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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
前就是世界。」 齊魯製藥集團總裁李燕對香

港傳媒學子們強調，國際化戰略是推動企業發展的重要引
擎。目前，齊魯製藥向全球逾百個國家與地區出口產品，是中國唯一實現製劑對
美國、歐盟、英國、日本、澳洲以及世界衞生組織等國家、地區和國際機構出口
的企業。今年上半年，齊魯製藥集團出口逾5億美元，按年增長7%，其中對美國
出口近8000萬美元，按年增加16%；對美國製劑出口上升20.6%。

大公報實習記者 胡佳希 陳詠琳濟南報道

採用中國上市的原包裝產品出口美國、中國
首個在歐盟獲批出口的眼科生物製劑……在齊魯
製藥展廳裏，李燕一一向學子們介紹集團 「出
海」 的歷程。

李燕指出，集團成功首仿、治療非小細胞肺
癌的一線靶向治療藥物吉非替尼片。吉非替尼是
類似電影《我不是藥神》裏的重大藥物，在初入
中國市場時，該藥每盒售價5000元（人民幣，
下同）。

生產治癌仿製藥 進口價大降
齊魯製藥研申報生產吉非替尼仿製藥時，進

口吉非替尼片的定價降到每盒2400元。待國產
吉非替尼片正式上市後，其原研藥的價格大幅降
至每盒547元，目前更已降至200多元，成為了
讓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藥，也為中國醫保基
金節約支出數十億元。

去年5月3日，齊魯製藥生產的吉非替尼片在
美國市場上市銷售，成為美國首家上市、唯一在
售的吉非替尼片仿製藥，這也是齊魯製藥第24個
在美國實現商業化銷售的製劑產品。

齊魯製藥副總裁張明會介紹說，吉非替尼是

集團歷時6年，成功研發出與原研品臨床治療等
效的仿製藥。齊魯製藥在仿製藥項目上取得的各
階段性成就，倒逼進口原研藥藥價出現跳水式降
減現象，讓中國老百姓用上了又便宜又好的藥。

抗腫瘤藥順鉑注射液出口美國，是齊魯製藥
「出海」 的又一個實例。 「我們保留了國內上市

的原包裝，上面只貼了一個英文小標籤就出口
了。」 李燕拿起集團出品的順鉑注射液，向學子
們分享 「順鉑的故事」 。

據介紹，齊魯製藥在2023年收到一封來自
美國藥監局（FDA）的緊急供貨郵件，順鉑注射
液在美國市場出現短缺，集團與FDA快速溝通，
兩個月後，第一批貼着中文標籤的順鉑注射液共
計1.8萬餘支順利發出，刷新了中國藥品出口美
國審批的新紀錄。

抗腫瘤注射液輸美 紓緩短缺
齊魯製藥順鉑注射液獲FDA特許，在限定時

間內臨時進入美國，極大地緩解當地臨床用藥短
缺的危機。李燕指出，產品僅用9個月就正式獲
批出口到美國市場，產品的高質量水平得到國際
認可，收穫良好口碑。2023年，集團實現銷售

收入389.6億元，出口9.21億美元。
李燕進一步說，這種藥物的跨國援助行為是

對生命的尊重、對病人的負責，也是集團堅持以
患者為中心、以臨床需求為導向、以人類健康為
己任，堅持研發生產高質量藥物之發展理念的一
次具體體現。她期望，隨着國際社會加深對中國
藥品的了解和認知，加快中國藥企 「出海」 。

問到如何平衡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李燕坦
言，兩者並不矛盾， 「掙錢不是第一位，但不掙
錢代表你沒有自我發展能力和持續服務社會的能
力。」 齊魯製藥始終致力於讓老百姓用得起、用
上真正優質的國產藥。

齊魯製藥瞄準國際化 推動高質量發展
產品出口逾百國家與地區 對美增長16%

華熙生物透明質酸稱王 銷量佔全球44%
「玻尿酸原液」 原來可

以口服？玻尿酸（又稱透明
質酸）最早是從雞冠中提取？香港傳媒學子在由
華熙生物打造的世界透明質酸博物館找到了答
案。近年來，透明質酸憑藉其在醫藥、美容、保
健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已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點
話題。據華熙生物工作人員介紹，中國目前是全

球最大的透明質酸原料產銷國，全球排名前四的
企業均來自中國，其中華熙生物是全球最大的透
明質酸原料生產及銷售企業，銷量佔44%。

坐落於山東省濟南市華熙生物二廠區內的世
界透明質酸博物館，在2020年6月18日正式竣工開
放，是全球首座以 「透明質酸」 為主題的博物
館，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全景化展現透明質酸產業

發展路徑及成果的博物館。工作人員稱，30年
前，中國使用的透明質酸只能依靠進口，如今中
國透明質酸原料銷量超過全球的80%。

歷四次變革 最新合成生物提煉
據介紹，透明質酸的生產技術經歷了四次革

命。最早是從雞冠中提取，1990年代使用微生物
發酵法，2012年華熙生物在全球首次實現以酶切
法大規模生產寡聚透明質酸。2018年起，華熙生
物開始布局合成生物賽道，當下已採用合成生物
學技術生產透明質酸，生產率再創新高。

