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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4 日，由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最美夕阳

红·全国养老产业文化惠民公益工

程”、国家养老网共同主办，龙骏集

团、中视媒资承办，神州养老杂志社

协办的“文化养老圆桌对话暨养老

智库揭牌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

行。

国家养老网总顾问、原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杨正泉，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高德步，人民日报社《健

康时报》总编助理李晨玉，“最美夕

阳红·全国养老产业文化惠民公益

工程”组委会主任、龙峻集团董事长

张运防出席活动并致辞。

杨正泉在致辞中指出，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老龄工作，把养老事业、

健康事业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随着时代进步，养老理念不断发生

变化。如今，人们更注重精神文化

层面的养老，尤其强调老年群体的

尊严。

高德步在致辞中说，随着中国

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实现老有所养已不

是大的问题，文化养老不仅仅是满

足老年群体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

还涉及整个社会文化层次的提升。

李晨玉在致辞中说，2015 年，60

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达 到 2.12 亿 ，到

2035 年将增加到 4.18 亿。文化养老

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精神免疫

力”，有助于引导社会形成更加全

面、科学的养老观念。

张运防在致辞中说，养老服务

应尽快补上文化课，随着社会各界

对多元化养老需求的广泛关注，文

化将成为老年服务业不可或缺的公

共供给。

文化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主

任李泽林，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

事局和秘书局局长汪兴明，中国人

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老年学研究

所所长杜鹏，联合国科学与和平贡

献奖获得者、陕西文化软实力研究

会会长刘宏涛，中国经济改革与发

展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刘子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中国经济改革试点探索与评估协

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家国智库理

事长叶伟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顾严，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

心理事会副秘书长田曙光在会上发

言。

当天，“养老智库”正式揭牌，该

智库将为我国养老行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多元化养老需求引关注
“养老智库”将发力

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

网站发布《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复方丹参滴丸美

国 FDA 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

验结果的公告》，公告中称，天士

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

已上市的独家产品复方丹参滴丸

为申报美国 FDA，在美国新药上

市批准进行的全球多中心随机双

盲大样本Ⅲ期临床试验中，经过

一系列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工

作，形成了《临床试验顶层分析总

结报告》。复方丹参滴丸治疗慢

性稳定性心绞痛的美国 FDAⅡ期

临床试验的安全性、有效性结果

得到进一步验证。

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于 1993

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

件，目前作为国家行政保护品种、

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医疗保险药

物和中医急救必备药物，已成为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一线基

本用药得到广泛使用。从1998年

开始，经过 20 年的面对美国 FDA

申报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工艺技

术与质量标准已达到美国先进质

量标准，经受住了世界最严格临

床 试 验 的 评 价 ，顺 利 完 成 美 国

FDA 三期临床试验，并取得良好

的临床试验结果，成为全球首例

完成美国FDA三期试验的复方中

药制剂，并首次向世人证实复方

中药也可按国际标准进行临床评

价，为中药走向世界带来光辉前

景。

天士力集团负责人介绍，这

一成果的取得，依赖于科技与标

准 创 新 的 结 果 。 作 为 国 家“ 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

五”、国家863、973、国家重大新药

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研究项目，

对复方丹参滴丸药材种植质量规

范、药物有效成分、制剂工艺、质

量标准、药理药效、临床疗效和安

全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

究。复方丹参滴丸美国FDA三期

临床试验的成功，完善和发展了

现代中药的国际化先进评价体

系，将对中药国际化发展产生巨

大影响。

目前，天士力借助京津冀协

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推动，按照“省

部共建、企业实施、依靠科技创

新、市场化运作”的要求，联合建

设“安国数字中药都”，打造“数字

本草”，解决制约中药业发展的瓶

颈。搭建“数字本草”中药材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四网合一”交易、

追溯、质检、物流融合 ，将中药材

电子交易、中药材第三方检测、产

品溯源和现代物流四大核心功能

进行融会贯通，打通中药产业链

一体化标准体系，为中药产业做

大做强打造坚实基础，构筑联结

“三农”、农工商一体、利益共享的

商业新模式。

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完成美FDA三期临床试验
复方中药可按国际标准进行临床评价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

