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委关于

“深圳律师如何更好地参与深圳生物医药领域立法工作”

研讨会

2024 年 1 月 3 日，深圳市律师协会立法法律专业委员会与深圳市医药行业协会

就“深圳律师如何更好地参与深圳生物医药领域立法工作”进行研讨。本次研讨活动

邀请了深圳市医药行业协会徐卫会长和周二吉秘书长和立法委副主任黄宜平、秘书长

唐首翔、委员乔世凯、陈玲、罗木英进行讨论。现对本次研讨会作如下综述：

一、议题

深圳律师如何更好地参与深圳生物医药领域立法工作

二、问题、观点、主导意见

问题 1：对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监管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过宽还是过严？是否有

立法空白？

观点 1：我国对药的监管非常严，也应该要从严监管。但我国的生物制剂泛滥，

也需要监管起来。干细胞产品一直在推广，但干细胞产品是三无产品，应该监管起来。

是否有变异？是否有污染？是否有毒性？这些需要研究清楚。新产品从研发到成熟一

般需要几十年时间。药物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制药者、销药者、监管者、立法者

要保持对生命健康的敬畏之心，不能有也不能允许有投机心理。

观点 2：也就是说，对药的监管很严，但对声称有某种相当于药品功效的非药品

要么存在立法空白，要么规定过宽。这里面就存在立新法的需求和修订现行立法的需

求。

问题 2：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市场有什么立法需求？比如:知识产权获取和保护方面、

金融市场支持性立法方面。

观点 1：工艺和配方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但只保护 20 年，这是平衡创新者的利

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和结果。立法者要有以企业家为核心、以科学家为核心力量的思

维和战略。

观点 2：真正的做药是做学术，不是做炒作。但市场上仍然有假药、劣药，而假



药、劣药反而通过炒作，迷惑公众。

观点 3：以传统中医秘方为例，在知识产权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只能通过

保密来保护，而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保密，导致了很多秘方失传。如何通过立

法，让秘方受到充分的保护，避免失传，是个值得思考的立法课题。

观点 4：对创新生物医药行业，还应当完善竞业禁止方面的立法，既保障研发人

员的权益，又保障研发人员所在单位的权益，从而保障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

可持续发展性。

观点 5：对创新生物医药行业，要鼓励货币市场设计多元化产品进行匹配，要鼓

励资本市场投资，要鼓励药企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这需要与立法相关的举措。

问题 3：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市场前景如何？

观点：前景非常好。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能力不亚于欧美，就像新能源车和

手机领域一样。但要加强生物药的立法。

问题 4：国内外新药进出口有哪些立法需求？

观点 1：新药进出口要便利。这一点海南自贸港做得很好。

观点 2：我国在生物医药创新能力方面，国际领先，但主要侧重在从 1 到 100 的

创新。从 0 到 1 的创新还需要学习。所以，从立法层面，对国外某些新药实行进口特

批制度，有利于提高国内从 0 到 1 的研发能力。

问题 5：传统中医秘方药偏方药有哪些立法需求？

观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立得很好，对中药的保护和发展考虑很全

面、科学。

观点 2：要从立法角度，加强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方法，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和重大疑难疾病、重大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以及其他对中医药理论和实

践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项目的科学研究。

主导意见：中药并非没有毒性，所有毒素都是从植物中提炼的。中医药的发展，

不能停留在仅凭个别成功案例和无法解释的道理上，要用西方的逻辑科学系统地证明

中医药的哲学思想和功效原理，完全可以证明，可以做到。

问题 6：食药同源的说法有道理吗？

观点：有道理，类似王老吉，而且食品比药品更安全，具有非常大的市场，一片



蓝海。应该鼓励具有一定药物功效的非药物食品行业的发展。食药同源是食品，用食

字号，而非药字号。

问题 7：药企过高销售费用如何处理？这方面有什么立法需求？

观点 1：从立法角度看，常用药不应高价，药价不能操纵，不能垄断药企产业链。

对价值大、产量小的药，不宜进医保，否则没有一定的利润支撑难以支持继续研发。

要保证西药厂的存活，因为西药既有效又便宜。

观点 2：从税法角度，要降低研发型药企以及研发型药的销售商药企的税率。因

为研发费用是研发的保障，而研发费用没有抵扣项，会增加研发成本，不利于研发的

可持续性。

观点 3：药企销售终端，在加强医院反腐，为药企消灭灰色成本，从而降低不合

理、不合法的过高销售费用。广大药企应当集体抵制不合理、不合法的过高销售费用。

三、专业建议

经过本次研讨，立法委就深圳律师如何更好地参与深圳生物医药领域立法工作，

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一：对干细胞产品从研发、论证、生产、销售、检验等各环节加强监管立法。

建议二：对新药进出口，需要便利性、特批性立法。

建议三：加强对传统中医药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建议四：加强对生物制剂的监管性立法。

建议五：深圳市尽快出台从资金、研发、人才、进出口等全方位鼓励生物药企发

展的相关立法。

建议六：深圳药企与各行业中的企业一样，希望在深圳推进法定代表人在强制执

行程序中不为公司责任背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