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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年12月10日

相关附件

序号 附件名称

1 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docx

2 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修订说明.docx

Copyright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All Right Reserved.

备案序号：京ICP备0901372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2365号

地址：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28号  邮编：100022

总机：8610-68585566  传真：8610-68584189

https://www.cde.org.cn/main/fullsearch/map
https://www.cde.org.cn/main/fullsearch/contact
https://mail.cde.org.cn/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d3b07eeb5bc9908d0ac5493d31b564f3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d2c29bb75894d1f7423e777fcde41445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recordQuery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10502052365


1 / 15

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工作

的管理，规范申请人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以下简称药审中心）之间的沟通交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沟通交流，系指在药物研发与注

册申请技术审评过程中，申请人与药审中心审评团队就现行

药物研发与评价指南不能涵盖的关键技术等问题所进行的

沟通交流。

沟通交流会议经申请人提出，由药审中心项目管理人员

（以下简称项目管理人员）与申请人指定的药品注册专员共

同商议，并经药审中心审评团队同意后召开。

第三条 沟通交流的形式包括：面对面会议、视频会议、

电话会议或书面回复。鼓励申请人与药审中心通过电话会议

沟通。沟通交流的提出、商议、进行，以及相关会议的准备、

召开、记录和纪要等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沟通交流会议适用于中药、化学

药和生物制品研发过程和注册申请技术审评中的沟通交流。

第五条 申请人与审评团队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可就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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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问题充分阐述各自观点，形成的共识可作为研发和评价的

重要参考。

第二章 沟通交流会议类型

第六条 沟通交流会议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会议，就

关键阶段重大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一）Ⅰ类会议，系指为解决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安全性问题和突破性治疗药物研发过程中的重大技

术问题，或其他规定情形，而召开的会议。

（二）Ⅱ类会议，系指为药物在研发关键阶段而召开的

会议，主要包括下列情形：

1. 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为解决首次递交临床试

验申请前的重大技术问题，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问题进行讨

论：现有研究数据是否支持拟开展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受

试者风险是否可控等。申请人准备的沟通交流会议资料应包

括临床试验方案或草案、已有的药学和非临床研究数据及其

他研究数据的完整资料。

2. 药物Ⅱ期临床试验结束/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前会议。

为解决Ⅱ期临床试验结束后和关键的Ⅲ期临床试验开展之

前的重大技术问题，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问题进行讨论：现

有研究数据是否充分支持拟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对Ⅲ期临

床试验方案等进行评估。

3. 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前会议。为探讨现有研究数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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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满足药品上市许可的技术要求，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问题

进行讨论：现有研究数据是否支持药品上市许可的技术要求。

4.风险评估和控制会议。为评估和控制药品上市后风险，

在许可药品上市前，对药品上市后风险控制是否充分和可控

进行讨论。

（三）Ⅲ类会议，系指除Ⅰ类和Ⅱ类会议之外的其他会

议。

第七条 申请人有以下情形的，可根据拟开展研究或申

报情形，对照上述Ⅱ类会议的规定提出相应类别的沟通交流。

（一）申请附条件批准和/或适用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

应与药审中心沟通交流确认后，方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递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二）首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申请人原则上应当向

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并在确保受试者安全的基

础上，确定临床试验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实施临床试验的可

行性。

对于技术指南明确、药物临床试验有成熟研究经验，申

请人能够保障申报资料质量的，或国际同步研发的国际多中

心临床试验申请，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国家和/或地区已获准实

施临床试验的，申请人可不经沟通交流直接提出临床试验申

请。

（三）预防用、治疗用生物制品上市许可申请前，申请

人原则上应当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四）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包括药物Ⅱ期临床试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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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前，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前等关键阶段，

申请人可以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五）其他规定的Ⅱ类会议情形。

申请人有以下情形的，可根据拟开展研究或申报情形，

对照上述Ⅲ类会议的规定提出相应类别的沟通交流。

（一）拟增加新适应症以及增加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的

临床试验申请，申请人应结合新适应症以及与其他药物联合

用药特点，在已有数据基础上开展相应的研究，必要时可与

药审中心沟通交流。

（二）临床急需或治疗罕见病的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关键

技术问题，申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三）复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或再评价品种的重大研

