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之路 

编者按： 

随着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要素的数据化进程，使研发资源、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得以打破物理空间藩篱而

进行流动和整合，科技创新正在经历着从局部创新到源头创新的快速变化，数字

技术及数字化转型赋能逐渐成为生物医药产业安全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 

 

因此，去年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与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合作研究形

成的《2021 本市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及政策建议研究》，对上海的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概况、数字化转型现状及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景回顾，并提供了相

应的建议与措施。 

 

本期将带您速览报告的精华内容，从而助力洞察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趋

势及方向，构建具有前瞻性的业务模式，为赋能数字化重塑提供参考。 

 

正文： 

上海市委、市政府 2020 年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

见》指出：“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举。

数字化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改变人类社会，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推动

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  

 

在 2021 年工业增加值首破万亿的背后，产业数字化浪潮正在上海汹涌澎湃

——全面开启产业数字化，全力在三大先导产业上实施数字化转型“上海方案”，

推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市制造业企业引领迭代的共识！ 

 

而作为我国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上海毫无疑问正承担

着完善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打造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培育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供应商和生态，乃至贡献数字化转型“上海模式”的重

要使命。 

 

那么，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将如何引领数字化转型？ 

 

（中标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 

当前，上海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主要集中在医疗等下游环节，研发、制造等

上海生物医药核心环节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人工智能+药物研发

属于蓝海领域。 

 

（小标题）1.“数字化+医疗”先行成为主流趋势 

 

“数字化+医疗”，即指覆盖线上咨询、远程医疗、线上药房、互联网医院、

临床信息采集数字化的应用。目前，上海已有近 30 家医院开展互联网医疗，支

持在线复诊、在线咨询、健康档案、处方医嘱等服务。 



 

最具代表性的是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该医院通过互联网技术远程

与中山医院等长三角优质医疗机构对接，实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居民诊疗信息

的互联互通、异地医保结算等。其对未来医疗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将对医疗模式、

病人体验乃至医药研发等产生重大影响。 

 

（小标题）2. 药物研发制造单位开始借人工智能逐鹿生物医药赛道 

 

一款新药从靶点发现到上市销售平均历时 10-15 年，耗资 26 亿美元，成功率

不足 10%，具有研发周期长、研发费用高、研发成功率低的特点。而大数据、

云计算和 AI 技术在医药研发中的应用，可以减少各个研发环节的不确定性，缩

短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成功率，具体应用场景见下图（图 1）。 

 

 
图 1: AI+药物研发的应用场景 

 

以冰洲石生物科技为例。自 2015 年创立以来，该公司已利用人工智能方法基于

蛋白晶体学数据进行药物设计，在美国申请到数项专利。其研发的用于治疗雌激

素受体(E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新药 AC0682，已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

准进入临床研究，标志着全球首个由 AI 发现的乳腺癌新药进入临床。据悉，该

公司把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时间缩短到一年，革命性地提高了创新效率，显著降

低了药物研发成本。 

 

事实上，把数字化转型，尤其是 AI 在生物医药行业中的应用作为重点关注

的方向，并启动数字化转型探索实践的代表性企业，除了冰洲石生物科技，还有

宇道生物、寻百会、中科院药物所等创新企业和科研院所，以及上药、复兴、美

迪西等生物医药企业。 

 

宇道生物是为数不多的既拥有变构药物研发平台，并同时推进变构药物管线

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主营业务为基于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基因筛选的寻百

会生物，则已建立了基于生物大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算法的 Phial 人工智能平台；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药物设计方面取得重要突

破，更在人工智能赋能药物研发基础平台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美迪西是行业

中较早关注到 AI 技术的企业，目前正在联合数字服务提供商建设 AI 药物研发

共性平台；而上药集团早在 2014 年就提出“数字化上药”建设目标，近年来一

直在推进各板块重点数字化转型项目。 

 

（小标题）3. 众多数字服务提供商及科技巨头抢先布局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 

当前，众多数字服务提供商纷纷加大投入力度，力图在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

中占得先机和优势。它们与药企加快融合速度，以自己的经验为传统药企打造数

字化研发、临床研究、生产管理、营销推广综合体系，但尚未形成清晰、可预期

的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比如，阿尔法分子（AlphaMol）与上药集团签署了新药

研发协议，推进药物研发智能化；华为公司则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联合开展 

AI 大规模药物虚拟筛选云服务，探索“云+ AI”端到端赋能药物筛选的全流程。 

 

此外，华为上海、商汤科技等科技巨头也加速在上海的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

布局。 

 

（中标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瓶颈 

 

数字化转型虽然已成为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关注的重要方向，但数字化转型实

践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仍面临着一系列影响数字化转型的瓶颈问题。 

 

（小标题）1.生物医药数据标准化和共享基础薄弱 

数据结构和数据存储标准难以统一，信息未充分整合共享，成为制约生物医

药数字化转型深化应用的一大障碍。在数据共享方面，科研院所、医药企业、医

疗机构、流通企业拥有大量分散数据，但因为生物医药数据交易和共享缺乏可信

机制，企业无法真正打通内部数据流，实现对数据的真正利用，真正发挥数字化

的作用。 

 

