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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最近发布的
《“十二五”生物技术发
展规划》强调，合成生物
学技术是“十二五”需要
重点突破的核心关键技
术，要逐步探索合成生
物学在医药和能源领域
的应用。
据了解，“合成生物

学”就是用人工合成的
方法，对现有的、天然存
在的生物系统进行重新
设计和改造，或者通过
人工的方法，创造自然
界不存在的“人造生
命”。因此，创造或改造
生命系统，获得性能改
善的人工生物系统，以
应对人类社会出现的环
境、能源、材料、健康等
需求是合成生物学的核
心内容。
合成生物学领军人

物、哈佛大学医学院系统
生物学教授 Pamela A
Silver对《科学时报》记者
说，太阳能是最丰富的自
然能源，谁通过合成生物
学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利

用太阳能，谁就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科学时报》：您认为合成生物学会

给工业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化？
Pamela A Silver：10年前，人们提出

合成生物学的最初目标，就是要使工程生
物变得更快速和更具预测性。一旦能够被
实现，工业生物各方面的应用范围都将大
大扩大，包括能源、医药、食品生产等方
面。这是我们 10年前的预想。当然传统生
物学也能实现这些生产，但通过合成生物
学，这个生产过程将更快速、更具预测性。
《科学时报》：现在合成生物学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够应
对此挑战吗？

Pamela A Silver：现阶段我们已经
能够做到快速生产了，进一步，我们想
以任何我们希望的方式改造生物，比
如，我想生产某一特定药品或者化学

物，我想明天就能够生产出来，而不想
等待一年。要应对此挑战，对于生物的
基础性理解很重要。例如提供合成
DNA的原材料，我们需要知道要在什
么生物结构中或者体外在试管中进行
合成。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还需要进
一步探索出答案。
《科学时报》：在美国，合成生物学

有什么最为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
Pamela A Silver：我认为研究是否

最振奋人心，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谁在进
行研究。我们对合成新的蛋白类药物很感
兴趣，不过这只是合成生物学的一部分。
我们同时也对利用太阳能感兴趣。太阳能
是最丰富的自然能源。谁想通过合成生物
学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利用太阳能，我想他
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科学时报》：您正在进行哪些研究？
Pamela A Silver：我的实验室有三

方面关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其一是对哺
乳动物细胞进行工程研究，我们同时也研
究针对哺乳动物细胞的药物、研究哺乳动
物细胞内的回路，这些回路能反映细胞的
特定状态；其二，我们也对原核细胞内的
回路进行研究和改造，这些回路在一定程
度上能反映细胞所处的外界环境，如肠道
环境。我们还进行一些生物能源方面的研
究，我们对通过光合生物（不仅细菌，还有
植物）利用太阳能感兴趣。
《科学时报》：考虑到合成生物学带来

的挑战，您认为公众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Pamela A Silver：合成生物带来的

危机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好的部
分。很多地方除了科学研究，同时也进行
和其对应的危机研究。科学和危机已经
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体。因此围绕合成生
物学进行的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危机研
究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希望中国也能紧密参与到这个世
界范围内的讨论中来。

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财政部三部
委日前发布《“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要求“十二五”时期，秸秆综合利用必须
坚持“农业优先、多元利用”的原则。如
此一来，以秸秆作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
燃料的命运受到业界广泛的关注。

原料担忧

早些时候，以粮食作为原料的第一
代生物燃料兴起，但很快引发“与民争
粮、与粮争地”的争议，导致政府不再鼓
励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于是，业界希
望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
料。

在极力主张发展第二代生物燃料
的人士看来，其前途一片光明。因为我
国具有富足的秸秆资源，完全可以打消
原料不足的担忧。据调查统计，2010年
全国秸秆理论资源量为 8.4亿吨，可收
集资源量约为 7亿吨。

成本低廉也是一个重要激励因素。
据了解，各类秸秆成本约为 200至 400
元 /吨，使纤维素乙醇的直接原材料成
本仅为 1400至 3000元 /吨左右，远低
于目前第 1代燃料乙醇的直接原材料
成本 6600 元 / 吨或第 1.5 代的 4000
元 /吨。
《实施方案》透露，2010年，我国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 70.6%，利用量约 5亿
吨。其中，作为燃料使用量占 17.8%，约
1.22亿吨。此外，秸秆更多用于生产饲
料和肥料，饲料用量 2.18 亿吨，占
31.9%，肥料用量 1.07亿吨，占 15.6%。
《实施方案》表示，到 2015 年秸秆

