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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合办

重庆“女孩暴力摔打男童”余波未息，福建又传出“14

岁男孩勒杀 8岁女童”惨案。短短一段时间内，涉及未成

年人暴力惨案接连发生，让人揪心与无奈，儿童的“暴戾”

隐忧已经到了引起家庭和社会亟待关注的时刻。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所有人心中一个暂

时无法解开的疑问。不可否认，人性的确是最难琢磨的，

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在国外，也曾

发生过类似儿童暴力案，英国就曾有两名 10岁和 11岁的

“邪恶儿童”因为犯下虐待儿童案被治罪，而他们施暴的

原因竟然仅仅是因为“无聊”。“邪恶儿童”为何会如此邪

恶，这里面究竟是否有本性的因素，当然是个不容易回答

的问题。但这并未妨碍英国社会对于这一案件的反思。

毕竟，仅仅将案件归于个体原因，极有可能让社会失去一

次自我改善的契机。

即便“邪恶儿童”确有其与生俱来的本性因素，但后

天的成长环境同样有巨大影响。正如英国的“邪恶儿

童”最后被发现成长于充满暴力的“毒性”家庭之中，缺

乏心理与精神上的关爱。那么，回到“暴戾孩子”身上，

她/他们的行为背后，究竟又有何深层次的原因，其生长

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对其有着怎样的影响，也就更值得我

们追问和反思。

儿童的暴戾倾向，是我们社会亟待重视的现实。一

种是语言上的，嘴里动辄迸出“削死你”“宰了你”“做掉

你”等言词的孩子比比皆是；另一种是行动上的，动辄对

别人动手动脚，喜欢欺负弱小，用暴力解决问题。之所以

会这样，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可能是受到影

视剧和动画片的不良影响，也可能是对成人社会暴力言

行的耳濡目染。尤其是校园暴力的屡见不鲜，让所有孩

子都难免置身“暴力的染缸”。

过去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不仅胆小害羞，受了委屈也

只会跟家长老师哭，根本谈不上会聚众上演“全武行”，但

自从一些电影电视剧中出现某些“野蛮女友”之后，现实

社会中的野蛮女孩便层出不穷，某些小女孩还自以“野

蛮”为荣，今年 9 月，一段女学生集体围殴女同学的视频

在网络上串红，一群穿着校服的女生对着一位同样穿着

校服的女孩扇耳光、拳打脚踢甚至罚跪，而类似女学生施

暴行为在网络上几乎就是一搜一大片。

非但是电影电视剧中暴力场面随处可见，虚拟的网

络暴力，现实社会街头巷尾的不规范的“暴力执法”，某些

新闻中毫不掩饰的抓捕现场等等几乎都在向人们展示

“暴力的强大”，而我们某些孩子家长也往往会给孩子灌

输些“人善被人欺”的暴力思想，岂不知在我们成人社会

看似“正义的暴力”，对于中小学孩子而言能让其记忆深

刻的只能是“暴力”。

其实，人生成长往往就是那么关键的几步，该培养孩

子健全人格的时候疏于给予，该给孩子严格塑形的时候

却放任自流，就如一棵小树该修剪的时候任意肆意滋生，

不可能不出问题。

法国思想家、教育家卢梭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

当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 12 岁。在这段时间

中若不采取摧毁种种错误和恶习的手段的话，它们就

发芽滋长，以致以后采取手段去改的时候，它们已经扎

下了深根，以致永远也把它们拔不掉了。”几起悲剧连

续发生，只是社会问题和一些未成年人成长问题的反

映，一个个“个例”背后反映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带有群

体性的问题和原因。惨剧频繁发生，教训极为深刻，教

育部门、学校和家长们应该痛定思痛，从改良孩子们的

教育和成长环境入手。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社会需要孩子们健康成长后的

成果，而不是肆意生长之后的“苦果”，从小做起、从小养

成好性格好习惯，是一个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

“暴戾孩子”为何接连出现
□ 李 颖

近些年，无论是跨国制药企业，还是本土制药企

业，在药物创新研究方面都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些变

化叠加的结果是，新药研发不再是以前那种“有我就

没你”的不相容模式，而是开始“同台唱和”，成为“相

似相容”的携手并进。

日前，默克集团旗下的生物制药业务分支默克雪

兰诺与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百

济神州”）举办“携手创新 走向世界”签约仪式发布

会，就在中国开发的 BeiGene-290 和 BeiGene-283 两

个化合物达成两项全球合作开发与销售协议。按照

协议，默克雪兰诺将获得该药在中国以外市场的开发

权，而百济神州则有望获得最高达 1.7 亿欧元的收

益 。 这 是 双 方 继 今 年 5 月 合 作 开 发 抗 癌 新 药

BGB-283之后的再度携手。

开创新药研发的新合作模式

记者了解到，BeiGene－290和 BeiGene－283是由

