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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科技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是众多媒体的热门话题，从《华尔街日报》到《时代杂志》，再到晚报新
闻。
生物科技及其商业——即生物物质时代，将作为经济的新引擎而超越信息时代。
预计到21世纪中叶，所有公司都会变成生物物质公司，生物物质经济将比以往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得
更快，更具渗透性，更强有力。

   作为对未来商业发展的柄质性探讨，《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描述了正在 先驱性的大学、公司
和政府发生的生物科技革命。
本书中没有使用任何令人畏惧的学术术语，奥利弗为产席执行官、投资家、决策者，以及对生物物质
的社会衍生物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他们必须知道的东西。

   《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与众不同的关注点是生物科技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杜邦、诺华、默沙东等全球名列前茅的化工企业正在转变为生物科技企业，和全球各地的4000多家
生物科技公司一起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开发新产品。
尽管生物科技潜存着危险，但非常先进的生物科技已经使：全球上亿人受惠于新的生物科技产品和疫
苗；成百种生物科技制品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而更多的产品已经进入开发阶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

书籍目录

第1章 21世纪：生物物质的时代  第1节 信息时代终结的标志：生物学取代电子学  第2节 生物物质：新
的高科技  第3节 生物物质？
  第4节 基因银行：梦想与资金  第5节 生物物质“精灵”  第6节 基因工厂：生物经济  第7节 生物物质的
经济法则  第8节 不对称的产业  第9节 改变中的科技  第10节 每一家公司都是生物物质公司第2章 征服物
质：探索细胞与次原子世界  第1节 生物学超越物理学与化学  第2节 范围全球化、规模世界化的生物物
质  第3节 自动自发的生物物质科技  第4节 生物物质的全面性影响  第5节 想像无法想像之事第3章 生物
经济学：生物物质的新法则   第1节 从农场到工厂  第2节 从办公室到实验室？
  第3节 生物物质的新经济典范：无休止的复制  第4节 原子与基因第4章 生物经济的第一法则：知识每
日倍增    第1节 知识倍增过程中专利权的角色  第2节 1977年以来的生物科技专利权趋势  第3节 1977年以
来的知识倍增趋势第5章 生物经济的第二法则：全球化范围的广大与研究目标的微小成反比第6章 生物
经济的第三法则：加速中的垂直增长率曲线第7章 新材料：每一个原子都是一座工厂第8章 设计基因：
重新建构人体第9章 生物科技与“大药厂”：生物医疗复合体第10章 生物科技与农业：生物工学农夫
第11章 资助梦想：生物资本家第12章 物生伦理学：长城后记 2005年：开始的结束附录 原则声明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

