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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新冠疫苗三期临床有效率达90%后，北京时间11

月11日消息， 辉瑞的合作方德国药企BioNTech表示，新

冠疫苗的基准价格为每剂19.5美元。然而有媒体报道称，

辉瑞单方面否认了该定价。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辉瑞进行

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辉瑞方面的回复。二者到底是

否因价格而出现了分歧， 辉瑞的新冠疫苗又能否顺利面

世，诸多疑问浮出水面。

各执一词

北京时间11月11日，BioNTech公布，新

冠疫苗的基准价格为每剂19.5美元，该价格适

用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

同日，辉瑞制药对媒体表示，新冠疫苗美

国区定价19.5美元/剂（约合人民币128.92元/

剂）是基于公司在7月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协

议，在该协议中，以两剂39美元的价格或每剂

19.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政府提供1亿剂潜在

疫苗，并可选择在另外谈判的条件下再购买5

亿剂 。并且强调，此价格仅适用于美国，其他

国家定价策略会综合考虑数量、预先承诺、公

平和负担能力原则。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联系辉瑞进行采访，

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今年4月，BioNTech和辉瑞宣布共同合

作开发新冠疫苗。根据该协议的条款，辉瑞将

向BioNTech支付1.85亿美元的预付款，其中

包括7200万美元的现金付款和1.13亿美元的

股权投资。而辉瑞和BioNTech将平均分担开

发成本。

合作双方为何会出现分歧

“其实二者对于定价有分歧是很正常

的。”疫苗专家陶黎纳指出，其实影响疫苗的

定价因素不只在于成本，更重要的是市场规

模的大小。具体来看，通常政府采购疫苗的价

格会压得非常低，因为市场规模足够大，利润

自然会上来，这就好比零售和批发的区别。

“而在上述情况中，美国已经向辉瑞表达

了足够大的潜在采购量，因此辉瑞可以给出

一个较合适的价格。而BioNTech在宣布价格

时并没有市场规模的前提，因此不好评判这

个价格。”陶黎纳表示。

“上万元”的运输

尽管如此，19.5美元的疫苗看起来依然很

划算。对于新冠疫苗来说，19.5美元算贵吗？

“没有市场规模，其实不好预估。”陶黎纳

解释称，如果按照国家采购来说，这个价钱略

微偏高。因为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种类是

mRNA疫苗，其成本主要在于前期的动物试

验与人体试验，后期的生产过程非常简单，可

以理解为就是复制粘贴，“也就是说生产成本

很低”。

如此看来，辉瑞的新冠疫苗似乎成本并

不算昂贵，可在mRNA疫苗中，有一个重要的

环节不能被忽视———储存与运输。陶黎纳指

出，辉瑞的核酸疫苗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

保存。根据辉瑞公布的情况，其疫苗的储存与

运输均需要在零下70度的环境内。

零下70度是什么概念呢？冰淇淋对冷链

的运输温度要求只有零下20度，昂贵的金枪

鱼对冷链的温度要求也只有零下45度。这也

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冷链系统很难满足该疫

苗的运输需求。

在常温情况下该疫苗能储存多久呢？只

有短暂的5天。而据陶黎纳介绍，目前市面上

大部分疫苗在常温下的保质期是2-3年。这也

就意味着，所有接种点都必须配备专用的医

用冰箱来对该疫苗进行存储，而医用冰箱的

单价都在万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19.5美元

的疫苗似乎吸引力就弱多了。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也指出，其实从这款

新冠疫苗的运输和储存成本来看，19.5美元这

个定价有一些偏低，很可能覆盖不了运输成

本，而且运输成本巨大，对不少冷链系统落后

的地区来说，大规模接种也显得并不现实。

“不过，在偏低定价的背后，因现在所处的是

疫情特殊环境，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暂没

有考虑到更多的盈利空间，但对合作企业来

说，可能压制了利润释放的空间，更可能偏向

于公益性质，甚至未必达到生产的成本水

平。”郭施亮说。

好事将近？

但无论如何，在新冠疫苗赛道，辉瑞也算

是一马当先了。11月9日，辉瑞与德国

BioNTech宣布，对接种疫苗参与者和接种安

慰剂参与者之间病例的比较表明，从第二剂

疫苗接种后7天开始，疫苗在保护出现症状的

COVID-19方面达到的效率高于90%。这意

味着在初次接种疫苗后的28天，即可获得针

对COVID-19的保护，包括接种两剂疫苗。

不过，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前疫

苗CMC主审官员认为，辉瑞本次对外宣称的

“超过90%的有效性”的表述有问题。90%的

定义不清楚，这个临床试验还没到终点，数据

不全，中国药监部门认为疫苗有效的标准之

一是抗体能够有效保持6个月，而目前这款疫

苗三期试验时间还不足3个月。

辉瑞新任CEOAlbertBourla解释称，不

会根据这些中期疗效性数据来申请美国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还需要更多有关安全性的

