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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34665.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30230230230 号号号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5〕44 号）等有关规定，为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问题，提高药品审评审批质量和效率，

经国务院同意，实行如下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政策。现予以公告： 

   

  一、提高仿制药审批标准 

  仿制药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受理和审评审批。其中，对已在中国境外上市但

尚未在境内上市药品的仿制药注册申请，应与原研药进行生物等效性研究并按国际通行技术要

求开展临床试验，所使用的原研药由企业自行采购，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一次性

进口；未能与原研药进行对比研究的，应按照创新药的技术要求开展研究。   

  已经受理的仿制药注册申请，实行分类处理： 

  （一）中国境内已有批准上市原研药，申请注册的仿制药没有达到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的，不予批准。 

  （二）中国境外已上市但境内没有批准上市原研药，申请仿制药注册的企业可以选择按原

规定进行审评审批，但在药品批准上市 3 年内需按照国发〔2015〕44 号文件规定进行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注销药品批准文号；企业也可以选择撤回已申报的注册申

请，改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对上述重新申报的注册申请实行优

先审评审批，批准上市后免于进行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对申报上市的仿制药注册申请，首先审查药学研究的一致性,药学研究未达到要求的，不

再对其他研究资料进行审查，直接作出不予批准决定。 

   

  二、规范改良型新药的审评审批 

  对改变原研药剂型、酸根、碱基和给药途径等的药品注册申请，申请人需证明其技术创新

性且临床价值与原品种比较具有明显优势；无法证明具备上述优势的，不予批准。改变剂型和

规格的儿童用药注册申请除外。 

   

  三、优化临床试验申请的审评审批 

  对新药的临床试验申请，实行一次性批准，不再采取分期申报、分期审评审批的方式；审

评时重点审查临床试验方案的科学性和对安全性风险的控制，保障受试者的安全。加强临床试

验申请前及过程中审评人员与申请人的沟通交流，及时解决注册申请和临床试验过程中的问题。

申请人需按要求及时补报最新研究资料。在Ⅰ期、Ⅱ期临床试验完成后，申请人应及时提交试

验结果及下一期临床试验方案。未发现安全性问题的，可在与药审中心沟通后转入下一期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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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申请人应如实报告临床试验中发生的严重不良事件，按时提交研究年度报告；对不能控

制临床试验安全性风险的，应立即停止临床试验。药审中心与申请人当面沟通，应当场形成会

议纪要列明议定事项。   

  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申请人应按照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相关指导原则和国际通行技术要求与原研药进行全面的质量对

比研究，保证与原研药质量的一致性；生物等效性试验用样品的处方、工艺、生产线应与商业

化生产保持一致。申请人开展生物等效性试验前，应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管理

规定与技术要求于试验前 30 天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备案资料。试验过程中，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现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可随时要求申请人暂停试验。 

   

  四、实行同品种集中审评 

  对本公告公布之日前已经受理的相同品种，按照统一的审评标准和尺度组织力量进行集中

审评。对不符合规定的，及时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符合规定的，按申报顺序依次作出审批决

定并制发批准证明文件。 

   

  五、允许申请人主动撤回不符合条件的药品注册申请 

  对已经受理的存在研究资料缺项、数据不全、试验未完成、未与原研药进行全面比对研究、

未对杂质和毒性物质进行全面评价、处方工艺试验不完整等重大缺陷的药品注册申请，允许申

请人主动撤回，完善后重新申报。技术审评过程中发现上述问题之一的，直接作出不予批准的

决定。对申报资料不完整但具备审评条件的药品注册申请，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

审评中心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充资料；补充资料提交后，原则上不再要求申请人补充资料，只

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 

   

  六、严格审查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发现有下列情形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及时公布相关品种名单：（1）活性成分不

明确、结构不清楚或疗效可能不确切的；（2）安全性可能存在风险的。   

  自名单公布之日起，对列入上述名单的品种作以下处理： 

  （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评价中心将其纳入安全风险重点监测范围。凡有证

据证明该药品疗效不确切、不良反应大或者其他原因危害人体健康的，立即撤销药品批准文

号。 

  （二）相关生产企业应及时开展相关产品再评价，并于 3 年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提交再评价结果。逾期未提交再评价结果或未通过再评价的，撤销药品批准文号。 

  （三）仿制上述品种的注册申请，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不予批准。   

  对 2008 年集中审评遗留的未批准的药品注册申请，目前申请人仍未解决安全性、有效性

和质量可控性问题的，以及难以确认研制资料真实性的，一律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七、加快临床急需等药品的审批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实行单独排队，加快审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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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防治艾滋病、恶性肿瘤、重大传染病和罕见病等疾病的创新药注册申请； 

  （二）儿童用药注册申请； 

  （三）老年人特有和多发疾病用药注册申请； 

  （四）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药品注册申请； 

  （五）使用先进技术、创新治疗手段、具有明显治疗优势的临床急需用药注册申请； 

  （六）转移到中国境内生产的创新药注册申请； 

  （七）申请人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并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或在

中国境内用同一生产线生产并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上市且已通过其药品审批机构现场检查的

药品注册申请； 

  （八） 临床急需且专利到期前 3 年的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和专利到期前 1 年的药品生产申

请。   

  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申请人可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提出加快审

评的申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发布药品注册申请优先审评审批的有关

政策，鼓励市场短缺和创新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药品采

购情况和生产供应情况建立短缺药品定期沟通机制，提出加快审批的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纳入加快审批的范围。 

   

  八、严惩临床试验数据造假行为 

  对已经受理的完成临床试验申报生产或进口的药品注册申请，申请人已按要求完成自查并

报告结果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根据审评进度，逐一进行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发现

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的即立案调查，相应注册申请不予批准。   

  对参与临床试验数据弄虚作假的申请人、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及其直接责任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八条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临床试验

数据自查核查的有关规定查处，并将其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相关组织机构代码、人员身份

证号码等信息。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对临床试验数据弄虚作假的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

条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自发现之日起，3 年内不受理其申报该品

种的药品注册申请，1 年内不受理其所有药品注册申请，已经受理的不予批准。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将组织对该申请人此前获得的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行追溯检查，发现弄虚作假行为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撤销相关药品批准证明文件，5 年内不

受理其所有药品注册申请。   

  对参与临床试验数据弄虚作假的临床试验机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前不接受其参与

研究的申报资料，经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相关试验资格。对弄虚作假主要研究者参与

研究并已受理的所有注册申请不予批准。对同一专业出现两个及以上临床试验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的，其专业内已受理的所有注册申请不予批准；对临床试验机构出现三个及以上临床试验数

据弄虚作假行为的，涉及该机构已受理的所有注册申请不予批准。对参与临床试验数据弄虚作

假的主要研究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有关信息通报卫生行政部门，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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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有关规定，追究临床试验机构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申请人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查前主动申请撤回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公布撤回的申请人和品种名单，不予核查及立案调查。 

   

  九、引导申请人理性申报 

  发布《限制类药品审批目录》，对已有多个药品批准文号且有多家企业生产，生产供应能

力已远超临床使用需求的药品注册申请予以限制；限制类目录将定期更新。及时向社会公开药

品注册受理及审评信息，引导企业有序研发和理性申报。 

   

  十、规范药品注册复审工作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应将技术审评不予通过的审评意见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持有异议的，可提出复审申请，由药品审评中心组织相关领域的临床专家、药理学家、

毒理学家、统计学家、法律专家、患者代表等，听取审评专家和申请人的意见，公开论证，按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最终复审意见。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

局令第 28 号）等相关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 年 1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