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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篇（2018/6/16~2018/6/22） 

国家级 

1、关于开展 2018年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知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企建设，充分发挥专利信息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根据 2018 年度全国

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计划，我局将继续深化开展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继续加强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促进企业提升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立和完善专利信息利用机制；探索专利信息在企业运行中的利用模式和

规律，形成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专利信息利用实践指导体系，加强工作成果的推广应用，促进专利信息支撑企业创新发展。 

二、工作内容 

2018 年，我局设立 10 项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试点项目，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以企业单独申报或企业与服务机构结对申报的方

式开展。 

项目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从生产经营环节中选择 1 个或多个环节（例如研发、技术转移转化、海外专利布局、海外参展、专利诉讼、产品进出口

等）作为专利信息利用节点，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方法、内容、分工，开展针对性的专利信息利用工作，完善企业专利信息利用机制，提升企业的专

利信息利用能力。在项目实施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梳理工作思路和内容，及时总结，明确本行业领域企业专利信息利用的特点以及各节点专利信息利

用工作的基本流程、关键点、重要事项，探索规律，形成可推广的经验。 

三、工作安排 

（一）项目申报。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负责组织企业（或企业与服务机构结对）申报试点项目，填写《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试点项目

申报书》（见附件），并对申报内容进行初步审核，择优推荐 2 个项目，6 月 26 日前将推荐项目的申报书以电子件形式发送至我局。 

http://211.157.104.86:8080/ogic/view/govinfo!detail.jhtml?id=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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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我局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项目承担单位并签订项目委托协议。承担单位应当根据协议最终确定的项目内容认真组织实施，

建立项目台账，及时报送相关材料，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项目任务。 

我局对项目实施提供业务指导和经费支持，并对项目成果进行验收。 

特此通知。 

附件：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试点项目申报书 

联系人：专利文献部  强秀丽  庞 策  马利霞 

电  话：010—62086023  62086756  62086770 

邮  箱：xinxiliyongchu@sipo.gov.cn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5 日 

2、关于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网上申请系统上线的公告（商标局） 

根据商标便利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为提高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务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人，自 2018 年 6 月 21 日起，马德里商标

国际注册网上申请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商标代理机构和国内申请人可登录“商标网上申请系统”中的“国际注册申请”栏目在线提交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特此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2018 年 6 月 20 日 

3、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 

2017 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排名进步显著！近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 年中国知识产权

mailto:xinxiliyongchu@sipo.gov.cn
http://sbj.saic.gov.cn/gzdt/201806/t20180620_274706.html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4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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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评价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为 218.3（以 2010 年为 100），比上年增长 9.0%，保持较高增速。同时，

在世界包括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 34 个国家、金砖 5 国和新加坡在内的 40 个国家中，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位排名由第 14 位上升至第 10 位，居世

界中上游。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知识产权工作快速发展，这是客观事实，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上海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许春明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和扩大开放的内在需要，其动力机

制在于政府政策鼓励引导下的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战略意识提升和知识产权工作能力提高。 

创新大国地位凸显 

《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创造指数为 216.5，比上年提高 27.0 个点。创造发展指数 2010 年的 100 分稳步上升至 2017 年的 216.5 分，特别是 2013

年以后，创造发展指数呈现出加快上升趋势。在具体数据上，2017 年各类主要类型知识产权申请、登记、注册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

同时，相比 2016 年，创造效率各项指标提升幅度也较为明显。 

“专利质量是近几年《报告》的重点关注内容，我们连续几年以调整指标、增加权重的方式来反映专利质量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不断提升的

重要地位。”参与《报告》编写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表示。 

纵向来看，我国专利质量已经实现稳步提升。《报告》显示，在专利维持率方面，2017 年全国专利维持率达到 60.0%，较上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各

地区与 2016 年相比均有所上升，其中安徽、广西、陕西、新疆等地区上升幅度较大。在拥有较多专利的地区中，上海、北京、广东的专利维持率相对较

高，分别为 70.0%，69.3%和 64.4%。从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来看，2017 年数据为 6.2 年，较 2016 年提高 0.3 年。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超过 6 年的地

区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广东、海南、贵州、西藏。PCT 国际专利申请集中于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 56.5%、10.7%

和 9.7%，与 2016 年相比，广东从 2.3574 万件增长到 2.6830 万件、江苏从 3213 件增长到 4590 件，数量增长较大。 

近年来，我国立足现有基础和发展需要，在继续保持专利数量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专利质量提升工作。2015 年年底，《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

