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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玉

红）城市靠什么吸引、聚
集更多人？昨日，由上海

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及上海相关高校研究人

员共同组成的课题组联
合编制完成的《2021长

三角城市文化竞争力报

告》出炉。在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中，上海、杭

州、南京、苏州、宁波、合
肥分别排城市文化竞争

力前六位，5个维度指标
上海均位列第一。

《报告》以文化支持
力、文化吸引力、文化接

待力、文化利用力和文化
消费力 5 个方面、36 个

具体指标为依据，对长三
角 41个城市的文化竞争

力水平进行评估。
从 5 个维度的分类

指标看，41 个城市的文
化竞争力状况互有参差。

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文
化竞争力水平在空间上

依然表现为东强西弱的
基本格局，体现出经济是

文化竞争力发展重要基
础这一基本特征。

一座城市如何提升文化竞争力？华东师

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与会展系主任吴文
智介绍说，一桌菜、一台戏、一群人就能提升

城市休闲文化的竞争力。竞争力的核心是人，
需要人来休闲消费，也需要人提供服务。文化

竞争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口休闲红利、消
费红利，使文旅产业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源源

不断的流量和 GDP增量。

《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
学特聘教授楼嘉军认为，在当前长三角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各城市的文化
消费水平都相对较强，反映出长三角城市

文化消费互动循环发展的繁荣场景，但长
三角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也存在一些瓶

颈，如城市文化竞争力五个维度之间内部
结构的不平衡、城市文化消费市场供需结

构的不平衡、省域内部区域之间城市文化
竞争力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市之间文化

竞争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依然显著，表
明长三角区域内部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充

分化和均衡化发展任重道远。

打破垄断 推动生物医用材料国产化
记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剑英

    57岁的吴剑英，是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14年间，秉
承“帮助更多人”的创业初心，他带领公司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飞升，使昊海生科
一跃成为国内首家“H+科创板”生物医药企

业、全球第七大人工晶体生产商。
一路走来，昊海生科探寻着中国生物材

料产业的光明与未来，每一个前进的步履里

也印记着吴剑英孜孜以求的身影。

临床医生下海创业
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个抉择，也许此时的

吴剑英仍身穿白大褂。吴剑英毕业于第二军

医大学，作为临床医学硕士曾在第二军医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担任普外科医生十余年。身

居医疗诊治一线，在与病人和家属面对面的
接触中，他与同事们目睹了太多无奈。

“扎根医疗岗位，也许能救治一个个患

者；但如果能从源头上解决难题，也许就能造
福更多有需要的人。”一番抉择后，当时已经

35岁的吴剑英做出了令不少同事诧异的决
定：下海创业。

“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就怕不敢出发，
不敢坚持走下去。”下海的 8年间，他做过医

药公司产品经理、投资人和企业管理等工作，
逐渐在市场浪潮中摸清了门路。

投身生物医药产业
2007年 7月 1日，吴剑英正式到昊海生

科报到。创业过程中，他把生物医用材料的国

产化发展放在重要位置，立志振兴中国生物
材料产业。

由于技术壁垒等因素，国内许多生物医
用材料曾经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深受“卡脖

子”之苦。单从眼科中的人工晶状体产品，就

可见一斑。人工晶状体是人工合成材料制成
的一种特殊透镜，只有通过它，白内障患者才

能看清周围景物。中高端到高端人工晶状体
产品的进口垄断，导致同样型号的产品在中

国市场的零售价格远高于国外市场。

昊海生科 2015年在香港上市后，吴剑英
与团队通过一系列境内外并购，实现了该行

业从原料制备、光学设计、创新工艺研发到规
模化生产、专业市场营销的全产业链布局，并

通过品牌整合提高了中国人工晶状体产业集
中度。当一片进口的多焦点人工晶状体卖到

15000到 30000元时，国产人工晶状体价格

仅为 1000到 3000元，因此昊海生科将继续
加大研发投入，早日实现高端创新型人工晶

状体的国产化替代。去年，昊海生科旗下人工
晶状体销量达到约 100万片，占据整个中国

市场约 30%份额，成为全球第七大人工晶体
生产商。

耐住寂寞创新研发
凭借吴剑英扎实的临床外科专业功底、

多年医药产业发展经验和敏锐的商业嗅觉，

十多年来，昊海生科通过并购收购了业内多
家优质企业，在对公司产品线进行专业化的

产品建设和推广中，形成了眼科、医美、骨科
和外科四大细分医疗领域丰富的产品线，成

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昊海生科旗下人表皮生长因子产品

（rhEGF）是基因工程技术产品，曾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早在 2007年，吴剑英就引
进了该产品的中国原研团队，即便在当时公

