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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亮 点 

1.【Science Café 分享 | 第58期：我国药物警戒现

状与发展趋势】 

2025年2月15日，复旦大学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

心联合上海市海聚英才发展促进会举办了第58期

Science Café活动。本期活动特别邀请了上海市药品和

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胡骏博士分享“我国

药物警戒现状与发展趋势”，来自高校、药企、药品

审评中心等医药相关机构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胡主任从药物警戒的概述谈起，介绍了药物警戒的定

义、重要性、与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关系。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警戒是对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

与用药有关的有害反应进行监测、识别、评估和控制

的科学和活动。药物警戒对于保障公众用药安全、降

低药品安全风险有着重要作用。通过药物警戒可以及

时发现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药品的合理

使用提供依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是药物警戒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药物警戒提供了基础数据和信息。药物

警戒是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延伸和扩展，涵盖了药品

研发、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 

 

 

 

2.【中心发布2025年2月药品政策法规汇总】 

2025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医疗保障局和药品审

评中心（CDE）等部门公开了9件药品相关政策法规文

件，其中指导原则6件。此外，《出口药品生产监督管

理规定》正处于征求意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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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cience Café 分享 | 第59期：Science Café 

走进"科学咖啡馆"—沪浙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发展漫谈】 

2025年3月22日，复旦大学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

心联合上海市海聚英才发展促进会在浙江省驻沪办举办

了第59期Science Café活动。本期活动聚焦沪浙生物医药

产业协同发展，围绕沪浙两地生物医药产业定位、发展

特点和政策优势，探讨沪浙两地跨区域融合路径。 

浙江生物医药企业以数字医疗创新见长，拥有领先的数

字健康平台集群，但尚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浙江应立足原料药产业优势，推

动产业向高端化转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原料

药制造商。在创新药领域，利用AI技术赋能生物医药创

新研发，提高研发效能；同时布局脑机接口、细胞治疗

等国家战略赛道。在政策与监管方面，鼓励企业参与药

物研发监管制度和国家标准的制定，提升企业创新研发

实力；同时监管部门同步强化对企业研发指导。此外，

营商环境是浙江优势，浙江可通过优化招商引资政策与

创业生态，承接上海外溢的外包项目或吸引上海创新药

项目落地产业化，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区域总部、生

产基地“跨省落户”，加速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 

上海则需发挥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策源地优势，与浙江深

度协同、错位发展，逐步构建起“研发-转化-制造”全

链条生态。在创业环境方面，上海需借鉴浙江培育中小

企业的经验，打破国资机构投资偏好，加大对高价值初

创企业的扶持。 

未来，沪浙可探索建立技术共研、数据共享、监管互认

的协同机制，通过产业协同融合，破解要素流动壁垒，

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更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参

与全球竞争提供战略支点。 

4.【中心发布2025年2月NMPA新药审批汇总】 

2025年2月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NMPA）共批准

了11个新药1（含创新药6个、改良型新药4个、古代经典

名方中药复方制剂1个），其中化药4个，生物药6个，

中药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