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提升知识产权附加值和国际影响力，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培育一批核心专利。全国各地纷纷根

据地方特点，奋力推动各地的专利质量提升工作，如江苏、重庆、湖北等地积极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陕西等地认真做好高校、科研机构知识产权

管理贯标工作。 

世界排名快速提升 

目前，中国是国际专利申请第二大来源、国际商标申请第三大来源。多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在全球范围正在获得更多的认同，这

在此次《报告》中同样得以体现。 

《报告》比较了包括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 34 个国家、金砖 5 国和新加坡在内的 40 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其中显示，2016 年我国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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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发展水平世界排位由第 14 位上升至第 10 位。较之 2015 年，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总指数得分从 57.73 提升至 61.91，与知识产权强国的差距进一步

缩小。另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世界排名提升迅速。从 2012 年到 2016 年的 5 年时间内，美国、日本、韩国等三国得分稳居前 3 位，我国排名

在 2012 年至 2016 年 4 年间从第 19 位提升至第 10 位，平均每年提升 3 个位次，知识产权发展的总体水平，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运用水平快速提升。 

“今年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进步，取得长足发展。”韩秀成表示，十年间，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无论是宏观的国家政策还是微观的企业经营，知识产权都是重要的议题。伴随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产

业、经济和科技政策中嵌入了知识产权的内容，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置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工作在经济与社会效益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显著。 

“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极大地推动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正逐步迈向知识产权强国。”许春明表

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是我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需要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环境，增强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记者 吴

珂） 

4、专利保护期如何“保鲜”？解码中国专利奖“广东现象”（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在中国专利奖“广东现象”背后，是广东知识产权体系日臻完善的直接反映。但不可忽视的是，粤东西北地区在专利工作上有很大提升空间。 

作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政府最高奖，中国专利奖曾被称为专利界的“奥斯卡”，广东专利也一度因在数量上雄居前三甲而被形容为“广东现象”。 

据统计，从第八届到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专利大省广东累计获得 56 项中国专利金奖、770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广东

2013—2017 年中国专利奖名录梳理后发现，广东五年间获得中国专利及外观设计金奖的数量高达 29 个，占全国比重约为 25%。 

在中国专利奖“广东现象”背后，是广东知识产权体系日臻完善的直接反映。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广东金奖所在城市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与

珠海等珠三角城市，粤东西北地区在专利工作上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某种程度上讲，专利金奖也在侧面体现了地方科技政策引导的方向及科技创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广东省华南知识产权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

广东省知识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顾奇志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从趋势看，未来包括通讯、电子、生物医药将成为广东拥有发明专利最多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 

深圳“独大” 

从 2013—2017 年中国专利及外观设计金奖广东获奖情况看，广东在全国 25 项（其中专利金奖 20 项、外观设计金奖 5 项）获奖项目中，仅 2013 年

获得 5 项金奖，之后长期保持 6 项金奖。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l/201806/1922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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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获得金奖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是专利综合实力的真实反映，这与广东作为全国知识产权大省的地位是相符合的。”顾奇志如是评价。 

长期以来，广东知识产权被全国视为典型。广东有效发明专利量连续 8 年居全国首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了 18.96 件，远超国家 2020 年

发展目标，且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和运用、保护指数均居全国第一。 

但顾奇志也发现，在斐然成绩面前，广东也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广东近五年来金奖专利大部分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与珠海等珠三角城市，

粤东西北地区在近五年中仅获得一项金奖专利。 

他认为，上述不均衡真实反映出了广东各地的科技创新水平。珠三角城市产业发展较粤东西北地区早，部分产业和企业率先完成了转型升级，在科

技创新方面具有优势。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观察到，在广东近五年获得的 29 个金奖中，深圳占据了 21 个，被受访专家称之为“独大”。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葛素华对此分析称，深圳是一个创新能力很强的城市，创新文化与氛围都浓厚，集聚了一大批前沿科技

企业和创新人才。 

“深圳改革开放最早，很多公司在形成国际大公司过程中都需要与其他国际大公司竞争，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提高自身技术研发能力来提高市场竞

争力，所以形成了重视知识产权的文化。”她说。 

华为、中兴与腾讯作为深圳国际大公司的代表，恰恰是广东获专利金奖的大户。其中，华为 5 年间获奖 4 次，中兴与腾讯均为 3 次。 

与时间赛跑 

顾奇志多年前判断的趋势已经“浮出水面”。 

从金奖专利获奖企业看，战略性新兴企业正在逐步取代广东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成为专利金奖的获奖大户。“通讯、电子、生物医药是广东拥有发