数据。并且，作为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的一部

分，这项研究将继续积累安全性数据。实际

上，随着安全性和其他数据的不断收集，最终

疫苗功效百分比可能会有所不同。

辉瑞的新冠疫苗能否顺利产出呢？陶黎

纳对此抱有乐观态度。陶黎纳表示，对于当下

辉瑞核酸疫苗的进展并不意外。在他看来，

mRNA疫苗成功的把握很大，此前Moderna

的一期临床已经从多方面证明了核酸疫苗的

可行性，而且核酸疫苗本身就是模拟微生物，

副作用也很小。实际上，当前可以称为副作用

严重的只有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卡介疫

苗，此前韩国流感疫苗事件的疫苗是来自不

同公司的产品，与疫苗本身并无关系。“再加

上生产成本低，核酸疫苗可以成为未来疫苗

研发的发展方向。”陶黎纳指出。

郭施亮则表示，一般而言，按照流程，完

成三期临床，并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之后，将会步入注册审批的环节，当注册获批

之后，将会开启生产过程，但因疫苗牵涉到比

较复杂的工艺流程，对生产环节的把控也是

非常关键的，当完成注册审批及生产完成抽

样检查后，将会进入流通销售状态。“目前来

看，辉瑞的新冠疫苗应该等待注册上市，距离

大规模生产仍有一些时间，但相信已经不远

了，但考虑到安全性及有效性，估计还会进行

更严格的抽样与分析，做好充分准备好步入

生产阶段。”郭施亮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合作了15年，苹果终于正式向英特尔

提出了“分手”：新款Mac发布，且全部搭载

苹果自研的M1芯片处理器。从iPad到i-

Phone再到如今的Mac，苹果在硬件产品上

的“芯”计划已经十分明了。对苹果来说，与

其让英特尔芯片处处掣肘，不如主动出击，

只是对英特尔来说，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

一来失去了大单，二来苹果是否会因此掀起

示范效应，可能才是英特尔最需要担心的。

M1芯片“上位”

酝酿多时，苹果自研芯片终于亮相。当

地时间11月10日，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新品

发布会上，苹果推出了首款为Mac电脑打造

的芯片M1。它将取代自2005年起就用于

Mac的英特尔芯片，这也意味着苹果与英特

尔长达15年的合作画上了句号。

与芯片一同出现的是3款新的Mac电

脑，分别为入门级的MacBookAir、13英寸

的MacBookPro和迷你版台式机MacMi-

ni，理所当然地，3款产品都由M1芯片处理

器提供支持。

目前苹果官网首页已经被M1芯片及

新款电脑“霸屏”。根据苹果的介绍，全新的

M1芯片能使电脑运行速度更迅猛，能效表

现和电池续航也创出新纪录。苹果中国官网

显示，上述3款新款电脑的人民币起售价分

别为7999元、9999元和5299元，均从当天起

接受预订，下周发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苹果官网已经下架

了搭载英特尔芯片的上代Mac，而以全新的

M1芯片版替代，目前仅有16英寸的搭载英

特尔酷睿i7或i9处理器的MacBookPro在

售。路透社的评价更为直接：这款名为“M1”