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靶向型抗癌制剂，即将进入临床

研究。

BeiGene-290是一种能有效治疗癌症的多聚二磷

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该化合物目前处

于临床前开发阶段，预计将于 2014年进入临床开发阶

段；而 BeiGene-283 则是一种用于治疗癌症的第二代

BRAF 抑制剂，最近已经进入临床 I 期开发阶段。由

于全球制药业整体研发成本飙升，即便是全球制药巨

头对于创新专利药的研发也越来越谨慎。

“鉴于百济神州自身无法单独完成 BeiGene-283

和 BeiGene-290 两个创新肿瘤药物在全球的开发和

商业化进程，所以选择与默克雪兰诺合作。”百济神州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欧雷强表示，非常期待与默克的

合作进一步扩大至 BeiGene-290 项目。双方的合作

将有助于加快这一在中国发明的创新肿瘤药物在全

球的开发和商业化进程。

据 悉 ，根 据 合 作 协 议 ，百 济 神 州 将 负 责

BeiGene-290 在中国的开发和商业化，默克雪兰诺则

负责 BeiGene-290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开发和商业化。

“百济神州跟中国传统的药厂不同，不做生产和

销售，而只希望能在中国成为真正做原创药的企业。”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

东研究员指出，百济神州的原则，就是要做的项目不

仅仅是满足中国市场、不仅仅只在中国进行药品销

售，而要看是否在全球也具有竞争力。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默克制药高价收购中国自主

研发抗癌新药，反映了中国新药研发能力取得明显提

升，同时也开创了跨国药企与中国本土企业在创新药

研发上的新合作模式。

研发新药合作水到渠成

从产业角度来分析，生物技术药物是全球医药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将成为未来增长的重要

推动力。2010 年，生物技术药物约占全球医药市场

销售总额的 17%，在全球销售额排名前 30 位的药物

中占据 1/3。

据悉，生物药在各大治疗领域均已获得举足轻重

的份额：2010 年，生物技术药物约占全球免疫类药物

销售总额的 79%，占肿瘤类药物销售总额的 35%。预

计 2011—2016 年，全球生物技术药物产业将保持 7%

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全球医药产业其他领域约 3%的

预期年均增长率。

目前，美国生物制药已占全球 63%的份额，欧盟

占 25%，随着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兴起，这个格局将

逐步改变。

有业内专家表示，本土生物创新药企业在全球市

场的姿态越来越高调，本土企业与跨国药企在生物创

新药领域的研发合作也越来越多。表现之一是本土

生物制药企业绿叶制药、海正制药、恒瑞医药纷纷

将触角伸向全球市场，在海外进行新药研发。另一

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国内，跨国药企也纷纷与本土

生物创新药企业联姻，开展全球战略高度的研发项

目。以抗癌新药为例，2010 年 11 月，先声药业和百时

美施贵宝开始共同开发抗肿瘤化合物——临床前小

分子 MET/VEGFR-2 抑制剂，旨在加快临床概念验

证实验的步伐；2011 年 12 月，双方拓展合作领域，共

同开发心血管化合物，即临床前胆固醇酯转移蛋白抑

制剂。

今年，罗氏与歌礼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歌礼”）联合宣布在中国合作研发和生产罗氏

丙肝新药 Danoprevir。根据合作协议，歌礼将出资并

负责创新药物 Danoprevir 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

的开发、注册以及生产工作，罗氏将根据阶段性成果

向歌礼支付药物开发及商业化里程金。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与跨国药企同步变化的是，本土制药企业在药物

创新舞台上担纲主演的梦想实现得越来越多。据悉，

目前我国制药行业已经完成了 209个“十二五”课题立

项。在这些立项中，牵头单位最多的是企业，经费的

大头也是企业。这说明“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已

经充分体现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战略思想。

百济神州和默克雪兰诺的一系列合作，被业内人

士认为是中国医药行业在新药创制上与跨国医药公

司签订的最大协议，且是本土企业在抗癌新药方面的

自主研发项目，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

记者了解到，生物医药产业既是国家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科技北京》行动计划重点振兴