明专利最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奖项目大多数来自这些领域。”他说。 

在专利金奖名录中，通讯行业的华为、中兴，无人机行业的大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比亚迪，生物医药行业的迈瑞生物、微芯生物在 5 年间轮番上

榜，而家电、玩具等传统制造业企业逐渐消失在榜单之上。 

顾奇志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中国专利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鼓励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在某种程度上讲，专利金奖

也在侧面体现了地方科技政策引导的方向及科技创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广东要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绿色低碳产业、

数字创意产业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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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即便是政府大力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企业也遇到了“烦恼”。 

诞生于 2001 年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微芯生物”），由资深留美归国团队创立。其公司发明的西达本胺是全球首个亚型选择性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口服抑制剂，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进行全球同步开发的化学原创新药，第十九届中国专利金奖。 

据微芯生物执行副总裁宁志强博士介绍，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高、风险高等特点，因此对于新药专利的保护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微芯生物法务助理总监阳义华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现行的发明专利保护期限为 20 年，但西达本胺是 2003 年申请的化合物专利，直到 2014

年底才获批上市，专利保护的实际销售年限不足 8 年，相比于其他行业如通讯、电子行业等而言，实际的专利保护期限很短。 

“如果能根据药品行业的实际情况，参照规范市场国家的做法，尽快落实药品专利补偿期制度，将大大提高创新药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他说。 

身处互联网行业的腾讯则体会更为深刻。虽然其“用于手机的图形用户界面”（手机红包）的设计获得了第十九届中国外观设计金奖，但获奖背后

仍要与时间赛跑。 

腾讯知识产权部总经理徐炎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互联网行业具有技术发展快、更新迭代频繁、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点，但现行专利授权周期

一般为三年以上，甚至更长。 

实际上，专利保护制度是变化的。早些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一度在广东省专利申请量中唱主角。来自佛山、中山的家电与汕头的玩具都形成了

相当的产业。 

澄海玩具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年产值超 400 亿元。但玩具产品“保鲜期”一般只有半年，为了解决在短时间内，玩具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相对较

短与专利申请周期较长的矛盾，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汕头设立快维中心，简化审查程序。企业通过快维中心申请专利，授权时间比正常渠道快 10 倍以上，

取得专利证书的时间比普通申请快 4 至 5 倍。 

而广东省目前已在各地建立了灯饰、家电、家具、皮革皮具、五金刀剪、玩具、餐具炊具 7 个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从趋势看，未来通讯、电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会迎来适配的知识产权政策。”顾奇志坚信，“这一天或许不会太遥远。”（记者 李

振）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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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 2018 年北京市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预警项目说明（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天津市 

1、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关于确定 2018 年度天津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的通知（科服网） 

各区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按照《天津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天津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要求，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重点

资助项目申报及评审工作。经企业申报、各区审核推荐、形式初审、专家评审、局长办公会审定、公示等工作程序，确定了 87 项 2018 年天津市知识产

权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现予以立项。 

附件：1.2018 年天津市专利试点项目立项情况 

2.2018 年天津市专利信息项目立项情况 

3.2018 年天津市专利导航（运用类）项目立项情况 

4.2018 年天津市专利导航（保护类）项目立项情况 

下载相关附件请下载：http://www.tjipo.gov.cn/xwdt/tztg/201806/t20180621_138637.html 

 

盈科瑞﹒知识产权中心 

2018 年 6 月 22 日 

 

 

http://www.bjipo.gov.cn/zwxx/zcjd/zcjd/20180622/pc_1010054380319145984.html
http://i.tten.cn/news/tzgg/201806/t20180622_138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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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篇（2018/6/16~2018/6/22） 

北京市 

1、每周政策解读第 8 期（人才政策系列） 中关村昌平园—公众号(2018-6-22) 

一、申报主体 

在中关村政策范围内开展特色园区和创新社区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单位，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团队；特色园区和创新社区总建筑规模

不低于 3 万平方米。 

特色园区是指围绕示范区“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产业特色鲜明、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产业园区。 

创新社区是指围绕“高精尖”发展方向，创新要素融合、服务体系完善，实现创新引领和协同的创新功能集聚区。 

二、申报要求 

对获得国家相关部门授牌、批复的园区，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资金支持。 

支持园区搭建专业化的技术研发和中试、检验测试、产业服务、国际合作等公共服务平台，对已投入运营并实际服务企业超过 30 家的平台，按实际

发生费用的 50%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本办法所支持的公共服务平台主要是指在园区内搭建的，围绕行业、产业、企业发展中的基础性、通用性、关键性需求，提供研发、检测、中试、