的新芯片标志着苹果Mac电脑脱离对英特

尔技术近15年的依赖。

据了解，苹果的M1芯片采用5nm制程，

封装了160亿个晶体管，其数量在所有苹果

产品中堪称最多。根据苹果的说法，该芯片

在同性能下功耗仅有英特尔芯片的1/4。此

外，M1芯片基于ARM技术架构，而不是英

特尔芯片使用的x86架构。

苹果的决定并不突然。在今年6月的全

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就宣布了自己的芯片

转移计划，将旗下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电脑

全部转向自研处理器平台，过渡期为两年。

彼时，关于M1芯片的内容就已经有所公

布。而本次新产品的发售也只是苹果两年转

移计划的第一步。对于自研芯片将带来的机

遇以及未来计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

了苹果，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苹果的算盘

电脑也承载了苹果的希望。在10日的

发布会开场，苹果CEO库克就提到，最近两

个月，苹果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布新品，

2020年是Mac表现最好的一年，超过50%

的Mac买家都是新用户。

不久前，苹果公布的2020财年四季度

财报也显示，虽然iPhone营收较去年降低

了20%以上，但得益于疫情导致的居家办公

需求飙升，Mac和iPad业务成为亮点。数据

显示，当季Mac和iPad业务营收分别同比增

长了29%和45%。

对此，《华尔街日报》评价称，新的M1芯

片可能为Mac电脑带来更强的性能、更长的

电池续航能力，或许还能创造更高的利润。

路透社也援引MoorInsights&Strategy创

办人PatrickMoorhead的话称，苹果采用自

己的中央处理器，每片芯片成本约可节省

150-200美元，“我们并没有看到苹果添加

任何昂贵的功能，他们利润更高了”。

事实上，在自研芯片方面，苹果的态度

早已明了———10年前，苹果就开始在自己

的硬件产品上采用自研芯片，iPad打头阵，

然后是iPhone，如今轮到Mac，其实也在意

料之中。

更重要的是，苹果在芯片上的布局也是

逐步深入，2008年，苹果便收购了芯片制造

商P.A.Semi，该公司主要生产用于网络与通

讯设备的节能芯片。去年7月，苹果又向英特

尔支付了10亿美元，以收购其智能手机调

制解调器部门。

通信高级工程师袁博称，“软硬一体”双

轮驱动是苹果历来坚持的产品战略，早在乔

布斯时代就追求软硬一体的闭环生态，并作

为苹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如今苹果在电脑

推出自研的M1芯片也是过去一贯战略的

延续。

“其次，英特尔的芯片在功耗或者性能

等方面不符合苹果预期，导致苹果电脑本身

发展受到英特尔芯片能力的限制，所以苹果

才走上自研芯片的道路，这样有利于苹果按

照自己的节奏持续保持产品软硬件的领

先。”袁博进一步分析称，苹果全系采用

ARM架构的芯片，也可能是基于同样的芯

片架构在未来打通苹果产品的整个生态的

考虑。

通信专家项立刚也提到，虽然研发芯片

难度很大，但苹果的实力足以支撑其做芯

片，况且以前的格局是手机芯片由高通来定

义，电脑芯片由英特尔定义，苹果现在做芯

片就意味着自己的商品可以由自己定义。而

且芯片、系统以及其他的主板配件等也能更

好地衔接融合，所以效率就会提高。毕竟通

用的芯片是面向大家的，所以要将其做得更

细致就会比较难。

“不争气”的英特尔

如今自研芯片被捧到了定义苹果“下一

个十年”的高度，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但

别忘了，在苹果自研芯片的故事里，还有另

一个主角英特尔，而后者的处境注定有些难

看。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估计，按出货量计

算，苹果是全球第四大PC制造商，因此，苹

果在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中采用自研芯片

的决定将对英特尔构成打击。

今年的英特尔有些流年不利。上个月

末，英特尔公布了自己2020财年的三季度

财报。数据显示，当季英特尔营收为183.33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91.9亿美元，同比下降

4.5%，环比下降7.1%。毛利率为53.1%，同比

下降5.7%，低于分析师预期的57%。净利润

42.76亿美元，去年同期为59.9亿美元，同比

下降28.6%。

这样的数据直接激发了市场的不满情

绪，第二天开盘，英特尔股价瞬间暴跌超过

10%，而在二季度的财报公布后，英特尔刚

刚经历过暴跌16%的窘境。值得注意的是，

在发布财报的三天前，英特尔刚刚宣布将存

储业务以9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SK海力士。

而据财报数据，英特尔存储器事业部三季度

营收同比下降11%，但却连续两个季度保持

盈利。不过在二季度之前，该业务已经连续

6个季度亏损。

说起来，英特尔多少有些不争气。项立

刚称，英特尔虽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CPU

制造商，但直到今天它都在做10nm的芯片，

而更小的芯片就意味着更快的运算速度和

更低的功耗，目前手机都用了5nm或者7nm

的芯片，所以苹果如今自研5nm的芯片，对

提升苹果电脑运算速度以及竞争力都有很

大的帮助。

苹果抛弃英特尔对后者的销售打击是

可想而知的，但可能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

英特尔提前做打算。袁博称，苹果可能带来

一定的领头示范作用。目前苹果电脑在全球

高端用户中处于领头羊地位，苹果转向

ARM可能会导致其他相关品牌也逐步转向

ARM阵营，比起销售上的损失，这可能才是

让英特尔更元气大伤的一点。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部分海外药企新冠疫苗进展情况

荮 阿斯利康 进博会期间，阿斯利康介绍称，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其三期临床试验已经在美国、英国、巴西、
南非、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荮 强生 进博会期间，强生介绍称，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共同投入超10
亿美元，用于支持疫苗研发

荮 辉瑞 11月9日，辉瑞与德国BioNTech宣布，合作研发的mRNA新冠候选疫苗BNT162b2在三期临床试验中
已经证明有超过90%有效性

荮 Moderna 11月3日，有媒体报道称，Moderna对高盛表示，其新冠疫苗mRNA-1273可能会在今
年问世

荮 赛诺菲&葛兰素史克 10月28日消息，赛诺菲和葛兰素史克表示，将向“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提供2亿剂两家公司正在联手开发的实验性新冠疫苗

荮 默沙东 进博会期间，默沙东介绍称，收购自Themis�Bioscience的新冠肺炎疫苗在研项目，已进入一期临床试验；与IAVI合作
开发新冠肺炎疫苗已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