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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11月14日，在位于
浦东新区张东路的张江科学城
政务服务中心，默克检测（上海）
有限公司等6家外商投资企业完
成了营业执照范围变更，自此，
这6家外资企业就可以在上海自
贸区开展细胞和基因治疗的相
关业务，助力上海相关产业的发
展。

今年9月，商务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药监局三部委联合
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
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
上海、广东和海南特定区域允许
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
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

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
生产。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
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内
使用。

上海市商务委与卫生健康、
药品监管等相关部门也密切配
合，支持引导符合条件的外资企
业依法积极参与试点，并指导试
点地区加强服务保障，确保试点
取得实效。浦东新区作为上海自
贸区的核心承载区，首当其冲。

而通过排摸，却发现要让这
些外资企业顺利“入场”，面前却
横亘着一个“堵点”。不少企业
反馈，由于负面清单限制，外商
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均带有“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
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

限制提示，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开
展相关后续工作。

要想先行一步，就得先从疏
通“堵点”开始。在市商务委、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推动下，浦东
新区率先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
开展细胞和基因外商投资企业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工作。

经过统计，新区共有6家外
商投资企业符合条件。11月14
日，他们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
了张江科学城政务服务中心，集
中进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
工作。

“过去我们的营业执照上，
载明的经营范围中有一个小括
号，里面写着：‘人体干细胞技术
开发和应用除外’，这是我们不

能触碰的领域，现在这个小括号
没有了。”默克生命科学生物医
药检测服务生物医药运营亚太
区负责人陶菊红拿着新营业执
照介绍说。

据浦东新区科经委介绍，浦
东新区作为上海自贸区的核心
承载区，在全国优先布局细胞和
基因产业，起步最早，产业基底
厚实，发展势头强劲，有成为“核
爆”产业的基础。

浦东相关企业主体高度集
聚。记者了解到，目前浦东全区
现有上下游企业120多家，其中，
产品型企业80多家。检验检测、
中试服务、代工服务、材料设备、
临床机构等上下游有效协同，配
套支撑体系完善，产业生态持续

优化。研发进展紧跟国际，相对
美国市场，国内（浦东）研发进展
整体落后仅3-4年，部分领域已
经同步甚至领先国际。

相关领域创新产品也在加
快上市，目前浦东新区已有3款
CAR-T产品获批上市。同时后继
管线储备丰富。现有临床研发
管线国内占比近1/3，除了CAR-T
外，在TIL、DC、NK、TCR-T免疫细
胞疗法以及干细胞疗法、基因疗
法广泛布局，特别是针对实体肿
瘤、代谢疾病等大病种管线研发
进展顺利。

此次试点启动后，也将更进
一步加快浦东相关医药产业的
发展，打通细胞和基因产业发展

“快车道”。

选择姓马
是因为两国的历史渊源

亚美尼亚是亚欧交界处的典
型内陆国家，被土耳其、伊朗、格
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在四周环绕，
性格活泼的马星星高中时就想走
出国门“闯荡一番”。“因为那时候
年纪还很小，我妈妈不放心，不让
我出国留学，所以我就决定申请
国家奖学金——相当于国家保护
你嘛。”学习小提琴的她来到了

“小时候在动画片中了解过”的中
国，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
表演专业，一路读到硕士，师从著
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徐惟玲
教授，从此顺风顺水、一路生花。

外国人来中国，都想取个很
有意义的中国名字，但刚来中国
的马星星还不识中文，别人得知
她的本名 Astrid 是亚美尼亚语
中“星星”的意思后，就帮她取了
这个可爱的名字，她也一直沿用
至今。“我想既然名字已经随便

取了，姓什么我可得好好想想，
得能体现人文历史。”她小时候
看过亚美尼亚系列民族英雄的
书，其中她“最喜欢的一本书”，
是讲述亚美尼亚马米尼克扬家族
的，“据说这个家族的祖先，是（三
国时期）马超的后人，他们沿着丝
绸之路来到了亚美尼亚”，小小的
她当时就说，自己长大以后要嫁
给这个家族，“也用这个厉害的
姓”，不过如今她总是以此调侃还
未结婚成家的自己，“来到中国
了，那我就自己跟着马超姓马吧，
这样我亚美尼亚人的身份在中国
就有它的意义了”。

想出点力
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2016年，马星星即将从上海
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同一年，上
海交响乐团创办的首届上海艾
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经
过全球报名和选拔，并确定于8
月开始在上海举办三轮现场比

赛。她的导师徐惟玲和著名小
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的后人
大卫·斯特恩共同担任了这项国
际大赛的联合评委会主席。

“我在上音读书时，就从未
将自己单纯定位成小提琴演奏
者，我一直在参加学校学生会，
参与慈善活动、录制节目，每天
都很忙碌。”她笑着说，自己跟着
导师的足迹到了上音隔壁的上
海交响乐团担任了大赛志愿者，
负责接待国际评委和选手，对乐
团和音乐事业幕后工作的熟练
程度，一下子就打动了乐团方
面，“所以在比赛颁奖礼后，上交
就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乐团。”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也最
有国际影响力的交响乐团，近年
来上海交响乐团在国际化和职
业化上频频发力，除了乐队招聘
国际演奏员，行政也同样需要能
自然衔接东西方文化的工作人
员。马星星没有经历同龄人大
学毕业时可能会遇到的“gap

year（空窗期）”，学校和职场“自
然而然地就衔接上了”。如今，
作为上海交响乐团事业发展中
心项目经理的她，负责乐团在社
会个人资金捐赠等方面的创新
拓展工作以及一些涉及国际沟
通的工作，“我在中国长大，我能
够理解两种不同的观点，我的作
用就是沟通和融合，助力乐团去
打造国际影响力。”正因为她对
乐团的热爱和努力，2023年，她
荣获上海为表彰和感谢杰出外
籍人士的“白玉兰纪念奖”。

对于乐团如今的发展方向，
马星星也高度认可，“大家说到
上海和中国，似乎理所当然会提
及经济发展，但我一直说，如果
经济没有文化背景支撑不行，拥
有已有145年存在历史的上交，
也在某个层面代表了上海的文
化发展程度”，而作为乐团的一
员，她说自己很有责任感“把中
国文化、把中国除了经济之外的
另一面，展示给世界看”。

马星星：来中国，是我这辈子可能最好的选择之一

把中国文化展示给世界看

“前两天还发生了
一件很搞笑的事，有个
人把我当作外国人，我
就很自然地当成笑话去
讲给我同事听，‘你知道
吗，那人还以为我是外
国人！’我同事很吃惊地
盯着我说，‘星星，因为
你就是外国人啊！’我这
才想起来，我好像确实
是个外国人？”给记者讲
这个“笑话”时，在上海
已经生活了15年、如今
就职于上海交响乐团事
业发展中心的亚美尼亚
女孩 Astrid Poghosy-
an（马星星）还是乐不可
支。2009 年在亚美尼
亚国内的高中毕业后，
她选择了来中国留学，
她说现在的自己“思维
方式已经完全中国化”，

“当年‘随便’的一个选
择，便成了我这辈子可
能最好的选择之一”。

青年报记者 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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