设备共享、技术交易、科研成果转化等服务的软硬件平台。 

2、征集 2018 年度中关村示范区特色园区和创新社区项目 财政资金申请(2018-6-22) 

内容略。 

https://mp.weixin.qq.com/s/hjFP5yrCB0nL2BnWxclIQg
https://mp.weixin.qq.com/s/7xKgHoUd6FAGXyub-CwJ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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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1、科委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天津市特支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科委（2018-6-19） 

一、申报范围 

本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含中央驻津单位与非国有制单位）。北京市、河北省等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才团队也可申报。 

二、申报条件 

.团队负责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196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应取得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熟悉相关产业领域，有较强的团队组织能

力。已经获得 500 万元以上风险投资的创新创业团队不受团队负责人年龄和学历条件限制。 

2.团队研发水平和成果居行业或领域前列，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已拥有创业必须的核心技术。 

3.团队结构稳定、合理，核心成员一般为 5-15 人，稳定合作 3 年以上，可跨单位协作。 

4.团队负责人或排名前三的核心成员之一为企业主要创办人且为第一大股东，或团队成员持股总额不低于 50%且核心成员之一担任技术负责或副总以

上职务。 

三、团队条件 

本计划重点扶持拥有核心技术进行创业转化的团队。除以上基本条件外，还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已注册企业进行技术转化的创新创业团队，注册时间与申报时间间隔不足 2 年（即 2016 年 6 月（含）以后注册成立）。 

2.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团队，已将成果成功转化到企业的，以企业名义合作申报；拟注册企业进行技术转化的，依托团队直接申报，须在

资助合同签订日前完成企业注册工作。 

3.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团队，其技术在未来三年内可实现转化或取得重大突破的，可依托团队工作单位申报。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806/t20180619_138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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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河北省等地区申报的创新创业团队，获得资助后其团队核心成员须一半以上全职在天津工作，其他成员在天津工作时间年均须在 3 个月以

上。 

2、市科委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科委（2018-6-19） 

一、申报办法 

此次申报的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包括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园区（载体）、国际科技合作企业四种类型。请对

照《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管理办法（试行）》（津科外〔2014〕13 号）的相关要求，确定申报类型，认真填写《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申请书》，

并提交相关实施方案。 

二、组织推荐和认定程序 

.（一）各区县、各部门作为推荐部门，组织所属单位填写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申请书，并按照要求编写实施方案，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申报单位必须

是依法在天津市境内注册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园区（载体）、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及企业。申报单位应具备相应合作渠道和合作能力，并与外方

合作伙伴有着良好合作互信，中外双方机构间签订有合作协议。 

（二）由推荐部门对申报单位资质进行审核并填写推荐意见后，统一向市科委来函推荐。申请书和实施方案的纸质材料一式七份及电子版光盘同时

报送市科委合作交流处。 

（三）市科委合作交流处负责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申请咨询，并负责申请材料的形式审查。 

（四）市科委合作交流处将组织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基地申请进行评审，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 

（五）对专家评审通过的基地名单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 10 天；对公示有异议的基地申请，经市科委调查后，确有违规、违纪或不符合《天津市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管理办法（试行）》（津科外〔2014〕13 号）规定的，将不予认定。公示期满后，市科委将发文公布认定的基地名单并授牌。 

3、市科委关于开展 2018 年第二批天津市科技创新券兑现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科委（2018-6-20） 

一、2018 年第二批创新券兑现范围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806/t20180619_138577.html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806/t20180620_138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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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申请创新券且通过审核，于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以发票日期为主要依据，参考服务合同、成果证明等材料）完成的研发

设计、检验检测、成果转化等三类服务。 

2.咨询服务类开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服务包，包括代理记账、报税、工商代理、人事代理等服务。兑现范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完成的服务（以发票日期为主要依据，参考服务合同、成果证明等材料）。 

二、2018 年第二批创新券兑现需提供的材料及要求 

1.请区科委通知所属区域内符合创新券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成果转化等三类服务兑现条件的企业按时提交兑现申请材料《天津市科技创新券兑现申

请表》及佐证材料（附件一），区科委审核通过后，填写《2018 年第二批创新券兑现申请推荐表》（附件二）推荐至市科委，市科委将适时组织专家评

审。 

2.初创服务包兑现流程、材料等要求见市科委 2018 年 1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开展创新券初创服务包工作的通知》（电子版请在科服网创新券专版下

