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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名画中的杀局——— 透视“中国制造”生存状态———

清明上河图密码
□ 冶文彪

艰难的制造
□ 阿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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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图纸再遭泄

密
不等柳钧想出主意，调

查事故责任的各路政府大员
都到了，因为这起事故涉及人命，工作
人员个个不敢怠慢，上班茶都来不及喝
一口，及时赶赴腾飞出事现场。柳钧只
够时间吩咐停工待料的工人趁闲擦拭机
器，他赶紧跑去会议室接待。

接下来，是冗长而繁复的事故鉴
定。安全条规建立？没问题。安全培
训？没问题。日常安全监督？没问题。
若是有事故责任赔偿，柳钧相信他的企
业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做任何赔
偿。

中饭时间，柳钧毫不犹豫将工作人
员拉到饭店吃饭，并且点了一桌高价
菜，一条中华烟。柳钧晓得这样的行为
与行贿无疑，但又不得不如此。大家都
说，再多防范，也敌不过小概率事件的
残酷降临。他们也告诉柳钧，不管腾飞
有过还是无辜，程序必须走，该填写的
文字说明一件都不能少，该参加的三次
鉴定会审也一次不能落下。柳钧答应
了。好歹，焊机被恩准开封使用了。

刚送走这一拨，又很快迎来下一
拨。死者家属组织能力惊人，很快组织
一群人吹吹打打来到腾飞公司，为死者
招魂。柳石堂让柳钧退开别管，这种人
伦大事，即使腾飞的管理再严，你也不

能拦着人家不看看事故现场。但是，其
实也在柳石堂意料之中，那帮人进了车
间就不肯走了，堵在车间门口，哭声震
天地说什么都不肯起身离开。柳钧打电
话问派出所那个他曾经协助工作过的民
警，这事儿该怎么处理，不过人家跟他
讲，这种事情派出所也不方便出面，最好
大家坐下来好生协商解决。

柳钧心急，柳石堂却依然有张有弛，
与死者家属中的一名代表你来我往地扯
皮。直到柳石堂答应于赔偿之外额外拍
出一万元的丧葬费，代表才拉上家属们
哭哭啼啼地走了。

不等柳钧松上一口气，车间主任来
报，班后会点名，有位员工失踪，那位员
工对应的图纸也告失踪，没能收上。柳钧
脑袋又是一声“嗡”。多少公司觊觎他的
图纸设计，因此他设立了严密的保密制
度，图纸落实到人，人在机器边图纸也在
机器边，人离开，图纸必须办理移交手续
才能拿到出门证。但是今天现场混乱，想
不到有人趁机浑水摸鱼了。

柳钧查阅该工人档案之后，唯有报
警一途。可估计抓到人的时候，图纸也已
经被卖了。对于柳钧而言，抓不抓，其实
已无关宏旨。但他又不能不报警，其他的
工人都盯着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呢，他处
理得太软，下一步估计是层出不穷的图
纸失踪事件。他必须杀鸡儆猴。

柳钧将所有有关这名工人的档案复

印一份，准备亲自去一趟派出所敲敲桩
脚。柳石堂却抢了儿子手中的文件袋，
道：“你那种关系基本上不算关系，派不
上用场。还是我去找人。你守着公司，这
几天准保不太平。那帮人今天刚给打蒙，
还糊涂，等醒过神来，该跟我们讨价还价
了，往后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守住，不放一
个人进门，否则我们很被动。”

“他们还会怎么闹？今天这样子还不
够？”

“当然不够，一条人命，而且是独养
儿子的命，他们哪肯轻易放我们过门。我
赶紧去派出所，回头再跟你说。你快去食
堂吃饭，吃完赶紧睡觉，你一整天没歇
着，我看你眼神已经不对。我出门会关照
保安晚上看紧大门，放出两条狼狗巡逻。
妈的，倒霉透顶，我们让他害得损失惨
重，还得挨他们索赔，好像还是我们的
错。”

柳钧也是皱着眉头，跟着他爸出去：
“算了，人都去了，我们别计较那些。爸，
你也别太累着，早点结束早点回家睡
觉。”

柳石堂心说，这几天还想早睡？休
想。

“阿钧，明天你早点去庙里拜拜，听
话，无论如何去一趟，也替我拜拜，我明
天可能没时间。回头我再找和尚做法
事。”最近祸不单行，让人无法不迷
信。

矮门值忙将水碗放到狗
身前，那狗吠了许久，正
渴，埋头伸舌急舔了起来。
张用瞅着它饮至一半，笑着

叫了声：“倒！”那狗又舔了几口，
忽而低咽一声，身子晃了几晃，随即
侧身躺倒，嘴微张，四爪缓蹬，像是
醉倒了一般。

张用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则全
都睁大眼，惊恍不已。

“ 好 ， 可 以 去 寻 那 三 轴 画 稿
了。”