综合利用率力争达到 80%以上。其明确
要求，秸秆综合利用必须坚持农业优先
的原则，在满足农业和畜牧业需求的基
础上，合理引导秸秆能源化、工业化等
综合利用。

如果《实施方案》得到严格实施，意
味着秸秆将首先用于饲料和肥料生产。
根据《实施方案》指标，到 2015年，秸秆
能源化利用率达到 13%。若以 2010年
的 8亿吨作为基数，则仅有 1.04亿吨
原料用于第二代生物燃料生产。
这是否意味着，第二代生物燃料的

原料来源将大大受到限制，产业发展空
间将被压缩？

“没有影响”

如果前述 1.04亿吨秸秆全部用作
原料，可以生产多少第二代生物燃料？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赵宗保告

诉《科学时报》记者，如果仅仅利用秸秆
的纤维素，则 1吨秸秆约可产出 150公
斤燃料乙醇，如果同时利用秸秆中的纤
维素和半纤维素，产率则约达 290公斤。
这意味着，如果 1.04亿吨秸秆全

部用于生产第二代生物燃料，在目前的
技术和工艺下，产能最高能达 3000万
吨左右。这一数据与麦肯锡和诺维信的

预测惊人相似。
麦肯锡和诺维信 2009年 4月份发

布的研究报告称，到 2020年，中国纤维
素乙醇可达到 3100万吨的规模。这将
带来 320亿元的行业收入，创造 600万
个就业岗位。
问题是，果真会有如此富足的原

料？《实施方案》是否会影响第二代生物
燃料的发展？
“没有影响。”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

所研究员袁振宏对《科学时报》记者表
示，“因为燃料乙醇还没有形成产业，还
正处在研发阶段。”
清华大学核研院新能源技术研究

所副所长李十中也持相似观点，主要是
因为“目前纤维素燃料乙醇技术还不

行”。据了解，目前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
方面，尚有原材料预处理、高效纤维素
酶制剂的菌种选育、糖化和发酵等方面
的技术、工艺难题需要攻克。
据了解，我国自 2006年开始即有

河南、吉林、山东等地区的企业建设以
秸秆或玉米芯为原料的纤维素乙醇的
中试和生产装置，产能在 500吨到 10
万吨之间。但由于技术和工艺尚不成
熟，导致成本过高，未能实现盈利。
《实施方案》称，“十二五”时期，要

在已开展纤维原料生产乙醇的基础上，
推进秸秆纤维乙醇产业化，支持实力雄
厚、具备研发生产基础的企业，开展试
点示范，重点解决预处理、转化酶等技
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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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科技部日前发布《“十二五”现代生
物制造科技发展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预
期到“十二五”末，初步建成现代生物制造创新体
系，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升生物制造产业技
术水平与国际竞争力，带动形成现代生物制造产
业链，生物制造领域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围绕以可再生

碳资源取代化石资源的工业原料路线替代，以绿
色高效生物催化剂取代化学催化剂的工艺路线

替代，以现代生物技术提升传统生物化工产业的
“两个替代、一个提升”，确立“抢占国际前沿制高
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突出现有产业
技术升级改造，支撑领域自身创新发展”的基本
发展思路，全面布局，重点突破，促进我国生物制
造产业跨越式发展。贯彻“国家主导、资源共享、
自主创新、培育产业”的基本原则。
《规划》明确了“十二五”重点任务：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与专项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
重点解决生物制造的原料利用、产品成本与过

程效率等相关科技问题，形成我国现代生物制
造技术体系，实现产业化应用，促进生物制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保障措施，《规划》提出，要建立现代
生物制造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加大财
政投入，建立多渠道投入机制。大力促进企业
创新能力建设。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
施和保护。加强高素质现代生物制造技术及产
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
外优势资源。 （胡马）

《“十二五”现代生物制造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发布

H指数由美国物理学家Hirsch于 2005年提出，用于“评价科学家
的科研绩效”。H指数可简单表述为：“有 H篇论文被引用了不少于H
次。”其特点是关注科学家发表了多少有影响力的论文。如果研究没有
一定的质量，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和交流，无论你发表了多少论文，都
无法获得一个较高的 H指数。12月 20日，我们通过Web of knowledge
数据库对国内部分微生物技术专家的H指数进行检索，排列如下。

测测这些微生物技术专家的 H指数

可能的误差：
（1）本表所列出的科学家，主要从事以微生物技术相关工作，其他领域在列

表中没有考虑。名单来自各类国内生物技术会议通讯录。
（2）本表只反映在Web of Knowledge上能检索到的文章及其引用数，专利

等不包括在内。
（3）在不同单位兼职的论文，如果不是以主要单位为发表单位，则可能漏掉。
（4）在国外工作和学习时发表的论文，如果没有标注国内工作单位，则没有

列入。

本次 H—指数排行，一共列入 73名该领域的科学家。其中，H-index≥ 20
共 11人，10≤ H-index<20共 34人，占 46.05%；H-index<10共 28人。
以国外最成功的本领域专家、美国加州大学的 Keasling Jay D 为参照，