显示：将从广泛的健康影响因素

入手，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

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

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

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

一时间，企业、园区竞相投入

大健康产业蓝海。许多生物医

药、食品工业园等各色产业园区

转型升级大健康产业园或将大健

康产业发展方向纳入园区发展规

划……

众多园区转型升级“投奔”大

健康产业到底应从何处着手？如

何避免大健康产业园区的重复建

设？我国的大健康产业园区如何

“走出去”……带着这些问题，《中

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国际关系

学院副校长、教授，中国国际公共

关系协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

任郭惠民。

《中国企业报》：当下，我国产

业园区发展现状如何？呈现出什

么样的发展态势？

郭惠民：园区的发展概念最

早来源于“特区”，改革开放后许

多地区模仿特区模式或概念，开

始建立经济开发区和高新区。从

特区到经济开发区，从高新区再

到现在的产业园区，这是一个历

史发展过程 。

随着越来越多的园区建立，

同质化现象开始出现。主要原因

是由于当时为了招商引资，简单

采取“请进来”的方式，以量取胜，

一味求大，结果造成园区“简单复

制”，大量的重复建设，缺乏核心

竞争力。

当下，我国进一步深化体制

改革，园区开始寻找自身的特点

特色力求差异化、品牌化发展。

因而各园区在招商的过程中注意

“聚焦”协同，思考如何利用有限

的土地资源引进国家和地区所需

要的产业 ，差异化现状越来越显

著。

《中国企业报》：当下我国大

健康产业园发展有着怎样的优

势？迎来了哪些契机？

郭惠民：中国经济发展目前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

体量，对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

贡献度也越来越高。2008 年，美

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造

成产能过剩、部分资产缩水等，我

们可用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优质

的资产，这使得中国获得了一个

“走出去”的好机遇。

2013 年国家“一带一路”产业

政策的倡议和提出，2016 年“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出台，对去

产能和构建一体化经济都有着导

向作用，产业园区“走出去”其实

也很有价值。因为当今世界经济

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大趋势就是区

域经济发展强劲。无论是欧盟、

亚太、东盟，包括中日韩等等，还

是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

冀，都体现着区域经济、区域发展

的理念。我们把园区移到境外，

一方面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政

策，另一方面也对接了区域经济

的概念。大健康园区的发展也是

如此，不止“请进来”，“走出去”也

可以是未来的一个潮流和发展方

向。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大健

康产业园区发展有哪些需要注意

的地方？打造大健康产业园区该

从何处着手？

郭惠民：总的来说，我认为在

健康园区的打造过程中，园区发

展不止为了可持续强劲的发展动

力，更应与当地社区融合，要更多

地体现跟社会的融合而不是与社

会和市场的“脱节”。除此以外，

我认为一定要突出“人”的概念。

节省时间和人力的成本，使人们

生活得更加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才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突出以

“人”为本。

从大健康产业园区发展来

看，我认为不妨把“健康”的概念

放大来看，它将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可持续”。不考虑上下游和产

业链布局，不可持续、凌乱、碎片

化的简单引进，有量无质或有量

低质，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的表

现，也不利于增强园区发展的后

劲。

其次，是要把污染型、环境破

坏型等企业从差异化聚焦的健康

产业园区里去除，也就说着把低

质的“请出去”。在选择企业的时

候应聚焦现在大健康产业园区的

打造，给企业更多增长动力，并让

它变得更加环保生态，这样才能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实现转型升

级。

第三就是“共同体”的打造。

过去的产业园区更多是以工业和

经济为主，没有社会和生活的概

念，因而园区很难与人的生活相

融，难以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整

体。而健康产业园区的打造，离

不开与社区的“共同体”。如果说

过去园区更多是经济的贡献，那

健康产业园区的发展则更多地体

现出整个共同体的概念，以及社

会、社区、资源的有效、合理的有

机协调。

健康中国园区视角（四）

放大“大健康”概念 打造“社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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