他大步穿过侧门，走进厨房，来
到灶台前，抓起旁边的火钩，蹲下身
子，把灶洞里头的炭灰全都刨了出来，
灰烬中大半是烧白的石炭，另有十几块
燃剩的木炭烬。他拨出那些木炭烬，见
其中有一小段大体呈圆棒状，他拈起那
段炭烬，起身回望刘鹤，笑着说：“这便
是您要寻的画稿。”

“什么？！”刘鹤尖嚷起来，
“都烧了？谁烧的？为何要烧？”

“忙了这一下午，口干了。犄角
儿烧水，煎一壶茶，咱们到厅里坐下
来慢慢说。”

张用昂着头、踱着步、哼着曲
儿，往外走去，刘鹤恨得鼻翼抽搐，
却只得跟着。其他人也忙尾随过来。
出了侧门，张用见那狗仍躺着，四腿
踢蹬，却爬不起来。他笑了笑，抬腿

走进前厅。
厅中央摆着张黑漆大方桌，围摆

了八张黑漆木椅。张用先弯腰探头向
桌下椅边望去，见地上隐约浸了几片
油渍。又走到廊边，瞅了瞅那盆拔出
来斜靠在台沿的海棠花树，心里猜测
越发确凿了。

他笑着走到左侧靠外的椅子上坐
下，招呼大家：“都累了，坐下歇一
歇。”

刘鹤气哼哼坐到了正面主座，程
门板则想到身份位次，微一犹豫，仍
站在张用对面，没好坐。其他人更不
敢坐，全都围立左右。张用也不勉
强，用手指叩着桌面，略沉想了片
刻，笑着说：“死的八个人中，我只
认得五个，其他三个有什么故事，知
道的说来听听？”

众人互望了片刻，程门板沉声开
口道：“那个门值崔秀我认得。大概
七八年前，他在府门前拦住我，求我
帮忙查问一桩旧案的簿录。这般冒
失，我自然没有理会。他却缠住我苦
苦哀求。我骂不走、甩不开，只好问
他情由。原来他父亲原是一个营造匠
人，后来追随沈括沈大人，做了贴身
家仆，更协助沈大人编定了《守令
图》。元祐三年，天子命沈大人进京
献图，崔秀父亲也跟随到京。他父亲
寻见两个故友，一起去金明池上吃酒

叙旧。席间却争执扭打了一场，他父
亲下船后，便不知下落。这成了一桩
悬案，至今未解。崔秀多年来始终耿
耿于怀，不断来府吏搅缠，并怀疑是
那两个故友害了他父亲性命。巧的
是，那两个故友也在这宿院中……”

“是哪两个？”刘鹤尖声惊问。
“黄富贵和云戴？”张用笑问。
“嗯。”
“杀人毁图的是崔秀？！”刘鹤

声音越发尖利。
三人合作新画稿，庆功宴藏玄机
刘鹤惊叹崔秀是杀手，但崔秀也

被毒死，让他又陷入谜团。
张用并不睬刘鹤，笑着问那几

人：“这个疑窦解了，还剩那厨子庞
七和厨妇蔡氏，你们有谁知道这对夫
妻的来历？”

那个胖壮门值低声懦言：“这么
说，那个蔡氏也有些不尴尬。”

“哦？你知道什么，放心说。”
“小人也不知详情。只是听说来

的。前几天小人遇见一个旧友，闲谈
起来，无意间说起蔡氏，他竟认得。
说这艮岳兴造时，安远门到景龙门一
带的房舍都要拆除，蔡氏那时正在安
远门内开着间黄糕糜铺子。拆她铺子
时，她的儿子在屋里着病，捂在被窝
里。那些厢军没听见声响，便将房舍
拆了，她儿子便被压死在里头……”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

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

器械创新的意见》全文如下。

当前，我国药品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创

新创业方兴未艾，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但总体上看，我国药品医疗器械科技创新支撑不

够，上市产品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为

促进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提

高产业竞争力，满足公众临床需要，现就深化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提出以下

意见。

一、改革临床试验管理

（一）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实行备案管

理。具备临床试验条件的机构在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指定网站登记备案后，可接受药品医疗器械注