载）。 

3.请区科委将创新券兑现材料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前送至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天津市河西区吴家窑大街 22 号）A 座 412 室。 

国家级、广东省、珠海市 

暂无 

盈科瑞﹒科技项目部 

2018 年 6 月 22 日 

医药信息篇（2018/06/18~2018/06/22）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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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药监局公布 2018 年 1-5 月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案件信息 

国家药监局组建以来，严厉打击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违法行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2018 年 1-5 月，各级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共查处并公布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行政处罚案件 19257 件（药品 13652 件、医疗器械 3288 件、化妆品 2290 件，既有药品又有医疗器械 27 件）。

现将案件名称、办理单位、公开时间等基本信息汇总公布（见附件）。案件详细信息可以浏览案件办理单位政府网站查询。 

附件：1.2018 年 1-5 月地方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查处药品案件信息汇总表 

2、PD—1 抗体药物获批上市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英文名：Nivolumab Injection）进口注册申请，用于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

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既往接受过含铂方案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 

3、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增设济南航空口岸为药品进口口岸的公告（2018 年第 3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增设济南航空口岸为药品进口口岸。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除《药品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药品外，其他进口药品（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可经

由济南航空口岸进口。 

二、增加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其承担济南航空口岸药品进口备案的具体工作。 

三、增加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为口岸药品检验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开始承担济南航空口岸的药品口岸检验

工作。 

附件：1.济南航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方式 

附件：2.济南航空口岸药品检验所联系方式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6/229501.html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L2x7TEuMjAxOMTqMS011MK12Le9uPe8tsqzxrfSqca3vOC53LKw8Wy6bSm0qnGt7C4vP7Qxc+iu+PX3LHtLnhscw==.xls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6/228364.html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68.html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MjAxOMTqtdozNrrFuau45ri9vP4xLmRvYw==.doc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MjAxOMTqtdozNrrFuau45ri9vP4yLmRvYw==.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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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 

2018 年 6 月 12 日 

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增设长沙航空口岸为药品进口口岸的公告（2018 年第 3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增设长沙航空口岸为药品进口口岸。 

附件：1.长沙航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方式 

附件：2.长沙航空口岸药品检验所联系方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 

2018 年 6 月 12 日 

5、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中药药源性肝损伤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41 号） 

为控制中药用药的安全风险，推动中药新药研发，促进中药产业健康发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中药药源性肝损伤临床评价技术指导

原则》，现予发布。 

附件：1.中药药源性肝损伤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 

附件：2.《中药药源性肝损伤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起草说明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6 月 12 日 

6、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二季度网站自查通报 

2018 年 4 月 10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改革过渡期网站上线，承担过渡期药品相关信息发布工作。网站设置药品监管要闻、公告通告、法规文件、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69.html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MjAxOMTqtdozN7rFuau45ri9vP4xLmRvYw==.doc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MjAxOMTqtdozN7rFuau45ri9vP4yLmRvYw==.doc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9510.html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fq80tKpxre84La9udzA7b7WMjAxOMTqtdo0MbrFzai45ri9vP4xLmRvYw==.doc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fq80tKpxre84La9udzA7b7WMjAxOMTqtdo0MbrFzai45ri9vP4yLmRvYw==.doc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1/229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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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检查、产品召回、新闻发布等 10 余个栏目。上线至今，共更新信息 370 余条。网站其余功能也在陆续建设中。 

7、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指出，要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融稳定运行，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增强市场信心，促进

比较充分就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确定，一是有序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二是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三是加强全国短缺药品供应保障监测预警，建立短缺药品及原料药停产备案制度，加大储备力度，确保患者用药不断供。会议通过《医疗纠纷预

防和处理条例（草案）》。 

地方级 

1、关于公示《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2018 年 3 月至 4 月，我所已对《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册）进行了为期 2 个月的公示，部分单位对标准正文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经组织专家对相关意见和建议进行评审，我所对标准正文进行了再次修订。现对修订后的标准正文进行再次公示，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于公示期内反馈至

我所。 

附件：《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册）正文公示稿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2018 年 6 月 5 日 

新药注册管理中心 

2018 年 6 月 22 日 

http://www.gov.cn/guowuyuan/cwhy/20180620c15/index.htm
https://www.gdidc.org.cn/tzgg/wjtz/201806/t20180612_17877.html
https://www.gdidc.org.cn/tzgg/wjtz/201806/t20180612_17877.html
https://www.gdidc.org.cn/tzgg/wjtz/201806/P02018061274379101010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