在大眾眼裏，參訪生物公司或許是專業性質
濃厚以及枯燥乏味的體驗。沒想到，此次參訪勾
起了許多傳媒學子的興趣。就讀香港都會大學的
許蔚瀅表示： 「我作為醫美愛好者，對醫美項目
有一些了解，但來到這裏才得知，平時使用的精
華液產品中有透明質酸成分。」 她又分享道，過
去一年曾注射過水光針，即中分子透明質酸，對
皮膚起到縮小毛孔、提亮膚色、改善皮膚暗沉的
功效。

學子們還了解到，透明質酸產出的分子本質
是人體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但使用透明質酸要學
會 「巧用」 和 「善用」 。華熙生物工作人員指
出： 「不必大量注射透明質酸，根據面部骨骼實
際情況，少量多次地使用各類透明質酸產品。」
她認為，大眾應正確使用透明質酸，改變因錯誤
使用透明質酸帶來的偏見，消除社會中盲目跟隨
的容貌焦慮。

在博物館裏，學子們品嘗到 「玻尿酸原
液」 ，對於許多同學而言是一次嶄新的體驗。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的吳致遠驚訝地表示： 「之前只
以為透明質酸和醫美相關，沒想到透明質酸還能
口服。」 他稱，此次體驗令其大開眼界，期盼透
明質酸的持續創新應用，能為人們帶來更多健康
美麗的福祉，亦希望接下來的
行程有更多學習課本以外知識
的機會。

大公報實習記者
吳天怡、許蔚瀅、

黃璟瑜、吳致遠濟南報道

洗瓶、灌裝、軋
蓋、滅菌、燈檢……

在齊魯製藥智能化生產線上，藥品在快速
流轉着。來自香港的傳媒學子在這裏近距
離體驗着齊魯製藥廠區生產系統的自動
化、智能化、數字化和信息化。從仿製藥到
創新藥，從化學藥到生物藥，從製劑到高端複
雜製劑……從一款款突破性藥品中，學子們更是
感受到了企業的科技創新。

「我們要做有溫度的科技創新。」 在採訪過
程中，齊魯製藥集團總裁李燕（圓圖）不止一次
提到。近年來，齊魯製藥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去
年研發投入44.3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

長13.9%；佔集團銷售收入11.4%，
目標今年有關佔比將提升至12%。
集團計劃 「十四五」 期間，研發
投入超200億元。

齊魯製藥集團副總裁、齊魯製
藥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漢常說： 「創

新一直以來是融入在齊魯製藥的 『血
液』 裏，是我們的基因和精神。」 他談及，集團
創新分為產品製造的創新和體系創新，如果沒有
一個持續創新的文化力量支撐，齊魯製藥的創新
產品也肯定搞不下去。

在齊魯製藥，新質生產力的 「新」 ，是研發
創新的 「新」 。張漢常介紹說，齊魯製藥的新質

生產力不僅包含產品結構的創新，還包含智能製
造的創新。

「生產老百姓能負擔的藥」
在李燕看來，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 「要生

產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的國產優質好藥。」 她
說，這不是用嘴巴喊喊口號。作為藥企，任何一
個產品從立項到上市都至少要10年左右的時間。
這10年中，不管外界政策以及競爭環境態勢如何
變化，不管要經歷多少人員的變遷，不管這款產
品最終能否獲批上市，這都需要一種理念上的高
度認同，並且為之持之以恆的努力。

大公報實習記者周元彬、丘鎮豪、溫子睿

加大研發 做有溫度的科技創新

仿製藥一致性評價，是優秀藥企
脫穎而出的重要標準。仿製藥一致性

評價是指對已經批准上市的仿製藥，按與原研藥品質
量和療效一致的原則，分期分批進行質量一致性評
價，要求仿製藥需在質量與藥效上達到與原研藥一致
的水平。據介紹，齊魯製藥在一致性評價中，申報數
量和速度均領先同業。截至今年7月底，集團累計獲批
通過藥物177個，當中有59個為內地首家過評。

◀齊魯製藥廠區
採用自動化、智
能化生產，保證
品質。
大公報實習記者

黃璟瑜攝
▲齊魯製藥向全球逾百個國家與地區出口產品，圖為香港傳媒學子參觀該集團的各類產品。

大公報記者林靜文攝

一致性評價 優秀藥企指標
話你知

戰略目標

行業龍頭

▲香港傳媒學子參觀華熙生物透明質酸博物館，前方
為透明質酸的化學分子結構。

大公報實習記者吳天怡攝

▲齊魯製藥順鉑注射液只需9個月便正式獲批出
口到美國市場。 大公報實習記者吳世怡攝

數看齊魯製藥一致性評價
申報數量和速度領先同業

177個藥物已獲批通過，其中59個為內地首家
•口服劑
101個藥物已獲批通過，其中33個為內地首家
3個藥物已完成申報，其中2個為首家申報

•注射劑
67個藥物已獲批通過，其中18個為內地首家
10個藥物已完成申報，其中3個為首家申報

•眼用製劑
9個藥物已獲批通過，其中3個為內地首家

齊魯製藥研發投入持續上升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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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2024年研發投入佔銷售收入佔比，預計從去年
的11.4%提升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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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山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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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質酸小資料
什麼是透明質酸？

•透明質酸又名玻尿酸，是一種天然多糖，具
有高度保濕功能，使皮膚看起來飽滿有彈
性，日常會用作化妝品、護膚品等。

透明質酸功能

•塑形手術，如隆鼻、隆下巴等
•改善面部輪廓、減少皺紋
•鎮靜，如緩解皮膚過敏，減輕紅腫、刺痛
•美容養髮、潤滑關節、促進細胞再生等

大公報實習記者吳天怡、許蔚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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