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到了，英国一些公园里，上了
年纪的“60后”，甚至是“70后”，常结伴
将收藏了半辈子的古董自行车拿出来
展览，有些还会破例让参观者试骑。 前
不久，笔者在伦敦西郊泰丁顿一个公园
就偶遇一个古董自行车展。65岁的凯瑟
琳和同龄人乔治、托马斯等都是“老兵
自行车俱乐部”成员，他们趁着公共假
期，在公园绿地上，将收藏的十几辆古
董自行车拿出来展览。

收集古董自行车， 是一些英国人
的爱好。 老兵古董自行车俱乐部的一
些会员的家中， 收藏着一些年代久远
的 “老牌子”， 像英国产的凤头牌、 汉
堡牌， 都是上世纪40年代前后的高品
质自行车 。 当年生产的这类自行车 ，
多数是银色铝制商标， 自行车把手以
手握拳为造型， 极力强调线条美、 机
械美及耐用性。

在古董车展上难得一见的汉堡牌
是欧洲自行车收藏界的顶级品牌。 汉
堡牌有很多经典的设计， 像双股前叉
子 (早期为单股叉子)、 别样的枕头锁
等， 都为玩车人所心仪。 自行车的前

立梁商标牌上半部为英国王室徽记 ，
下半部为五人连手图案 (与其车的轮
盘形状一样)， 中间有 “乔治六世指定
产品” 的英文字样。 因生产时期和年
代背景不同， “汉堡” 的商标牌还分
出铜标、 铝标、 彩标等不同款式。

还有一些普通人家收藏的欧洲品
牌， 则记录了人类社会从二轮时代到

四轮时代的演变。 一些汽车制造企业
早年也醉心于自行车设计。 比如法国
的标致， 最早是一家以生产拉锯、 弹
簧和齿轮为主的工厂， 标致进入有轮
交通工具领域就是从自行车开始的 。
1882年标致开始生产自行车， 第一款
自行车采用前大后小两个轮子， 以前
轮驱动。 1886年采用链条传动的标致
自行车问世并批量生产。

笔者听到懂行的当地人在谈论这
些古董自行车的价值。 无论是凤头牌、
汉堡牌， 还是荷兰生产的羚羊牌， 意
大利生产的比安奇牌， 都是英国古董
自行车迷的心头爱 。 托马斯手里的
“罗宾汉”， 产自1943年， 当时就是市
场上的紧俏商品， 如今没有两三千英
镑， 根本买不到。 还有一些自行车年
代久远， 但在当时就是普通款， 今日
也不过卖两三百英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当地

就有人开始收藏自行车了。 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55年， “老兵
自行车俱乐部” 正式成立， 现在是全
球规模最大的民间古董自行车俱乐部。
乔治说， 两次世界大战夺去不少当地
士兵的生命。 他们的孩子、 妻子会把
亡者生前所用的自行车擦拭干净， 小
心翼翼收藏在自家后院。

俱乐部每年举行的活动超过400
场， 项目包括自行车野营， 有关古董
车话题的老电影巡展、 读书会， 当然
还有拍卖会。 老人们告诉笔者， 拍卖
所得的任何一个便士也不会到自己口
袋里， “老兵自行车俱乐部” 一直在
资助英国残障儿童， 在英国， 买一辆
质量不错的自行车， 动辄需要三四百
英镑。 有肢体残疾的儿童需要的自行
车从材质到结构， 需要特殊设计， 价
值上千英镑， 很多工薪家庭难以承受。
凯瑟琳和她的俱乐部伙伴们立志在有
生之年， 让残障儿童人手一辆自行车。
“这些孩子， 和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离我们远去的亲人一样， 生命同样珍
贵， 需要珍视。” 摘自 《环球时报》

英国人爱收藏“古董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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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不是 “山寨药”

相对于专利药品，仿制药是指专利
药的专利保护期到期后，由其他厂家所
生产的与专利药成分相同的药物，但具
体的生产工艺和配料比例可能不同。

仿制药是与专利药具有相同的活
性成分、 剂型、 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
的替代药品。 仿制药价格较低， 有利
于控制治疗成本， 提高患者用药保障
水平， 在各国均受到高度重视。

对于发达国家， 仿制药是控制药
费的重要方法， 也是在鼓励创新的同
时维持医药卫生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性考量。 对于发展中国家， 发展仿
制药是建立医药工业体系的基础， 也
是在经济水平不高、 疾病负担沉重情
况下的理性选择。