册申请人委托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主要研究

者应具有高级职称，参加过3个以上临床试验。注

册申请人可聘请第三方对临床试验机构是否具备

条件进行评估认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设立临床

试验机构。临床试验机构管理规定由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

（二）支持临床试验机构和人员开展临床试

验。支持医疗机构、医学研究机构、医药高等学

校开展临床试验，将临床试验条件和能力评价纳

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对开展临床试验的医疗机

构建立单独评价考核体系，仅用于临床试验的病

床不计入医疗机构总病床，不规定病床效益、周

转率、使用率等考评指标。鼓励医疗机构设立专

职临床试验部门，配备职业化的临床试验研究

者。完善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激励机制，保障临床

试验研究者收入水平。鼓励临床医生参与药品医

疗器械技术创新活动，对临床试验研究者在职务

提升、职称晋升等方面与临床医生一视同仁。允

许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我国依法同步开展新药

临床试验。

（三）完善伦理委员会机制。临床试验应符

合伦理道德标准，保证受试者在自愿参与前被告

知足够的试验信息，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保

护受试者的安全、健康和权益。临床试验机构应

成立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查本机构临床试验方

案，审核和监督临床试验研究者的资质，监督临

床试验开展情况并接受监管部门检查。各地可根

据需要设立区域伦理委员会，指导临床试验机构

伦理审查工作，可接受不具备伦理审查条件的机

构或注册申请人委托对临床试验方案进行伦理审

查，并监督临床试验开展情况。卫生计生、中医

药管理、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对伦理委员

会工作的管理指导和业务监督。

（四）提高伦理审查效率。注册申请人提出

临床试验申请前，应先将临床试验方案提交临床

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在我国境内开展

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经临床试验组长单位伦理审

查后，其他成员单位应认可组长单位的审查结

论，不再重复审查。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承

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项

目的临床试验机构，应整合资源建立统一的伦理

审查平台，逐步推进伦理审查互认。

（五）优化临床试验审批程序。建立完善注

册申请人与审评机构的沟通交流机制。受理药物

临床试验和需审批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申请前，

审评机构应与注册申请人进行会议沟通，提出意

见建议。受理临床试验申请后一定期限内，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未给出否定或质疑意见即视为同

意，注册申请人可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

验。临床试验期间，发生临床试验方案变更、重

大药学变更或非临床研究安全性问题的，注册申

请人应及时将变更情况报送审评机构；发现存在

安全性及其他风险的，应及时修改临床试验方

案、暂停或终止临床试验。药品注册申请人可自

行或委托检验机构对临床试验样品出具检验报

告，连同样品一并报送药品审评机构，并确保临

床试验实际使用的样品与提交的样品一致。优化

临床试验中涉及国际合作的人类遗传资源活动审

批程序，加快临床试验进程。

（六）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在境外多中

心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符合中国药品医疗器械

注册相关要求的，可用于在中国申报注册申请。

对在中国首次申请上市的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

请人应提供是否存在人种差异的临床试验数据。

（七）支持拓展性临床试验。对正在开展临

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

手段疾病的药品医疗器械，经初步观察可能获

益，符合伦理要求的，经知情同意后可在开展临

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患者，其安全性数据可

用于注册申请。

（八）严肃查处数据造假行为。临床试验委

托协议签署人和临床试验研究者是临床试验数据

的第一责任人，须对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承担法

律责任。建立基于风险和审评需要的检查模式，

加强对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的现场检查和有因

检查，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未通过检查的，相

关数据不被接受；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应及时立

案调查，依法追究相关非临床研究机构和临床试

验机构责任人、虚假报告提供责任人、注册申请

人及合同研究组织责任人的责任；拒绝、逃避、

阻碍检查的，依法从重处罚。注册申请人主动发

现问题并及时报告的，可酌情减免处罚。

二、加快上市审评审批

（九）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对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

病以及公共卫生方面等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早期、中期指标显示疗效并可预测其临床

价值的，可附带条件批准上市，企业应制定风险

管控计划，按要求开展研究。鼓励新药和创新医

疗器械研发，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支持以及由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展临