（小标题）2.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 

拥有规模化落地应用能力和清晰商业模式的成熟项目较少，行业数字化转型

缺少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如类似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融合能

力、可持续盈利能力方面的不足成为制约人工智能医药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工智能等数据化技术投入较大，未得到规模化应用，生物医药企业投资回报不

明确，企业付费意愿不强。 

 

（小标题）3.数字化转型资金渠道亟需明确 

上海在《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鼓励企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明确最高按总投资 20%，不超过 1000 万元进行资

助。同时，资本向生物医药行业的聚集也为更多中小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了更多的

融资渠道。但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他资金来源、途径等仍需进一步明确。 

 

（小标题）4.数字化转型人才严重不足 

生物医药技术壁垒高，药物研发流程多，医药研发和信息技术行业跨度较大，



因此医药和数字化复合人才培养面临较大挑战。此外，生物医药行业薪酬普遍低

于互联网行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数字化人才流失。 

 

（小标题）5.数字化转型面临较高的合规风险 

对人工智能医药新产品与新业态的审批难度较大。以 AI 诊疗为例，根据国

家药监局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若诊断软件通过算法提供诊断建议，仅

有辅助诊断功能，不直接给出诊断结论，则申报二类医疗器械；如果对病变部位

进行自动识别并提供明确诊断示，则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如何规范监管、

确立评审细则和标准，对监管部门提出了较大挑战。 

 

（小标题）6.缺乏一体化的自主可控的数字产品解决方案 

市场上已经有众多数字化产品及服务供应商，如华为、阿里、腾讯、百度等，提

供包括云服务、基本软件、不可配置软件、可配置软件、定制软件的各类服务，

但相关产品模块相对分散，缺乏涵盖从云计算、AI 底层环境到专业软件的全流

程数字化产品，无法提供一体化的数字产品解决方案，并且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仍

存在较大风险，制约了数字化转型进度。 

 

（中标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针对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发达国家在数字新技

术在促进药物开发、风险效益评价、提高药品审评效率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报

告》提出了针对本市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小标题）1.推进数字化转型重点工程 

包括：数字化转型重大基础科技攻关工程、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生态培育工

程、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支撑平台建设工程、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应用标杆工程、

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标准规范工程等。 

（小标题）2.强化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合作 

对生物医药厂商而言，要加快实现上云：一是推进企业模式转型，建设智能

化的研发平台、智能化全自动车间等；二是提升数字化建设水平；三是做好运维

思路优化，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超前防范、风险控制。 

对数字服务提供商而言，要帮助用户通过企业上云方案快速实现转型和业务

创新：一是通过差异化服务取得竞争优势；二是对药企数字化 GXP 合规要求进

行把控；三是放眼于建设国际化行业级平台。 

（小标题）3.实施本市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 

面向上海市生物医药领域重点企业，实施上海 AI·云上医药领航计划，聚

焦生物医药研发、临床、生产、流通、审评等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以 AI 辅

助药物研发、医药业务管理系统上云、医药大数据分析共享、云上药品流通等为

重点，引导推动上海市生物医药领域 350 家重点企业逐步上云，全面提升数字

化水平，领航上海生物医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建设。 

 

具体内容包括：打牢医药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底座；构建安全可控合规的体系架构；

分布推进一批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打造生物医药企业数字竞争力。 

 



计划节点见下图（图 2）。 

 

时间 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数量 自主开展数字化转型升

级的生物医药企业数量 

2022 年 10 家左右 50 家左右 

2023 年 20 家左右 100 家左右 

2025 年前 350 家生物医药重点企业初步数字化转型 
图 2:AI·云上医药领航计划具体计划节点表 

 

（中标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措施建议 

 

为加快构筑本市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发展新优势，《报告》建议政府、生物医

药企业、行业协会、数字服务提供商等共同努力，通过组织协调、资金、人才、

应用、平台和标准等政策激励推动相关主体共同支持数字化转型： 

 

1. 组织协调上，建立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组和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专

家咨询委员会，支持行业协会联合重点数字服务供应商、重点生物医药企业，

成立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联盟。 

 

2. 资金政策上，建立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信贷支持机制和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

中小企业融资综合服务平台(信易贷)专版，以长期低息信贷资金、上线云量

贷、流量贷产品等，加大对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并支持风险资本

投资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企业。 

 

3. 技术政策上，建立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攻关清单，实施数字化

转型创新伙伴计划，实施关键和新技术攻关“揭榜挂帅”机制。 

 

4. 应用推广上，以“政府补一点、平台让一点、企业出一点”方式降低生物医

药企业上云成本，推动上云普及；聚焦生物药、化学药、CRO/CDMO 等重点

企业，建立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工程，加大对应用示范工程的资金支持力度，

带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广；实施关键软件首批次补贴政策，降低关键软件市

场推广成本。 

 

5. 平台建设上，鼓励平台型企业建立数字化转型支撑平台，支持 CRO 企业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建设药物研发平台，并争取本市委

办局和市科创办对相关平台的资金支持。 

 

6．标准政策上，支持行业协会建立生物医药数字转型标准委员会，研究制定上

海市生物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地方标准；依托上海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部际联席会

议，争取开展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政策先行试点，建立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

合规监管审批绿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