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他也坚定重新投建这
个“国家一类新药”产品的生产车间，推动专

利技术成果转化。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该产
品于 2017 年列入国家乙类医保目录，2020

年销售额近一个亿。

“做企业要耐得住寂寞，因为每一个新产
品的研发过程都是十分漫长的。”细数产品创

新过程，吴剑英表示，昊海生科的每个创新项
目从研发到量产，都经历了不少于五年的时

间。昊海生科的研发费用去年占营业收入比
重已近 10%，目前公司产品及技术累计获得

各项专利 203项，其中发明专利 65项。
饮水思源，吴剑英将企业成功的关键归

结到创业环境上。“上海的创业环境非常好，
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创业予以了很大支持，

特别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松江区委区
政府很大帮助。我们也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

将昊海发展成为市值过千亿的中国生物材料
领域领军企业，为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

作出应有贡献。”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昆明今日电（特派记者 杨硕）明天，
旨在为未来 10年布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
图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COP15”）第一阶段会
议将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幕，这也是中国第一

次承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记者
从上午举行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本次

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

主题，内容包括开幕式、领导人峰会、部长级
会议等。同时，大会将举行生态文明论坛以及

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

七大主题论坛共议生态文明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主

任、研究员张惠远在会上介绍，主题为“同舟

共济，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的生态文明
论坛将于本月 14到 15日召开，论坛将围绕

七个主题展开讨论，既与 COP15 大会主题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相互呼应，

也响应了习近平主席 2020年 9月 30日在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郑重建议。
主题一是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

性。主要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
展理念，将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转型，从而减缓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的

角度开展交流与分享；

主题二是生态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
流化。将主要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设计、

实践案例、协调机制等方面探讨交流，推动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主题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
理念到实践。将围绕如何实践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交流分享经验模式，展

示中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推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主题四是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
修复。将主要围绕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特

别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修复、生态系
统可持续管理的理论技术与实践展开研讨，

分享典型案例与实践经验；

主题五是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将主要围绕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构建、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制度创新等研讨交流，
促进地区、行业的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主题六是青藏高原生态文明与生态安
全。将聚焦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围绕全球

变化与亚洲水塔安全、生态格局与生态系统

演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讨交流，为建设美
丽青藏高原作出贡献；

主题七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

性保护。将围绕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的

理论与实践展开对话交流，分享全球金融机
构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经验与成就，推

动银行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持。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据介绍，此次大会将全面总结国际社会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2010年在日

本爱知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十次会议通过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对此后 1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确立了
若干目标，但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 2020年 9月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

多样性展望》，“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20个纲
要目标中，仅 6个目标得到“部分实现”，例如

目标 11中陆地和海洋受保护区域的增长比
例达标，但是保护区的质量等指标并不达标；

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国家有望实现“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

大会还将凝聚缔约方、国际组织和所有
利益相关方的合力，力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转型性变革带来契机。据介绍，COP15会议期
间，将通过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为实现 2050年“与自
然和谐相处”愿景的奠基石。其中，第一阶段

会议将完成除《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外的各项议题审议，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会在明年上半年审议并做出决定。

“COP15将制定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标、框架和行动计划，以扭转生物多样性恶化

的趋势，同时也希望能鼓励更多的部门、企
业、社区及个人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

丽莎白 ·穆雷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穆雷玛还对 COP15 在中国政府的筹办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受疫情影响，COP15会
期一度推迟，会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最终第

一阶段会议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行。在穆雷玛看来，这体现出中国在促进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行动力和领导力。
“作为大会主席国，中国大力推进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恢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完善政
策法规，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建立国家公园体

系，实施长江十年禁渔，不断加大监管和执法
力度，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全社会生物多

样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度不断提升，生
物多样性下降势头得到基本控制，生态系统

稳定性明显增强。”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宣传教育司司长、COP15新闻中心主任刘友

宾在通气会上表示。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明在春城开幕

■ 吴剑英（右）在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