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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丽丽

今年“双十一”预售期间，医疗美容产品成交同

比增长 158%,其中面部抗衰产品居首位。到了“双

十一”当天，医美行业10小时31分的成交额即超去年

“双十一”全天，其中抗衰类商品半天同比增长163%。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医美产业市场始

终保持着 20%以上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中国已经

跻身全球第二大医美市场。专家预测 2019 年中

国医美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 2000亿元。

一面是产业的迅猛发展，一面是行业乱象丛

生。同样是割双眼皮，在正规医院需要一万多块

钱，而在美容院，几千块钱就能搞定，还口口声声

保证也是正规医院医生操刀。“都是熟人介绍的，

做坏了也没法说。”记者的一位朋友如是说。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来找我的基本都是

做坏的，需要加以修正。”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

科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主任

委员栾杰说。

日前，在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药学会理事长孙咸泽带队下，多位全国政协委

员、专家，前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以下简称上海九院）、上海漾颜医疗美容门诊

部进行了调研，并召开“推进医美行业健康发展，助

力健康中国战略”专题研讨会。会上，专家疾呼，医

美产业本身也成为了亟待“整形”的产业。

非医疗美容场所从事医疗美容治疗、非正

规培训的医师执业、非合格的医疗美容产品使

用……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三非”乱象，屡屡

遭到社会诟病；2015 年至 2018 年，全国消协组织

收到的关于医疗美容行业的投诉翻了 10倍还多；

因医美而导致的事故特别是死亡事故，更是引发

了社会极大关注。

“为什么会出现诸多行业乱象？原因在于：一

是医美行业普遍追逐暴利；二是医美机构刻意淡

化医美行为的医疗本质；三是行业诚信危机遍布；

四是管理层面投入的力量不足，缺乏法律层面的

长效管理机制。”栾杰说，现在很多医疗机构把患

者称为“顾客”，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很多民

营医疗机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它们把大把钱花

在店堂上、门面上，装修豪华，但手术室里用的线

和针都是最便宜的。引流管如果能用输液器替

代，绝对不用引流管。”在医美行业，医疗本质现在

被淡化了，很多机构想办法用服务、美学替代，要

逐渐脱离整形医疗专业。

栾杰表示，医美是医疗行为，这个性质定位一定

要明确并坚持。医疗美容整形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美

容院，其归属医政部门监管。因为是医疗行为，在美

容整形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效果与

美容美发是不同的。特别是医美使用的是侵入性的

治疗方式，如果不严加监管，可能带来致命性伤害。

目前医美行业的监管常常是依靠行政命令，

这些命令不可长期持续，医美行业的安全健康发展

还需要有效的机制来协调各部门实现综合监管。

一些民营医美机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原卫生部曾在 2002 年发布过《医疗美容服务

管理办法》（第 19 号令），明确规定负责实施医疗

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须为“执业医师”，其中提

到执业医师须“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

不少从业人员缺乏医学背景、美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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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用好科技资源 支撑创新发展

乱象丛生，医美行业发展困境该如何破解？

作为业内专家，这是栾杰经常思考的问题。

在他看来，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生命健康的

矛盾。医美产业不应该被定性为“摇钱树”，而是

应该在让人健康变美和盈利这两个方面实现协调

统一。毕竟，健康产业事关生命健康，过度的商业

化就必然导致安全问题丛生，在这方面国家的政

策也应该更加明朗。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肖苒和张英在今年两会

期间，分别就医美行业健康发展的问题提交了提

案。“对国家文件已经明确的几个医疗美容项目应

该有清晰的界定。”肖苒说，明确定义服务项目虽

然是一个细节问题，但却是医美行业管理亟待解

决的事情。明确定义服务项目，可以直接帮助到

老百姓去区分哪些服务内容是医美机构可以做

的，哪些项目不可以做。明确项目之后，还应该颁

布项目的相关明细手册，以便让非医学专业的执

法人员在进行执法的时候能够快速、明确地进行

判罚。而且，手册还应该定期更新，以适应逐渐增

加的医美新项目。

孙咸泽说：“我曾在药监部门工作，也了解到

非法药品是影响医美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之

一。”孙咸泽说，实际上，在医美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产业链条的每一个供给环节都会影响消费者