章节摘录

　　5．2　信息时代的外溢性：电脑　　关于外溢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电脑(特别是个人电脑)
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好例子。
早期电脑研发者正确地预知了电脑在数学和科学上的应用，然而，很少人料到电脑在办公室管理、娱
乐、通讯，以及工业制造方面的重要性。
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远见，反而是再次印证了前面提过的通则，亦即新发明除了满足已知的目的之外
，还会创造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事实上，微处理器与个人电脑科技的外溢，是过去8年来美国经济持续扩张的主要因素(这次经济
扩张从1991年开始，至本书写作时仍在持续，已创下美国历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期)。
通讯与电脑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刺激了相关产业产值，并在1998年达到6500亿美元，几乎占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8％。
电脑与通讯业超越汽车、重工业与建筑，成为美国整体经济的第二大产业，仅次于卫生保健业。
分析家指出，这些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科技，在这段期间内让通货膨胀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电脑与通讯科技刺激整体经济生产力的成就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生物物质的未来却会更加亮丽。
　　5．3　外溢的分类　　基本研究　　经济学家通常根据外溢的潜力将研发活动分成三大类，详见
表5-1。
基本研究通常在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中进行，一般而言，这些研究与实验并非由商业目标主导。
然而，即使其动机并非商业应用，基本研究产生的知识却是所有后续应用之所系。
因此，基本研究的外溢性非常大，这也是为何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并没有太大诱因自己花钱来进行基
本研究。
　　应用研究　　应用研究建立在基本研究之上，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应用研究以特定的商业应用
为目标，这使得研究重点较为狭隘，减低了外溢能力。
研发环节的最后一环是发展出产品原型与具有成本效益的生产技术，让产品得以上市。
由于产品是经过特殊的设计以执行某项特定的工作，使得该项产品技术在其他产品上应用的可能性大
为降低。
由于这种诱因效果，超过90％的一般企业研究经费是用来进行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
　　产品开发　　产品开发是专注于开发实际商业产品的研究。
这是目前研究发展中的最大部分，并在创造外溢性上扮演重要角色。
初期的研发可以让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尝试将想像变为真实，最后这些想像通常会通过科技，呈现在产
品的功能上。
　　5．4　前所未有的生物物质外溢　　目前由大学研究人员、小型与大型企业研究部门与政府单位
组成的研发网，止快速地揭示生物物质基本研究的特点、性质与雏形。
建构与了解这些原子与基因图谱，将在商业应用方面激发前所未有的当今完全无法想像的爆炸性发展
。
　　元素周期表中显示的化学元素特性模式，在一个世纪前促成了化工业的诞生及其快速扩张。
同样，人类基因图谱的完成与对原子结构的全面了解，将成为生物物质知识与商业应用快速成长的转
折点。
　　很显然，某项创新的潜在外溢性，取决于这项创新的“基础程度”。
回顾历史，火的发现所带来的经济外溢性显然远超过电脑。
事实上，电脑本身也是仰赖火的外溢性——煤与石油推动发电机提供全球所需的大部分电力。
至于生物科技的外溢性规模之所以难以想像，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研究活动的数量。
如同第1章所提到，仅在美国一地，每年生物科技研发费用就高达77亿～100亿美元(目前还在快速增加
中)，占生物科技企业整体营业额的36％，这还不包括政府出资在大学与政府单位实验室进行的研究。
　　第二，这些研究多数属于基本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外溢效果尚未显现。
这与信息时代的研发大相径庭，目前信息业的研究活动已高度集中在应用产品的开发，这是信息产业
进入成熟阶段的另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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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生物科技研究目标是从根本上了解物质，其外溢性将发生在任何运用物质的产业，也就是
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所有企业。
　　美国的纺织与成衣业是生物科技研究带来彻底改变的一个例子。
长久以来，美国纺织业受到以东亚地区为主的低工资国家的强大竞争，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受害
者。
然而，若我们仔细研究美国成衣业的现况，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结果：研究活动急速增加，虽然和其
他产业比较仍然偏低，但自1990年以来，研发费用占整体产值的比率已经加倍，其中大部分是以生物
科技为基础，改善衣料的舒适度与耐用度。
这些努力产生的丰硕成果，不但使产业规模迅速增长，其生产力、投入成本之效益与成品品质，也都
不断提高。
　　5．5　每一个细胞和原子都是一座工厂?　　由于生物科技研究希望了解并调节物质，以符合生产