Keasling同期所发表的文章被引用了 5960次，H-指数为 37。

第二代生物燃料机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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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并购整合
盆聚价值

陈春华

医药行业的并购数量在整个
中国的并购市场中不算少，这几年
来呈现逐渐增长的势头。但是，如
果仔细研究一下并购后的整合，就
会发现整合之路并没有并购那么
来得顺利。
医药并购中有一部分是财务

型目标的并购，这一类并购的主体
一般不对被并购对象进行整合，只
是将其包装以后再次出售而获取
资本利益。而作为战略型目标的整
合主体，大部分企业会对被并购对
象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考虑到并
购主体的战略不同、控股程度不
同、被并购对象的状况不同，并购
的措施实施也千差万别。

笔者留心观察了行业内几个
较大规模并购案的整合情况，有些
不能算成功。整合不好的那些主
体，现在都面临被他人整合的窘
境。华源、三九几年前还在大刀阔
斧地进行子公司的整合，现在自己
成了被整合的对象。总结起来，目
前并购整合中可能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
战略。有很多公司的整合没有

成功，原因倒不是整合措施有问
题，而是一开始并购的时候方向没
有选好，并购目标不明确，存在盲
目性。因此，当并购成功开始整合
的时候才发现无从下手，或者下手
了一半却无法推进，最终只能前功
尽弃。比如华东某大药房，几年来
转战南北，在贵州、安徽、江西等地
都有连锁医药公司的并购斩获，曾
经希望能整合成一体化的全国性
连锁，但现在看来，合力的作用还
没有明显发挥。

操作。整合涉及企业的各个方
面，需要系统的思考、全面的准备、
科学的测算，而一些整合者像玩跷
跷板一样顾此失彼，忙得晕头转向
也理不出什么思路。有些整合一上
来就大刀阔斧，而整合相当于给一
个人开刀，如果这个企业原来就没
有开刀的本钱，那就不能急于动
手，必须静心调养，等到自己身体
比较扎实了再进行手术才会有一
个较好的基础。
管理。整合既是科学又是艺

术，需要很强的管理能力。有些企
业连自己的内部事务都难以管理
妥善，就对其他企业进行整合，显
然是无能为力的。作为整合者，首
先自己要有对行业、对企业的正确
认识，有合理的判断。虽然有些专
家提出无为而治，但那是在有序条
件下的无为，而不是一点也没有作
为，不能盲目放任不管。
人员。整合的操作说到底还是

人在操作，所以并购主体和被并购
对象人员之间的关系处理非常重
要。整合者一定要能妥善处理好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将遇到极大
的阻力。如果碰到两种不同文化的
企业人员，那就需要首先将其文化
相融。国内某连锁药房在全国各地
收购了不少的药店，现在规模已经
突破千家，但天南海北的连锁公司
管理模式和文化迥然不同，要将其
整合好谈何容易。
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特

别是对于一些造血功能不太健全
的被并购对象，一定要有足够的资
金让其恢复自身造血功能。在关键
时候缺乏资金，那将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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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Keasling JayD

陈国强

许国旺

刘会洲

张春霆

钟建江

刘德华

任南琪

吴 琼

赵国屏

谭天伟

陈 坚

苏志国

元英进

魏东芝

东秀珠

刘双江

许 平

张克勤

吴庆余

曲音波

喻子牛

陈洪章

邢建民

徐 岩

邓子新

邢新会

马延和

赵宗保

王爱杰

赵学明

陈 强

赵立平

堵国成

张嗣良

徐志南

谭华荣

刘海燕

罗永章

王 磊

田 兵

李越中

沈 萍

白凤武

黄 和

姜卫红

李 寅

金 城

王正祥

许正宏

林 影

王小宁

冯 雁

于慧敏

向 华

张立新

杨克迁

祁庆生

周宁一

赵广荣

杨 晟

杨立荣

丛 威

乔明强

万印华

诸葛兵

宋存江

林章凛

王小元

马隆龙

李元广

应汉杰

杨 琛

徐 虹

所在机构

UC Berkeley (USA)

清华大学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中科院过程所

天津大学

上海交大

清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

北京化工大学

江南大学

中科院过程所

天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科院微生物所

山东大学

云南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科院过程所

中科院过程所

江南大学

上海交大

清华大学

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交大

江南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国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浙江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

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科院微生物所

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交大（含吉林大学）

清华大学

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科院微生物所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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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相当于给一个人开刀，如果这个企业原来
就没有开刀的本钱，那就不能急于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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