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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以“创新技术的新应用和新市场加速促进全球健康与发展”为

主题，来自高校、院所、医院、企业和社会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加快创新产品研发转化，服

务全球健康与发展展开深入研讨。本篇专题报告对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的嘉宾观点进行梳

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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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四 

多方合作、跨界协同，持续推动全球卫生健康发展 

当前，以数字技术、基因组测序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提升了全人

类的健康管理水平。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拓展了医

药和医疗产品在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新应用和新市场。以新技术为基

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创新平台弥合了各国医疗资源的差距，提升了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能力。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以科技合作为

纽带，联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跨界协同，

共同探讨创新技术的新应用场景和新市场变革，探寻新路径、新方案，

持续、高效推动全球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一、新兴技术应用催生医疗行业新变化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指出，人类通过

不断扩展科学和技术的边界，将其转化到农业、医疗、医药等领域，

使得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更长寿、更健康、更有活力和成就感的生活，

新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动了全人类福祉的发展。 

一是新技术改变了传统诊疗方式，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全球诊

断技术联盟首席技术官马尔塔·费尔南德斯·苏亚雷斯认为，疫情期

间很多国家均推出了药房检测的监管条例和相关政策，使得药房检测

越来越普及，药房成为许多患者寻求检测和护理的第一站，非传统环

境下的诊断检测和医疗护理服务将成为未来趋势。她同时指出，人工

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帮助患者找出症状、做出是否需要诊疗的决定、提

供治疗建议、症状的筛查，还可以辅助患者做出临床治疗决策，判断

要开展什么样的检测，甚至有助于开展流行病学的分析，设计干预的

措施和公共卫生的政策。全球健康实验室执行董事史蒂夫·克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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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成为辅助医疗工具，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为人们提供护理

咨询，也可在患者与医护人员比例失衡的情况下提升护理的能力，缩

小因资源匮乏所带来的临床医疗差距。 

二是新技术极大缩减了药物研发周期。英矽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

任峰认为，传统药物研发面临着研发费用高、研发成功率低、研发周

期长等瓶颈。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

成本，高效地解决困扰药物研发的三个方面问题：如何发现靶点；如

何设计成药性更好的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如何更好地设计临床实验方

法。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度影医疗创始人倪东

指出，产前超声领域的专业性很强，整个扫查过程需要医生凭借个人

经验找到几十个标准切面，以筛查和排除多种常见的畸形。培养一名

产前超声医生需要 10 年左右时间，通过人工智能引导医生找到不同

的标准切面，可大大减少产前超声医生的培养周期。 

二、新兴技术应用所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种群差异、地区差异应引起重视。马尔塔·费尔南德斯·苏

亚雷斯指出，人工智能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经过训练和开发，人工智

能的开发所需的数据集在地域上必须具有多元性，否则基于北美人群

开发的算法未必适合于非洲人群，这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

必须要注意解决和改善的问题。麦肯锡公司高级顾问、斯坦福大学商

学院讲师戴维仁指出，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市场，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

能有很多的应用，但是在资源匮乏和比较贫穷的国家却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指出，AI 获取的数据如果不经

过人工清洗，其推论可能会误导人类，造成巨大的后果。全球健康药

物研发中心数据科学部负责人郭晋疆强调，数据质量不仅包含数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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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实，还在于 AI 是否理解生命体或者疾病发展的运作机制，因此

需要研究人员把更多动态的、时序上的、包括环境变量等多模态、多

层级的信息都输入到 AI 当中，让它能够真正理解疾病发展的机制和

生命体运行规律，给研究人员和药物研发人员更多的见解，产生新的

更有效的药物。 

三、有关建议 

一是构建新技术应用规范的制度保障。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赵伟

强调，社会的进步需要数据的共享，但数据共享需要技术手段和法律

手段来保障其有效性、有偿性，这样才能形成健康的商业模式使全人

类都能获益。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李昕表示，要有更好的知

识产权的安排，尽管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不是一个

最终产品和某个药，而是使能技术或者平台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

这些技术能够更好地扩散和应用起到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院长孙锟指出，以新华医院刚刚设立的宫内儿科学为例，新

学科的设立需要新的队伍、新的规范、新的机制、新的体系作为支撑，

甚至需要加入法律、保险层面的考虑。 

二是搭建强大的数据基础平台。戴维仁指出，创新产品所产生的

影响是和数字基础设施紧密相连的，我们应该将整个数字底层技术和

基础设施建设起来，只有拥有强大的基础架构和系统，创新成果才是

可持续性的，才能发挥最大影响。普世利华总经理陈翀指出，技术、

产品的研发必须源自目标市场的需求。目标市场需要什么产品就定向

开发什么样的产品，产品要强调实用性，要赋能基层医疗。 

三是凝聚全球优秀人才，强化合作共赢。高福强调，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最终的主体是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应该凝聚全球的优

秀人才，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才能在未来创新产品中发挥巨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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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李昕认为，无论是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都希望能够通过合作

进一步跨越健康领域的鸿沟。赵伟指出，人种差异带来药品疗效的不

同，人类健康事业要取得进展，离不开各国的相互合作。 

 

 

 

整  理：陈少鹏、周少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