与消费的需求，其特殊潜力将使众多企业调整其生产流程。
一般来说，任何企业的生产成本都包括下列四项要素：投入劳动力与知识的员工、协助员工完成工作
的资本设施、产生附加值的原料，以及推动生产流程的能源。
　　其中，后两项要素的成本以前一直无法由单个企业加以控制，相反，其价格取决于原料市场的趋
向，以及新能源的探索与开发。
此外，这两者持续占据大部分的生产成本。
在大部分的制造业中，原料与能源开支占成本比率超过50％，很显然地，关于控制这两项成本的任何
革新，都可以让企业省下大笔开支。
　　生物科技有能力降低能源与原料成本，并改善其品质。
事实上，所有生物科技相关研究多多少少都以这个目标为动机。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指出，树木的快速成长改变了林业的生产流程，当然还有许多不胜枚举的例子
。
在卫生保健方面，胰岛素的生产一直受限于高昂的提炼成本，因为原料价格过于昂贵，几乎占去所有
的生产成本。
生物科技研究让经过基因调整的猪得以合成胰岛素，降低了治疗糖尿病的原料成本。
　　5．6　生物物质的外溢性：深至原子、广达全球　　尽管生物物质研究的外溢性已相当明显，但
其最终经济利益还难以确认与预测，因为知识外溢的巨大潜力尚未充分显现。
由于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基本特性和规则所知不多，目前尚难察觉其衍生的经济利益。
　　在某些产业，特别是制药、农业与环保方面，生物科技研究已产生许多商业产品，与生物科技尚
未确定的整体经济利益相比较，这些产品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投入生物科技基本研究的经费的增加，商业化的成果终究将迅速增加。
如同前文所述，研究的进展将让商业应用知识随之增加。
　　5．7　生物物质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　　一般预料制药业的应用将成为未来10年生物科技产品的
主要领域　(见表5—2)，原因是生物科技在医疗方面的研究与知识累积发展得最快，这项趋势在当前
生物科技公司的分布上也清楚显现(见表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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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推荐序一　　迎接生物科技时代　　沈燕士博士　　“19世纪是机械工业时代，20世纪是化学、
物理学工业时代。
而21世纪是生物物质工业时　　代!”理查德·奥利弗在本书中开宗明义地揭示了这一世纪趋势。
自工业革命和平民中产阶级兴起后，科技研究、社会发展与经济行为一直以提高全体人类的生活质量
为中心，生物科技——生物物质工业便是发展至今最适当的技术形态，它具有应用范围广、所需能源
少、产生污染易控制等主要特征。
　　生物物质工业更将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它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将远胜于以往任何的技术
革命。
例如，分子农业、分子养殖业（第8章）可将传统的农业、食品制造业、医疗业等三大行业融合一体
化；其中抗虫害、快速繁殖、自动固氮、自含维生素、提高人类免疫力、增强抗衰老等农作物或食品
已成为事实，而遗传工程更使制药业有了新的制药厂（第9章）。
此外，它对传统工业的改良　　也提供了新的途径，将来生物电池，生物内燃机、发动机甚至生物电
　　脑等绝不会都只是个梦，而是指日可待的事。
　　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的初步发表，更给生物物质工业带来了无数的新课题与商机。
如基因层次测定疾病的技术，基因层次改造人体、治疗疾病的技术，用基因量身制造的个人新药，自
体器官储存、移植（第8章、第9章）等等，都引起了科学工作者、投资者、企业家，甚至其他行业的
跨国大司竞相投入。
在这本书里，理查德·奥利弗旁征博引地表明了其观点：“生物物质经济会比以往任何经济模式成长
更快、更加全球化、力量更强大且更普遍”。
　　但是，几亿年的生物进化是缓慢而周全的，延续到今天还没有停止。
人类遗传密码的解密试图改变基因，向着对人类更有利、更方便的方向进行，却搅乱了自然的步调与
轨迹。
然而，对人类更有利、更方便是否是“更好”呢?对未来世界、社会正义、法律秩序及伦理道德的影响
该如何评判呢?本书对“生物伦理学”（Bioethics）的讨论或可提示一二。
而如何防患于未然，不让投机、急进的“生物资本家”提前掠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遗祸子孙，的确
是值得读者回味、深思的。
　　本书中文本的出版发行间接引发了一个问题：在这新一波的知识冲击与技术革命中，我们中国人
能否缺席?或甘心沦为二线?我们认为生物科技因发展快速及依赖发达的现代信息，是我们与先进国家
在各种整体技术上距离最接近的新科技。
我们有能力创造我们自己的利益（niche）抢先进入这个“生物科技时代”，我们更可在已知的信息与
知识上做出更进一步的诠释与应用。
有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就在这个生物物质工业时代有发言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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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对于即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动力的产业，提出了适时的观点；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配合突破
性的发明，将对我们抵抗疾病的战役带来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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