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晓在即：新冠疫苗能否

“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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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全人类希望的新冠疫苗即将面市，它将对我们的世界做出怎样的

贡献？ 

Gaurav Agrawal、Michael Conway、Jennifer Heller、Adam Sabow、

Gila Tolub 

全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研发新冠疫苗（此前研发速度最快

的腮腺炎疫苗用时 4 年）。目前候选新冠疫苗超过 250 个，其中 30 个已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约 25 个有望在今年进入人体试验阶段。预计疫苗将会在

2020 年第四季度至 2021 年第一季度间上市，大概率会首先给特定人群接

种。至 2021 年底，会有更多候选疫苗相继面市。 

那么，新冠疫苗能否研制成功？如果能，要等到什么时候？疫苗对社

会的贡献将有多大？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对新冠疫苗研发管线以及潜

在情景展开了深度评估。本文初衷并非评判疫苗研发是否应该加速，而是

希望表明，在整个疫苗研发过程中严格遵循安全规程，并对结果进行严密

监控，才是最重要的。 

以下是我们总结的关键信息： 

新冠疫苗最终将在全球抗疫中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许多因素，如新冠

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传染性、自然免疫持续时长、疫苗特性以及补充性

治疗手段的可及性等。但各界普遍认为，疫苗会在大多数假设情景中扮演

重要角色，在更糟糕的假设情景下有可能“拯救世界”。无论如何，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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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成为一道屏障，阻止病毒对人类健康和全球经济造成持续冲击。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疫苗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应采取下列 6 项关键行

动，提前做好准备： 

一是制定预案，力图适应各种需求情景； 

二是互通有无，保持疫苗生产灵活机动； 

三是取长补短，确保多款疫苗形成互补； 

四是通力合作，协同配送、接种和监测； 

五是周密布局，提前做好相关配套支持； 

六是合理决策，充分考虑疫情后续演变。 

随着候选疫苗纷纷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专家们提出了许多时间表。下

文将逐一阐述已公布的疫苗时间表信息、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中令人鼓舞

的早期证据，以及其他几项与病毒特性和创新相关的研发因素。 

研发机构和政府官员公布的时间表 

美国的第一款疫苗很可能于 2020 年第四季度至 2021 年第一季度间

上市，2021 年还有更多疫苗可能获得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中国和欧洲

企业也在寻求获得类似的许可（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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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或二期临床试验的早期证据 

近期，陆续有几家公司公布了一期或二期临床试验的数据。虽然需要更多

数据的支撑，但初步结果表明，候选疫苗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中和抗体，

这是疫苗有效性的一项潜在指标。 

新冠疫苗研发加速推进的因素 

进一步审视三大关键研发要素（新冠病毒的基本特征、规模空前的疫

苗研发管线和种类多样的技术平台、极为充沛的资金投入），会发现新冠疫

苗的研发和审批有望走上“快车道”，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疫苗。 

不同于艾滋病病毒或季节性流感病毒，冠状病毒整体变异速度处于中

低水平。早期数据表明，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仅为季节性流感病毒的 1/4。

有少量证据表明，变异正在影响新冠肺炎的传播，但迄今为止，其对抗原

性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这一变异模式对于疫苗研发是有利的，因为不必

追随不断变化的靶标去设计疫苗。 

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神速。在病毒基因测序完成 42 天后，即诞生了

首款候选疫苗。此外，这些候选疫苗采用了多种相关技术，既有蛋白质亚

基和病毒载体等成熟的疫苗平台，也包括 mRNA 和 DNA 等新型技术平台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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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公布的所有候选疫苗进行了分析，基于现有研发管线规模和历

史成功率，预计未来两年，约有 7～9 个疫苗有望通过监管审批。在更加乐

观的情况下（如新技术平台的成功率和成熟平台相近，第一批疫苗上市后

仍有源源不断的研发），可能超过 20 个。 

3，资金渠道 

相比此前的任何一种疫苗，不论是在正常情况下研发的，还是在全球

性大流行情况下，新冠疫苗获得的研发资金都更多。迄今为止，全世界对

新冠疫苗的总投资至少有 67 亿美元。公开数据显示，2003～2014 年，美

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共计投入 2.21 亿美元，用于研发埃博拉疫苗。

而该研究所在 2020 年前 6 个月获得的新冠疫苗研发资金高达 15 亿美元。 

潜在挑战 

新冠疫苗的研发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三项关键挑

战：验证新的技术平台、证明候选疫苗的防护效果以及设计最高效疫苗的

“脸谱”。 

— 验证新的技术平台 

相较于传统平台，研发新冠候选疫苗时使用的某些技术（如 DNA 和

mRNA）具备独特优势，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能够加快研发速度。但

大都未经验证：使用这些技术研发的人用疫苗，目前尚未出现通过审批的

先例。其长期安全性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诱发强效而持久的免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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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目前仍然存疑。 

— 证明候选疫苗的防护效果 

疫苗在上市之前，研发机构都需要证明它能有效抵御新冠病毒。有了

相关证据后，监管机构才能对该候选疫苗抱有信心，才有可能让高危人群

优先接种。疫苗研发机构需要尽可能充实其防护指标。例如，证明该候选

疫苗能在接种个体中激发特定水平的抗体反应，以及独立展示抗体在测试

或动物模型中能在一定时间段内防止被病毒感染。此外，新冠疫苗研发机

构在设计和开展后期临床试验时，还要快速证明其候选疫苗的真实有效性。 

—设计最高效疫苗的“脸谱” 

研发机构仍面临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不确定病毒的刺

突蛋白将出现多大程度的变异。虽然新冠病毒迄今为止尚未发生显著变异，

但如果刺突蛋白在未来发生变异，就会影响当前很多研发中候选疫苗的效

果，因为大多数候选疫苗在设计时，都将刺突蛋白作为靶标。如果真的发

生变异，候选疫苗就需做出调整，这势必会拖慢疫苗上市的进度。 

监管考量 

监管方一直在斟酌制定合适的准则，用以评估候选疫苗的各项数据。

在 2020 年底之前，应该会有几家研发机构在疫苗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方面

具备一定规模的数据。鉴于新冠肺炎在总人口中的致死率，2020 年收集的

临床试验数据是否足以令监管机构同意为特定高危人群接种疫苗，尚不得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