的求美结果。因此，医美产业要健康发展，就要找

准行业治理的管理盲区与难点，重点整治和肃清

行业违法、非法、违规行为，有效扼制不良经营行

为和经营乱象，才能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培育良

好的市场环境。

“此外，还应加强行业自律，现在的医美市场

鱼龙混杂。因此，不管是行业学会、协会，还是规

范的医美机构，都还应当做好科普宣传，以引导医

美消费者辨别正规医院、正规医生、正规药品，提

高公众安全就医和监督的意识。”孙咸泽强调。

整治乱象需多管齐下

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 1年以上”。但

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医美行业的医师队伍

鱼龙混杂。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

的《中国医美“地下黑针”白皮书》揭露了惊人的

“黑医生”信息，数据显示，在“黑医美”市场，每 10

名医美从业者中，就有 9名“黑医生”。

“3000 元进修一个月，就能给你发一张医美

咨询师的执业资格证。”上海九院整形外科主任孙

宝珊口中的“医美咨询师”原本是美容整形机构中

从事咨询工作、在整形医生和求美者之间架起沟

通桥梁的从业者。

“但现在的一些咨询师，有卖化妆品的，有卖

衣服的，有开饭馆的，她们大都没有医学背景、

更缺乏美学素养，但是会诱导想要变美的人割

双眼皮、打除皱针等各种消费。而原本应该提

供专业意见、负责治疗的医生，则常被动地根据

咨询师的要求为求美的人做整形或美容服务。”

孙宝珊做了 18 年医疗质量监控工作，一直工作

在医疗美容质量监控的第一线，他说，所谓的

“医美咨询师”行当正在带坏年轻的“正规军”医

生，破坏整个行业的生态。

作为一名麻醉科医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敖虎山此前听到的

因医美而死亡的案例，基本都是麻醉意外导致。

“这就说明医美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高门槛的行

业。”敖虎山说。“但现在，理发店、美容院、足疗店，

只要胆子够大，都能干医美。”孙宝珊指出，医美行

业门槛低、市场大，让很多人蜂拥而至。

此外，医美行业洋医生在华执业的现象比较

普遍，这些医生可能只是被包装出来的专家，有些

连执业证书都没有。

因此“建立专科医师制度，是我国医美行业安

全健康发展非常紧迫的任务。”栾杰说。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组学数据库权威杂

志《核酸研究》对前一年的全球基因组数据库建设进

行总结，鲜见地在美英两个老牌的数据库以外，提到

了中国的 GSA（组学原始数据归档库）。

“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

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简称 NCBI）和英

国 欧 洲 生 物 信 息 学 中 心（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简称 EBI）30 多年前已经开始建立，我们的

GSA 是 2015 年底才上线运营的。”国家基因组科学

数据中心主任鲍一明介绍，中心的组学数据库之所

以能够得到权威杂志的认可“点名”，一方面是由于

数据量增长快，另一方面是数据的可用性、标准化方

面的工作均与国际接轨。

据了解，针对我国基因组学数据“存管用”的实

际需求，解决数据孤岛等重大问题，科技部、财政部

共同支持组建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依托中国

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营

养与健康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共同

建设。中心的科学数据专业化团队，对外提供基因

组学数据统一存储、整合挖掘、共享应用的一站式数

据服务。

顺应大健康需求，构筑自
主数据基础

“之前，中国已成为基因组数据产出大国,但未

能形成国家级公共数据资源。”鲍一明介绍，面向国

家大数据战略发展需求，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围绕人、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组数据，重点开展了

数据资源及数据库体系建设，并开展了数据服务、系

统运维、技术研发、数据挖掘等系列工作。目前，国

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

组数据汇交、管理与共享系统，保障数据安全性，支

撑并服务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科院先导专项等 300 余个科研项目的数据存储、

管理和共享。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研究者获得的基因组学

数据，均需上传到专业数据库，方可在杂志上发表。

如今，我国已拥有获得认可的组学数据库，这将大大

提高中国高水平论文被接收过程的便捷性。“中国的

学者不需要再将数据‘飘洋过海’传输到海外，可以

获得更加专业化的中国式服务。我们的平台已被多

家国际顶级杂志认可，中国学者将数据提交到 GSA

系统，其发表的论文已经被多个国际知名期刊所收

录，这包括 CNS（《细胞》《自然》《科学》简称）、美国

科学院院刊等。”鲍一明说，这为“用好科技资源、支

撑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

截至 2019 年 8 月，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已

为国内外 150 多个单位提供免费数据存储服务，累

计用户递交项目信息超过 1200个，用户提交的测序

数据量超过 1.2PB，收集并存储的数据总量超过

4PB，数据上传下载量日均达到 1TB。

与国际接轨，不做信息孤岛

生物信息的数据要海量整合后才会有价值，割

裂的数据库只完成了“存”却难以走向“使用”。例如

对人类组学数据的整合和挖掘将更全面地获得人类

健康问题的解决方案，避免“盲人摸象”。

这正是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成立的初衷和

建设的方向。在科学数据共享方面，科技部长期致

力于打破条块分割，对相关部门和行业长期持续积

累的数据资源，以及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数据进

行整理、汇交和建库，同时提高与国际科学数据组织

的信息交换能力。

2019 年，我国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组学数

据库被国际著名出版商 Elsevier 收录为指定基因数

据归档库，其权威性得到国内外 100 余家学术杂志

的认可。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已经成为有国际

影响力的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目前，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正在组织国