的八大产业之一。

此次由王晓东团队领导的百济神州就自主创

新 品 种 BeiGene-283 与 默 克 雪 兰 诺 公 司 签 署 全 球

合作开发和销售协议，开创了北京科技成果有效

利用国际资本成功进行国际技术转移的新模式，

利 用 国 际 资 源 拓 展 北 京 医药企业国际市场，开创

了北京医药企业依托本地优质科技资源及国际资

源拓展国际市场的新模式；两个项目的成功转让标

志着北京科技创新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为国

际社会认可。

“目前，世界抗癌药研发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革

命性前夜。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在新一代抗癌新药的

研发领域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王晓东研究员

认为，尽管目前生物创新药的研发存在很多“瓶颈”，

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医药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新

药开发必然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这从客观上推动了

中国企业去积极应对这种挑战。

王 晓 东 强 调 ，随 着 国 家 和 民 间 资 本 的 投 入 增

加、CRO 工业的发展与成熟、基础研发的积累和大

量有经验的“海归”回国，中国新药研发可能进入一

个春天。

本土药企牵手跨国公司开辟研创销售新模式

在12月1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新闻发言人王炼介绍了“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

相关情况。据介绍，为了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

医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标准化工作办公室，截至目

前，共发布了中医药国家标准 27项，完成了 291个病

种诊疗指南的临床应用评价，发布行业及行业组织标

准470多项，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中医药标准体系

框架，初步建立了政府主导、行业参与、统筹规划、分

工负责的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标准的制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制定统一的

标准是否能适应中医药辨证施治的特色和个体化诊

疗原则？这些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是否符合规范？在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

监督司司长查德忠接受了科技日报等媒体的采访。

中医药标准分三大类

查德忠介绍说：“中医药标准大体上分成三大类：

一类是管理标准，一类是技术标准，一类是基础标准。

有的人认为管理标准是规范性文件，而不应该是技术

性的，因为标准更多的是技术性的文件，管理标准应该

属于法规性文件。由此也就说明了标准的内涵是有差

别的。”查德忠告诉记者，“从目前来看，中医临床方面

的技术标准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中医独有的技术、

方法等操作的规范，比如针灸，标准就会告诉你针刺手

法基本的流程是什么，进针的方法是什么，每一种方法

应该怎么做，这是操作。就名词术语来说，穴位是一个

很重要的名词术语标准，包括什么名称，在什么位置。

还有一类是针对某种疾病的诊疗指南，这个病是什么

病，这个病的诊断要点是什么，应该做哪些疾病诊断，

临床上有哪些中医证型，基本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基本

的用药原则是什么，这是基本的结构。”

处理好特殊和普遍的关系

谈到标准化与中医诊疗特色之间的关系，查德

忠解释说:“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对于同样一种疾病，

不同的专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在治疗方面也可

能会有不同的治法，这是中医个性化诊疗原则的具

体体现。但个性化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毫无章法，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查德忠举例说，“比如中

医对于寒证，治法一定是用热的方法，而对热证则一

定是用寒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者寒之，寒

者热之’的治疗原则。个性化的诊疗不是说没有一

定的标准。反过来说，我们的标准和规范也绝对不

能去扼杀个性化的诊疗，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特殊

和普遍的关系，如果规定的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这个人是寒，那一定要用热的办法，这就是我的规

矩。但是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寒，医生来判断，并没有

限制你对这个人作出是寒还是热的判断，但是你一

旦判断为寒，一定要用热的办法。”

制定标准需要抓住共识

查德忠认为，现代科学往往都是数据表达，中医

很多都是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达。标准化是一个现

代的技术方法，古老的学科如何适应这种现代的技术

方法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保证

中医药标准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是标准制定中的另一

大挑战。“从标准规范的定义出发，它的目的是在一定

范围内追求最佳秩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能在

一定范围内共同使用和反复使用。其中共识是关键，

所以在制定标准的时候需要抓住共识。”他认为要保

证形成共识，就需要严格的工作程序。“为此，国家中

医药局借鉴了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管理办法，并参考

国际标准包括 ISO 的标准来制定程序，并于去年 11

月份发布了中医药标准制定管理办法。”

