大学于 2012 年获得了上海市教委“上海高校产业化平台”立项，也是

作为孵化国家 2011的项目之一。预计五年内计划完成，总共投入 1500万元，复

旦大学配套 3500 万元，重点聚焦与生物/化学制药相对接的行业和产业。经过

5-7 年的建设，使其成功入选国家 2011 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成为上海地区第一

家新药创制国家级的产学研基地。药学院已有 4 个项目在此平台上孵化立项。在

未来几年，药学院将依托此平台继续推动和扩大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和药物创制

产业化。 

4．推进学院的产学研结合，重视知识产权和成果的转化 

   为了加强学院知识产权和成果的转化,一方面鼓励教师走出校门,积极与企业

合作和交流,促进其成果的培育和转化;另一方面,从学院层面上，将加强企业与

教师的沟通,将企业请进校门,在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积极推广和宣传,

促成成果的产业化；此外，鼓励和帮助教师通过国家重大专项的积极申报，获得

国家经费对项目的推进，使药学院产业化药物研究更上一层楼。 

◆组织学院学术报告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增加药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学术氛围、促进学科交

流，加强和其他高校、科研研究机构以及国外专家教授的的交流与合作，学院科

研办自 2013年 4月起，争取每月组织 1—2次知名专家来我院学术报告。 

 

1．郑卫平教授报告 

江苏大学药学院郑卫平教授是 2013年首次由科研办正式举办学术报告的第

一人。郑卫平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江苏大学药学院教授，美国化学会、美国

科学促进会会员，入选 2012年度江苏特聘教授，2012年度江苏省“双创计划”。    

报告题目：Mechanism-based Sirtuin Inhibition（机制导向的 sirtuin 催化活

性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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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办通过邮件和海报的形式发布了讲座信息，讲座吸引了相关领域的老师

和学生参加。讲座后，参与讲座的老师和学生和郑卫平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现场气氛浓厚。 

 

2．谭仁祥教授学术报告 

4月 25日下午药学院邀请南京大学谭仁祥教授来我院学术报告。谭仁祥教

授，现任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生物技术研究所所

长、博士生导师。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次，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1次；“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科技奖”政府特贴专家，国家“百千

万”人才计划（1997 年度，第一、第二层次）入选者；20多家学术刊物副主编

或编委，教育部第四、五届科学技术委员会生命科学学部学部委员，多次担任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委及多家全国性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或委员。 

报告题目：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药学贡献。 

    医学科研办组织全院老师和研究生参与，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谭教授

生动严谨的学术内容赢得了阵阵掌声。会后我院老师和谭教授开展了学术讨论。 

 尽管两次学术报告非常精彩，但遗憾的是，来参加讲座的教师和研究生不

够踊跃，还是没有体现一流学院的学术氛围。 

科研办将继续服务学术交流活动，为广大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

台。 

 

◆福建三明学院访问复旦大学，加强药学院与其在药用植物领域

的合作研究 

2013 年 4月 1日复旦大学与三明学院合作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三明学院是 1999 年为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新世纪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需要创建的。学院“植物学”专业为福建省一般院校重点学科，并建有三明学

院复旦大学天然药用植物开发工程研究中心，从事天然药物研发。 

三明学院校长刘健教授、校长助理王宗篪教授、以及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副

处长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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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常务副校长陈晓漫、生科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

钟扬等校领导参加了会见，药学院院长朱依谆，党委书记陆伟跃，科研副院长孙

逊参加了本次会议。  

双方领导介绍了研讨会参会成员，并播放了三明学院介绍短片，三明学院相

关教授和复旦大学相关教授分别介绍了复旦大学和三明学院合作情况，双方开展

了互动交流。 

院长朱依谆、党委书记陆伟跃，科研副院长孙逊分别作了发言，并就我院科

研实际情况，介绍了我院在药物研发方面的进展和未来规划。并希望进一步推进

与三明学院就药物研发开展相关协作，重点加强药学院和福建三明在药用植物领

域合作研开发。 

最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三明学院校长分别做了总结讲话。 

◆2013 年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顺利召开 

 

2013 年 4 月 2 日，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在

逸夫科技楼多功能厅召开。莅临会议的有学术委员会委员王红阳教授、赵国屏教

授、杨洪全教授、程祝宽教授、吴晓晖教授、余龙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兼学术

委员会委员金力教授，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委员马红教授。校科技处杨

忠副处长、生命科学学院陈浩明书记等到会指导。参加会议的还有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王学路教授和钟涛教授，以及重点实验室各独立课题组老师和学生代表共计

8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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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马红主任主持。金力副校长首先代表复旦大学致辞。之后马红主任向

大会作了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工作汇报，以具体详实的数据从研

究方向、科研经费和成果、研究生培养、学术活动、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技术平台

和发展规划等六个方面介绍了重点实验室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对前景的展望，提

出未来重点实验室将围绕“遗传差异的发生与影响”这一研究重点，进一步凝练

三大研究方向：“遗传多样性的基本机制研究”、“遗传变异对于生物表型的影响”

和“遗传工程在医药及农业上的应用”，不断整合实验室优势资源，积极推进实

验室发展。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后，大会相继听取了余龙教授、王红艳教授、赵世

民教授、王学路教授、印春华教授、王久存教授和陈金中副教授的代表性成果汇

报。 

报告结束后，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与会 PI 纷纷热烈发言，就重点实验室

更名、实验室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以及如何准备迎接第六次评估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学术委员会充分肯定了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近两年所取得的

成绩，建议就更名事宜展开内部调研，将修改意见总结成调研报告提交学术委员

会审议；提出重点实验室迎接下一次评估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借鉴其他国家重

点实验室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自身优势、发挥引进人才的积极作用、从已立项的

重大研究计划着手、进一步整合和凝练学术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尽快完成布局、

在资金和人力上重点支持和深入发展有特色的代表性成果；表达了对遗传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和期望。 

    最后马红主任诚挚感谢学术委员等与会老师为重点实验室提出的宝贵意见

和建议，以及所有课题组人员为重点实验室发展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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