发问题（参比制剂的选择、生物等效性的评价标准等），申

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四）复杂的重要非临床研究（致癌性研究等）的设计

方案，申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五）审评过程中，申请人收到问询式沟通交流、发补

通知后，认为存在技术分歧的，以及对综合评估结果仍有异

议的，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六）对前沿技术领域药物，申请人可在研发过程中提

出沟通交流申请。

（七）药品上市后发生变更的，特别是生物制品、中药，

持有人可就变更类别、支持变更的研究事项、上市后变更管

理方案等现行法规和和指导原则没有涵盖的问题提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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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八）临床试验期间，对于安全性评估及风险管理存在

问题的，申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九）上市后临床试验设计等其他情形。

第三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提出与商议

第八条 召开沟通交流会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提交的《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附 1）和《沟通

交流会议资料》（附 2）应满足本办法要求；

（二）《沟通交流会议资料》应与《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表》同时提交；

（三）参加沟通交流会议人员的专业背景，应当满足针

对专业问题讨论的需要。

第九条 符合上述沟通交流条件的，申请人应通过药审

中心网站“申请人之窗”提交《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和《沟

通交流会议资料》，申请时应注明沟通交流的形式。

第十条 项目管理人员收到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后，应在

申请后 3 日内按上述要求完成初步审核，存在资料不全等不

符合情形的，直接终止沟通交流申请；符合要求的，送达相

关专业审评团队。

经审评团队审核，认为会议资料不支持沟通交流情形的，

直接终止沟通交流申请。

第十一条 确定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项目管理人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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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会议日期后 5 日内通过“申请人之窗”告知申请人，

包括日期、地点、注意事项、需进一步提交会议讨论的资料，

以及药审中心拟参会人员等信息。

第十二条 有以下情形的，不能召开沟通交流会议：

（一）拟沟通交流的问题，还需要提供额外数据才具备

沟通交流条件的；

（二）申请人参会人员专业背景，不能满足沟通交流需

要，无法就技术问题进行沟通的；

（三）不能保证有效召开会议的其他情形。

不能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项目管理人员应当通过“申请

人之窗”说明具体原因。申请人需在完善相关工作后，另行提

出沟通交流。

第十三条 确定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Ⅰ类会议一般安

排在申请后 30 日内召开，Ⅱ类会议一般安排在申请后 60 日

内召开，Ⅲ类会议一般安排在申请后 75 日内召开。

第四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准备

第十四条 申请人应按照《沟通交流会议资料》要求通

过“申请人之窗”提交电子版沟通交流会议资料。

第十五条 为保证沟通交流会议质量和效率，会议前药

品注册专员应与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充分协商，确认时间、地

点、议程等信息。药审中心参会人员应在沟通交流会议前对

会议资料进行全面审评，并形成初步审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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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召开

第十六条 沟通交流会议由药审中心工作人员主持，依

事先确定的会议议程进行，对会前提出的拟讨论问题逐条进

行讨论，过程中提出新的会议资料、产生的发散性问题和临

时增加的新问题原则上不在沟通交流范围内。一般情况下，

沟通交流会议时间为 60-90 分钟内。

第十七条 会议纪要应按照《沟通交流会议纪要模板》

（附 3）要求撰写，对双方达成一致的，写明共同观点；双

方未达成一致的，分别写明各自观点。会议纪要最迟于会议

结束后 30 日内定稿，鼓励当场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

项目管理人员在定稿后 2 日内上传至沟通交流系统，申请人

可通过申请人之窗查阅。会议纪要主要包括会议共识和会议

分歧两部分内容，并作为重要文档存档。

第十八条 药审中心必要时可对会议进行全程录音、录

像，作为工作档案存档备查。申请人及其他参会人员未经许

可，不得擅自录音、录像、拍照等。对涉及申请人商业秘密

和技术秘密的，药审中心应依法予以保密。

第六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延期或取消

第十九条 确定召开会议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会

议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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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键参会人员无法按时参会的；