让标准得到广泛应用

查德忠认为，“推广和应用，是标准化工作中非常重

要的一点。我们的工作目标不是追求出台了多少标准，

而是要去追求标准发挥了什么作用，而要发挥作用必须

要去应用。”他认为，在标准工作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

点和任务，没有标准的时候谈不上标准的推广，所以标

准化工作是先要把标准制定出来；但有了一些标准时，

则一定要把标准的推广应用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从

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来看，目前这个阶段已经到来，在去

年的全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这样的工

作要求，当前的重点是推广应用标准，通过广泛的培训，

提升全行业的标准化意识，让大家了解国家或行业都有

什么标准，这些标准怎么出台的，应该怎么应用。”此外，

查德忠认为，要在管理措施上把标准化工作有机融进

去。他举例说：“比如在医院的管理实践当中，国家中医

药局就把标准化工作作为医院的内涵建设和管理的重

要方面，纳入了分级管理的范畴。从去年开始对医院进

行评审的时候，标准化也是考核的一个方面。在专科建

设时，标准化工作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查德忠透露，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 42 个中医药标准研究推

广基地，推广相关的标准。

查德忠最后强调，“中医药作为一门古老的学

科，如何和标准化这样一个现代技术进行衔接还需

要进一步探索，但绝对不能为了标准而标准，不能为

了标准而改变中医本身固有的本质。”

中医药标准化：

不能为了“标准”而标准

科技日报讯（记者罗朝淑）11月29日，记者从国家中医药局在

上海召开的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阶段总结交流会上获悉，国家中

医临床研究基地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顺利完成，为下一阶段基地建

设任务推进和科技全面支撑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着力解决中医药创新和发展问题，“十一五”期间国家启动实

施了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项目。2008年 12月，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确定了16家国家中医临床

研究基地建设单位，明确了冠心病、中风病等14类疾病作为国家中

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研究病种，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建设的帷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医药领域中央财政投入最

大、重视程度最高、行业内外关注度最高的基础性建设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苏钢强汇报了基地建设情况：

开展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以来，经过 5年建设，顺利完成了

第一阶段的建设任务，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一是初步确证

了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相对优势，二是基本具备了承担大型临床研

究的能力和条件，三是广泛带动了医院临床服务的能力和范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充分

肯定了基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一是国家和地方齐抓共管、

共同建设，将基地建设纳入各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点

任务，使新时期举国体制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有了新抓手；二是推

进临床科研一体化，解决临床科研结合的问题，探索创新了中医临

床科研机制，使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中医临床科研有了新模式；三

是在传承名老中医经验和民间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着力解决临床关键问题，阐明了中医药的相对优势，使一批

重点疾病研究有了新进展；四是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传统医药科

研伦理的标准规范和评估品牌，完善临床研究规范和共享平台，提

升保障科研质量，使中医国际协作和竞争能力上了新台阶；五是基

地建设引领和带动了医院快速发展，医院服务能力和效益不断提

高，中医特色和优势更加显现，为中医药临床科研和服务开创了新

领域，特别是在疾病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王国强指出，加强基地建设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内容，

也是探索符合自身规律科研模式的重要依托。加强临床研究基地

建设是支撑中医药事业整体发展的重要手段。

王国强说，今后要以基地为抓手，加强中医药科研协同创新，推

动中医药事业跨越发展。要以基地为纽带，不断推动产学研的协同

创新；以基地为核心，不断完善中医药继承创新体系；以基地为龙

头，不断提升中医药临床科研能力；以基地为典范，不断深化中医药

服务特色优势；以基地为窗口，不断增强国际协作竞争优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王志勇在讲话中认为，下阶段应当

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提出的“三观互动”的思路和方法推进基

地建设工作。他认为，基地建设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和资源整合，充

分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作用，探索中医药临床科研机制和模式，创新

方法学和技术平台，围绕重点病种，坚持研究方向，不断研究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医疗实践。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 本报记者 罗朝淑

12 月 4 日，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明集镇四海家园社区农民在社区诊所
看病。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积极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按照一村一社
区、多村联合、企业社区等不同的模式，建成具有优良居住、社区养老、卫生教育、
信息服务、就业保障等功能的农村社区 120余个，农村社区服务网点近 600个，
入住的农民享受社区服务，使得城镇化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华社发（董乃德摄）

□ 本报记者 李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