家科学数据中心编制五年建设运行实施方案。未

来，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将继续围绕基因组

科学研究前沿及数据的存管用需求，逐步完善中

心组织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养

复合型数据人才；建立数据共享、质量控制、安全

管理等标准与规范，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等先进技术，提升数据储存、管理、挖掘与共

享能力；发展数据加密、解密、分级管理、受控访问

等数据安全关键技术，建立人类遗传资源数据管

理体系，确保国家重要生物资源数据本地化存储、

管理与共享利用。

鲍一明表示，希望经过 5年努力，建成汇聚海量

科学数据、服务万家机构、引领大数据技术创新的国

际一流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切实解决我国基因组

数据存管用难、数据流失严重、核心基因组科学信息

资源先“出口”再“进口”的问题，不断提升我国在基

因组学大数据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整合中国组学资源，在国际舞台奏出“共享乐章”

“中国制造在全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是我们不

能满足于所谓的性价比，我们要提升品牌的附加值。要

走向制造业的高端，这不能靠过去的价格战、广告战，而

要学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采用的尖端武器，那就是

专利、品牌和版权。”近日，在第四届紫金知识产权国际峰

会中，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吴汉东结合中

国经济发展动力，呼吁用知识产权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

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当前，全球知识产权呈现申请

势头强劲、亚洲成为全球创新枢纽的趋势，新兴科技也给

知识产权带来更大挑战。

大数据、AI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挑战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高级顾问吕国强介

绍，当前，全球知识产权的发展呈现 3 种特点。第一，知

识产权的申请势头强劲。2018 年，全球的创新者一共提

供了 330 万份专利申请，比去年增加 5.2%，连续 9 年递增；

全球商标申请量达到了 1090 万份，涨幅达 15.5%；全球工

业 品 外 观 设 计 有 100 万 份 ，增 幅 达 5.7%。“ 这 表 明 现 在 全

球对知识产权需求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对经济正常发展

的需求，达 7%—10%。”

第二，亚洲成为全球创新的枢纽。从 2018 年全球知

识产权的受理情况来看，亚洲的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

设 计 这 3 项 主 要 的 知 识 产 权 量 占 了 全 球 三 分 之 二 ，全 球

知识产权创造的枢纽已经从欧美逐步转向亚洲。

第三，全球知识产权制度面临挑战。吕国强表示，当

前，全球面临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全球数字化市

场不断拓展，给音乐、电影、视听表演、游戏、出版等领域

的知识产权带来多重挑战。“我们要确保创新成果能够得

到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环 顾 全 球 ，中 国 在 知 识 产 权 领 域 也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就。2018 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量的 46.4%，中国

的商标申请量占全球 52%，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

国的排名从 2018 年的第 17 位升至今年的第 14 位。

有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二三十年间，将会形成北美、

东亚和西欧三大科技创新的中心和产业发展的高地，在

国家经贸领域，关于创新成果的产权形式、产权交易，最

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知识产权。

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

“21 世纪的中国再也不能走污染环境、耗费原材料的

发展旧路，也走不了技术依赖型的发展死路。”国家知识

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

汉东表示，知识产权代表了科技创新的驱动力。

他 认 为 ，高 质 量 的 经 济 发 展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就 是 知 识

产权经济。它应该是以知识产权创造为动力，以知识产

权运用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后盾的经济形态。

吴汉东提出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品牌经济 3 种经济

形态。在他看来，品牌经济依赖于优质的产品、服务。

“美国品牌代表着先进，法国品牌引领着时尚，德国

品牌意味着严谨，日本品牌在某种方面意味着经济或者

精致，中国制造在全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是我们不

能满足于所谓的性价比，我们要提升品牌的附加值。”吴

汉东提出，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更要“走上去”。这意味

着中国企业不能满足于中低端，要走向制造业的高端，这

不能靠过去的价格战、广告战，而要学会发达国家和跨国

公司所采用的尖端“武器”，那就是专利、品牌和版权。

他建议，企业实行“知识产权一体化运营战略”，即以

专利、品牌为中心，在“专利”和“商标”两端同时发力，并

将之贯穿于企业的研发、制造和营销等多个环节，从而达

到提高附加值的终极目标，掌握定价权。

吴汉东表示，知识产权是一个法律工具、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产品一定要转化为有力的生产力，把知识产权

所保护的知识、技术和信息产业化、商品化、资本化。而

在此期间，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营商环境、法

治环境。

“我们的营商环境要有利于创新，如果中国的首富不

是中国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我们的产业创新就没有出

头之日。”吴汉东说。

不能满足于性价比

中国制造要注重专利品牌

本报记者 张佳星

金 凤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利益驱动利益驱动、、淡化医疗本质……淡化医疗本质……
医美产业该给自己医美产业该给自己““整形整形””了了

近年来，被媒体曝

光的“三非”乱象，屡屡

遭到社会诟病；2015年

至 2018 年，全国消协

组织收到的关于医疗

美容行业的投诉翻了

10倍还多；因医美而导

致的事故特别是死亡

事故，更是引发了社会

极大关注。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