（二）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等。

一般情况下，会议延期的决定应在会议召开前至少 5 日

告知申请人。会议延期由项目管理人员与药品注册专员商议，

一般延期时间不应超过 2个月。因申请人原因超过 2个月的，

视为不能召开会议，申请人需另行提出沟通交流。

第二十条 确定召开会议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会

议取消：

（一）申请人提出取消会议并经药审中心同意的；

（二）申请人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或已通过书面交流方式

回复的。

一般情况下，会议取消的决定应在会议召开 5 日前告知

申请人。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需要对一般性技术问题进行核实

或咨询时，可以通过“申请人之窗”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平台、

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与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一

般性技术问题的咨询，不对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过程中关键

性技术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在提交药品注册申请时，应指定

1-2 名药品注册专员，并提供药品注册专员的姓名、电话等

具体信息和联系方式，药品注册专员专门负责药品注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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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通过药品注册专员与药审中心进行沟通，项目管理

人员也仅与申请人指定的药品注册专员进行接洽。如果药品

注册专员发生变更，申请人应及时通过“申请人之窗”进行更

新。

第二十三条 药审中心在审评过程中根据需要提出沟

通交流的，参照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由项目管理人员与药

品注册专员商议，确定沟通交流会议时间、议程和资料要求

等。

第二十四条 用于沟通交流的会议资料，应归入申报资

料作为审评依据。提交药品注册申请之前的会议重要资料，

如《沟通交流会议资料》、《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会议纪

要等，由申请人归入申报资料一并提交；审评过程中的会议

资料，由药审中心归入申报资料。

第二十五条 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本办法，不

得通过本办法规定之外的其他方式与申请人私下接触，特殊

情况需经药审中心批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中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8 年 9 月

30 日发布的《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2018

年第 74 号通告）同时废止。2018 年 7 月 27 日发布的《调整

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中与本办法沟通交流要求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1.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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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沟通交流会议资料

3.沟通交流会议纪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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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

一、药物研发基本情况

1.申请人

2.药品名称

3.受理号（如适用）

4.化学名称和结构（中药为处方）

5.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6.剂型、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用药频率和疗程）

7.药物研发策略，包括药物研发背景资料、药物研制计

划、研发过程的简要描述和关键事件、目前研发状态等。

二、会议申请具体内容

1.会议类型：Ⅰ类、Ⅱ类或Ⅲ类。

2.会议分类：如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Ⅱ期临床试验结束

/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前会议、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前会议或风险

评估和控制会议等。

3.会议形式：面对面会议、视频会议、电话会议或书面

回复。

4.会议目的：简要说明。

5.建议会议日期和时间：请提供 3 个备选时间。

6.建议会议议程：包括每个议题预计讨论的时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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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所有议题讨论时间应控制在 60 分钟以内）。

7.申请人参会名单：列出参会人员名单，包括职务、工

作内容和工作单位。如果申请人拟邀请专家和翻译参会，应

一并列出。

8.拟讨论问题清单：建议申请人按学科进行分类，包括

但不限于从药学、药理毒理和临床等方面提出问题，每个问

题应该包括简短的背景解释，该问题提出的目的及申请人对

该问题的意见。一般情况下，一次会议拟讨论的问题不应超

过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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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沟通交流会议资料