床试验并经中心管理部门认可的新药和创新医疗

器械，给予优先审评审批。

（十）支持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研发。

国家卫生计生委或由其委托有关行业协（学）会

公布罕见病目录，建立罕见病患者登记制度。罕

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可提出减免临

床试验的申请。对境外已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

药品医疗器械，可附带条件批准上市，企业应制

定风险管控计划，按要求开展研究。

（十一）严格药品注射剂审评审批。严格控

制口服制剂改注射制剂，口服制剂能够满足临床

需求的，不批准注射制剂上市。严格控制肌肉注

射制剂改静脉注射制剂，肌肉注射制剂能够满足

临床需求的，不批准静脉注射制剂上市。大容量

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注射用无菌粉针之间互

改剂型的申请，无明显临床优势的不予批准。

（十二）实行药品与药用原辅料和包装材料

关联审批。原料药、药用辅料和包装材料在审批

药品注册申请时一并审评审批，不再发放原料药

批准文号，经关联审评审批的原料药、药用辅料

和包装材料及其质量标准在指定平台公示，供相

关企业选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生产制剂所

选用的原料药、药用辅料和包装材料的质量负

责。

（十三）支持中药传承和创新。建立完善符

合中药特点的注册管理制度和技术评价体系，处

理好保持中药传统优势与现代药品研发要求的关

系。中药创新药，应突出疗效新的特点；中药改

良型新药，应体现临床应用优势；经典名方类中

药，按照简化标准审评审批；天然药物，按照现

代医学标准审评审批。提高中药临床研究能力，

中药注册申请需提交上市价值和资源评估材料，

突出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传统中成药，鼓

励发挥中药传统剂型优势研制中药新药，加强中

药质量控制。

（十四）建立专利强制许可药品优先审评审

批制度。在公共健康受到重大威胁情况下，对取

得实施强制许可的药品注册申请，予以优先审评

审批。公共健康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形和启动强制

许可的程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有关部门规

定。

三、促进药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

（十五）建立上市药品目录集。新批准上市

或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载

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注明创新药、改良型新

药及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等属

性，以及有效成份、剂型、规格、上市许可持有

人、取得的专利权、试验数据保护期等信息。

（十六）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为保

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降低仿制药专利侵权风

险，鼓励仿制药发展，探索建立药品审评审批与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注册申请人提交注册申

请时，应说明涉及的相关专利及其权属状态，并

在规定期限内告知相关药品专利权人。专利权存

在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期间不停止

药品技术审评。对通过技术审评的药品，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根据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或调解书作

出是否批准上市的决定；超过一定期限未取得生

效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

批准上市。

（十七）开展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试点。

选择部分新药开展试点，对因临床试验和审评审

批延误上市的时间，给予适当专利期限补偿。

（十八）完善和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

度。药品注册申请人在提交注册申请时，可同时

提交试验数据保护申请。对创新药、罕见病治疗

药品、儿童专用药、创新治疗用生物制品以及挑

战专利成功药品注册申请人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

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给予一定的数据保

护期。数据保护期自药品批准上市之日起计算。

数据保护期内，不批准其他申请人同品种上市申

请，申请人自行取得的数据或获得上市许可的申

请人同意的除外。

（十九）促进药品仿制生产。坚持鼓励创新

与促进药品仿制生产、降低用药负担并重，定期

发布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

药品清单，引导仿制药研发生产，提高公众用药

可及性。完善相关研究和评价技术指导原则，支

持生物类似药、具有临床价值的药械组合产品的

仿制。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十）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鼓励药

品医疗器械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新产品研发

和已上市产品的继续研究，持续完善生产工艺。

允许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

前提下申报临床试验。使用国家财政拨款开展新

药和创新医疗器械研发及相关技术研究并作为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可以规定或与科研人员

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数额和时限，调动科研

人员参与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二十一）支持新药临床应用。完善医疗保

险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建立医疗保险药

品支付标准谈判机制，及时按规定将新药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支持新药研发。各地可根

据疾病防治需要，及时将新药纳入公立医院药品

集中采购范围。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疗

效明确、价格合理的新药。

四、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全生命

周期管理

（二十二）推动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全面实

施。及时总结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经

验，推动修订药品管理法，力争早日在全国推

开。允许医疗器械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申请医疗

器械上市许可。

（二十三）落实上市许可持有人法律责任。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须对药品临床前研究、临床

试验、生产制造、销售配送、不良反应报告等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确保提交的研究资料和临床试

验数据真实、完整、可追溯，确保生产工艺与批

准工艺一致且生产过程持续合规，确保销售的各

批次药品与申报样品质量一致，确保对上市药品

进行持续研究，及时报告发生的不良反应，评估

风险情况，并提出改进措施。

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须对医疗器械设计

开发、临床试验、生产制造、销售配送、不良事

件报告等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确保提交的研究资

料和临床试验数据真实、完整、可追溯，确保对

上市医疗器械进行持续研究，及时报告发生的不

良事件，评估风险情况，并提出改进措施。

受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进行研

发、临床试验、生产制造、销售配送的企业、机

构和个人，须承担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和协议约

定的责任。

（二十四）建立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

良反应和不良事件制度。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不

良反应和不良事件报告的主体责任，隐瞒不报或

逾期报告的，依法从严惩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应对报告的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进行调查分析，