美国是现代仿制药体系的建立者。
仿制药起源于美国 19世纪 80年代的
“哈茨·沃克曼法案”。 法案规定， 非专
利拥有厂商只要证明自己的药品活性
与原研药相当， 就可以仿制。

印度是 “世界药房”

在印度仿制药产业诞生之前， 其
医药市场被跨国公司药厂控制了80%
以上， 99%的专利药掌握在跨国公司
手里。 在上世纪60年代， 印度市场上
的药价之高也令人咋舌。

印度如今在仿制药界 “大佬” 的

地位， 主要得益于1970年时任总理英
迪拉·甘地对专利法的修订。 修订后的
专利法规定对食品、 药品只授予工艺
专利， 不授予产品专利， 这意味着印
度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保护， 这种
制度上的宽松使得本国企业能够大量
获得仿制药生产许可， 从而为印度仿
制药提供了快速扩张的空间。

专利法还规定 “在无法获得、 支
付不起或不能适当地提供的情况下”，
本地企业可以向印度知识产权申请强
制许可， 获得强制许可的国内企业可
以生产和销售仿制产品。

如今， 作为世界第三大仿制药生
产大国， 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
药， 并使制药业成为印度经济的支柱
之一。 印度药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
疫苗和生物制药产品出口到150个国
家， 2017至2018财年出口额为172.7亿
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廉价的仿制
药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 许多发达国家也大量进口印度药
品。 在印度的药品出口中 ， 60%以上
的仿制药都是出口到美欧日发达国家，
其中北美市场上的仿制药品接近50%
都来自印度。

无论本土的还是其他国际制药公
司纷纷斥资在印度建立起一个个制药
厂房、 药品研发试验室以及其他相关
制药设施。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

仅在新德里以及孟买设立办公室， 还
在不断增派人力负责协调该机构在印
度的业务。

通过美国认可的印度药厂生产成
本比美国低65%，比欧洲低50%。正是凭
借低成本制造、雄厚的技术、大量懂英
语的合格技术人员与高质量产品，印度
制药厂商总是能够获得大量外包生产
合约。目前印度境内拥有美国认证的药
厂共有119家，可向美国出口约900种获
得批准的药物和制药原料；拥有英国药
品管理局认证的药厂也有80多家。

根据印度总理莫迪提出的 “印度
制造” 计划， 印度政府医药部还制定
了 “制药愿景2020”， 旨在让印度成为
全球药物研发的主要中心。

印度药频遭 “红牌警告”

尽管印度声称对制药业采用了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模式， 但
近几年印度制药业因质量问题频频遭
遇美欧等国的 “红牌警告”， 越南也曾
扬言禁止印度药品。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 因未达
到生产质量标准， 2014年5月， 以色列
仿制药企业梯瓦制药召回了近4万瓶由
其印度供应商生产的药品 。 2015年 ，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也宣布要求700种
印度仿制药暂停销售。 主要是欧盟药
品管理局发现有几家委托进行药物检
验的印度公司捏造数据。

实际上， 早在2013年印度大制药
商兰伯西公司就承认伪造临床资料 ，
对美国出口掺入 “假药品”。 印度药监
当局人士虽然承认印度在药监方面有
漏洞， 但印度医药联盟秘书长沙阿表
示： “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实验室的技
术人员和监督人员的培训不足， 而非
企业管理层蓄意操纵或伪造数据。”

但不少人把药品质量监管问题归
结为印度的企业文化问题， 即多数印
度人并不能充分认识到精确数据的价
值所在， 企业生产人员、 高层及管理
者普遍接受较低标准。

印度药企进入中国的方式

作为世界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 ，
中国政府宣布自今年从5月1日起， 取
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
税。 此举受到印度制药和医药出口企
业的普遍欢迎。

取消关税在为印度药企打开门的
同时， 也为中国制药行业开启了一扇
窗。长期从事原料药进口的印度苏达山
制药总经理梅塔对记者说，印度药企进
入中国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与当地药企
合作，利用现有渠道拓展市场，这势必
会推动两国企业间的全方位合作，其中
肯定包括制药技术和药品研发。中印两
国药企应该抓住这次双赢的机会，努力
打破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局面。

摘自人民网

电影《我不是药神》近日上映，引发网民对于“印度仿制药”的热
议。按照电影中的说法，印度仿制药价廉而质高，电影中上万元人民
币1瓶的抗癌药，印度“仿制药”版本的出厂价不过几百元，而且效果
还不打折。

什么是“仿制药”？ 为什么印度做“仿制药”这么牛？ 印度真能做
到“拷贝”不走样？

■环球风情

为为什什么么““药药神神””去去的的是是印印度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