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适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形势，进一步深化药品

监管制度改革，培育生物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基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和监管实际，强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简称持

有人）药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地方药品监管部门属地监管责任，提升持有人对生物

制品分段生产的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确保产品质量安全。针对生物制品分段生

产的审评审批、企业质量管理、上市后监管等环节，探索建立科学、高效的全过程管

理制度体系，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优化资源配置，有序融入国际产业链，实现产业高质

量发展。 

二、纳入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 

（一）试点区域 

试点地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探索生物制品分段生产任务的省

级行政区域，以及生物医药产业聚集、确有项目需求且生物制品监管能力较强的省级

行政区域。 

（二）试点企业 

试点品种的持有人应当具备试点品种的自主研发、质量管理、风险防控和责任赔偿能

力，持有人及分段生产的相关受托生产企业应当执行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参加试点工作的受托生产企业应当具备完善的药品质量保证体系，具有三年以上生物

制品商业化生产经验。 

（三）试点品种 

试点品种原则上应当为创新生物制品、临床急需生物制品或者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其他

生物制品，包括多联多价疫苗、抗体类生物制品、抗体偶联类生物制品、胰高血糖素

样肽-1 类生物制品以及胰岛素类生物制品等。 

（四）试点期限 

试点工作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实施，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三、试点工作安排 

（一）方案审核 

拟参加试点工作的药品注册申请人（含境外申请人指定的办理相关药品注册事项的中



国境内企业法人，以下简称注册申请人）、持有人（含境外持有人指定的履行持有人义

务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应当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省级药监局）提出试点申请。省级药监局依申请初步遴选试点企业和试点

品种，结合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本省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方案和质量监管方案，按

照“一品一策”原则经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送国家药监局。分段生产委托

双方不在同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注册申请人、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监局

会同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药监局共同研究分段生产试点方案和质量监管方案，经

注册申请人、持有人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送国家药监局。 

国家药监局对省级药监局报送的试点方案、质量监管方案进行审核，综合评估省级药

监局的监管能力、试点企业和试点品种符合性等。 

（二） 试点实施 

经综合评估确认符合试点要求的，由注册申请人、持有人以及受托生产企业按照我国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履行《药品生产许可证》申请或者变更程序，

并按照我国药品审评审批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履行相应的药品上市许可或者上市后变

更申报程序。省级药监局指导委托双方企业做好药品生产许可证明文件核发或者变更

药品生产范围等申请事宜，依职责做好试点相关生产许可工作，试点品种及其持有

人、受托生产企业的日常监管工作。 

（三） 试点总结 

试点工作结束前，试点区域省级药监局应当组织试点企业开展评估，并综合企业评估

情况和省级药监局监督管理情况等，系统梳理试点工作成效，全面评估生物制品分段

生产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性，深入分析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应对举措，

归纳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做法，形成试点工作总结，并报送国家药监局。 

四、试点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一）参加试点工作的持有人及受托生产企业应当严格落实《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落实药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公告》（2022 年 

第 126 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

告》（2023 年 第 132 号）要求，健全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组织机构，配备与产品规模

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相关工作人员，建立覆盖试点品种研发、生产、检验、

追溯、上市后监测与评价全过程的药品质量管理体系，确保试点品种质量安全。 

（二）参加试点工作的持有人应当建立完善的药品质量管理体系，每个试点品种在产

期间选派两名以上熟悉产品生产工艺和药品 GMP 管理要求的技术人员至受托生产企业

驻厂指导和监督，确保委托双方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统一、有效衔接。相关持有人应当

建立责任赔偿的相关管理制度和程序，具备与试点品种的风险程度、市场规模和人身

损害赔偿标准等因素相匹配的责任赔偿能力。开展疫苗分段委托生产的，还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以及《疫苗生产流通管理规定》等要求。 



五、监督管理 

（一）试点品种研发及审评审批管理要求 

试点品种申请人应当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关于申报上市许可、上市后变更补

充申请的相关要求提交证明性文件。其中，申请人《药品生产许可证》应载明原液及

制剂生产地址，原液和（或者）制剂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应载明原液和

（或者）制剂生产地址；核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制造及检定规程》的“生产企业”及

“生产地址”项下均应明确原液和制剂相应信息。 

（二）试点品种上市后监管要求 

省级药监局应当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对试点企业和试点品种的监管力度，对

试点品种实施年度全覆盖检查和抽检，积极接受企业的委托检验，督促试点企业全面

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分段生产药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省级药监局

应当将试点相关企业和品种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对试点品种开展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全

体系 GMP 符合性检查。必要时，持有 B 类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监局

可成立工作小组，围绕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对企业加强监管和指导。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国家药监局统筹推进试点工作，组织研究重大事项。各试点区

域省级药监局成立工作专班，细化任务分工，协调推进试点各项工作。 

（二）强化业务指导。国家药监局审评、检查、检验等专业技术机构对试点品种的审

评审批、监督检查、药品检验等给予指导和支持。国家药监局相关司局做好对试点省

级药监局的业务指导工作。 

（三）严守工作纪律。各单位开展试点工作，应当严格遵守国家药监局关于防范利益

冲突和廉政风险等相关要求，确保试点工作公平公正、平稳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