视情责令上市许可持有人采取暂停销售、召回、

完善质量控制等措施。

（二十五）开展药品注射剂再评价。根据药

品科学进步情况，对已上市药品注射剂进行再评

价，力争用5至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上市许可

持有人须将批准上市时的研究情况、上市后持续

研究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开展产品成份、作用

机理和临床疗效研究，评估其安全性、有效性和

质量可控性。通过再评价的，享受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的相关鼓励政策。

（二十六）完善医疗器械再评价制度。上市

许可持有人须根据科学进步情况和不良事件评估

结果，主动对已上市医疗器械开展再评价。再评

价发现产品不能保证安全、有效的，上市许可持

有人应及时申请注销上市许可；隐匿再评价结

果、应提出注销申请而未提出的，撤销上市许可

并依法查处。

（二十七）规范药品学术推广行为。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须将医药代表名单在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指定的网站备案，向社会公开。医药代表负

责药品学术推广，向医务人员介绍药品知识，听

取临床使用的意见建议。医药代表的学术推广活

动应公开进行，在医疗机构指定部门备案。禁止

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禁止向医药代表或

相关企业人员提供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

量。医药代表误导医生使用药品或隐匿药品不良

反应的，应严肃查处；以医药代表名义进行药品

经营活动的，按非法经营药品查处。

五、提升技术支撑能力

（二十八）完善技术审评制度。建立审评为

主导、检查检验为支撑的技术审评体系，完善审评

项目管理人制度、审评机构与注册申请人会议沟通

制度、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审

评流程。组建以临床医学专业人员为主，药学、药理

毒理学、统计学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药品审评团队，

负责新药审评。组建由临床医学、临床诊断、机械、

电子、材料、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医疗

器械审评团队，负责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除生产工

艺等技术秘密外，审评结论及依据全部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统一第二类医疗器械审评标准，逐步实

现国家统一审评。

（二十九）落实相关工作人员保密责任。参

与药品医疗器械受理审查、审评审批、检查检验

等监管工作的人员，对注册申请人提交的技术秘

密和试验数据负有保密义务。违反保密义务的，

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涉嫌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完善对注

册申请材料的管理，确保查阅、复制情况可追

溯。

（三十）加强审评检查能力建设。将药品医

疗器械审评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提供规范高

效审评服务。加快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信息化

建设，制定注册申请电子提交技术要求，完善电

子通用技术文档系统，逐步实现各类注册申请的

电子提交和审评审批。建立上市药品医疗器械品

种档案。

（三十一）落实全过程检查责任。药品医疗

器械研发过程和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器械临床试验

质量管理规范执行情况，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组织检查。药品医疗器械生产过程和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执行情况，由省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负责检查。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过程和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执行情况，由市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负责检查。检查发现问题的，应依法依规查处

并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涉嫌犯罪的，移交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推动违法行为处罚到人，

检查和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开。

（三十二）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依托现

有资源加快检查员队伍建设，形成以专职检查员

为主体、兼职检查员为补充的职业化检查员队

伍。实施检查员分级管理制度，强化检查员培

训，加强检查装备配备，提升检查能力和水平。

（三十三）加强国际合作。深化多双边药品

医疗器械监管政策与技术交流，积极参与国际规

则和标准的制定修订，推动逐步实现审评、检

查、检验标准和结果国际共享。

六、加强组织实施

（三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充分认识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

疗器械创新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药品医疗器械

审评审批改革和创新工作，将其作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予以支

持，加强统筹协调，细化实施方案，健全工作机

制，切实抓好任务落实。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推进改革，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体系，改革措施涉及法律修改或需要取得相应授

权的，按程序提请修改法律或由立法机关授权后

实施。

（三十五）强化协作配合。充分发挥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

作用，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抓好

改革具体实施，协调推进任务落实。各相关部门

要依法履职，分工协作，形成改革合力。发展改

革部门要支持医药高科技产品的发展，将临床试

验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

科技部门要加强医药科技发展规划和指导，抓好

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研发相关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的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加强医药产

业发展规划和指导，强化临床用药生产保障。财

政部门要做好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检查检验

所需经费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医

疗保险政策支持新药发展相关工作。卫生计生部

门要加强对临床试验机构建设的指导，加强伦理

委员会管理和临床试验研究者培训。知识产权部

门要做好与专利有关的药品医疗器械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做好中医药创新工

作。

（三十六）做好宣传解释。正面宣传鼓励

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重要意义，加强审评审批制

度改革重要政策、重大措施解读，及时解答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合理

引导各方预期，营造改革实施的良好舆论氛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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