1.讨论问题清单：申请人最终确定的问题列表。建议申

请人按学科进行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从药学、药理毒理和临

床等方面提出问题，每个问题应该包括简短的背景解释和该

问题提出的目的。

2.支持性数据总结：按学科和问题顺序总结支持性数据，

如药学、非临床和临床等。

支持性数据总结，应当用数据说明相关研究、结果和结

论。以Ⅱ期临床试验结束会议为例，临床专业总结应包括下

述内容：（1）应提供已完成的临床试验的简要总结，包括数

据、结果与结论，同时应包括重要的剂量效应关系信息，一

般情况下不需要提供完整的临床试验报告；（2）应对拟开展

的Ⅲ期临床试验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以确认临床试验的主要

特征，如临床试验受试者人群、关键的入选与排除标准、临

床试验设计（如随机、盲法、对照选择，如果采用非劣效性

试验，非劣效性界值设定依据）、给药剂量选择、主要和次

要疗效终点、主要分析方法（包括计划的中期分析、适应性

研究特征和主要安全性担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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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沟通交流会议纪要模板

会议类型：Ⅰ类、Ⅱ类或Ⅲ类会议。

会议分类：如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Ⅱ期临床试验结束

/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前会议、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前会议

或风险评估和控制会议等。

召开日期和时间：

会议地点：

受理号（如适用）：

药品名称：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申请人：

主持人：

记录人：

参会人员：包括申请人和药审中心全部参会人员名单。

正文部分：

1.会议目的：

2.会议背景：

3.会议讨论问题及结果：

（1）问题 1：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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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否达成一致：

□是。

共同观点：XXXXXXXXX

□否。

申请人观点：XXXXXXXXX

药审中心观点：XXXXXXXXX

（2）问题 2：XXXXXXXXX

……



 

1 

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 

修订说明 

 

为配合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27 号）的贯彻实施，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

审中心”）组织修订了《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沟通交流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修订背景 

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

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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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结合国家局《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

理办法》（2018 年第 74 号）要求，药审中心进一步规范与

申请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已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交流

机制，鼓励创新药的研发和申报，加快药品上市步伐，推动

行业良性发展。 

2019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提出国

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沟通交流机制，《药品

注册管理办法》进一步对药品注册过程中的沟通交流提出了

新的定位和要求，并规定沟通交流的程序、要求和时限，由

药品审评中心等专业技术机构依照职能分别制定，并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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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配套

文件制修订工作部署要求，药审中心启动了本《沟通交流管

理办法》修订工作。 

二、修订过程 

药审中心于 2019 年底启动了《沟通交流管理办法》修

订工作，在既往沟通交流工作经验基础上，经多次组织研究

形成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 47 家企事业单

位 189 条反馈意见，结合反馈意见修订完善并报国家局审核

同意后形成此发布稿。 

三、主要修订内容 

药审中心从药物研制规律和注册要求出发，本着有利于

药品注册申请人的原则，对《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进行了修

订，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沟通交流程序进行调整和优化 

药审中心结合既往沟通交流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沟通

交流程序进行了优化，采取将《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和《沟

通交流会议资料》由分开提交改为同时提交等措施，以进一

步提升沟通交流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对沟通交流要求进行统一和细化 

为便于药品注册申请人统一不同情形下的沟通交流要

求，《沟通交流管理办法》将《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

批程序的公告》（2018 年第 50 号）、《突破性治疗药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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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试行）》、《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申请审评审批工作程序

（试行）》等文件中关于沟通交流的有关要求进行了梳理，统

一汇总至本办法之中，并进行了明确。如，在第七条中明确

规定申请附条件批准和/或适用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应与药

审中心沟通交流确认后，方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药

品上市许可申请。 

（三）对沟通交流情形进行优化和细化 

为鼓励创新，更好地体现沟通交流的服务属性，在保证

受试者安全性的基础上，将Ⅱ类会议划分为依法应沟通交流、

原则上应当沟通交流、可以沟通交流三类情形，并根据《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将三类沟通交流的情形和要求

进行了明确和细化： 

1.依法应沟通交流：对于申请附条件批准和/或适用优先

审评审批程序的，申请人应当按要求提出沟通交流申请，与

药审中心沟通交流确认后，方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2.原则上应当沟通交流：首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预

防用和治疗用生物制品上市许可申请前，申请人原则上应当

进行沟通交流，对于此类沟通交流情形，强调体现申请人的

主体责任，在实施通知中明确告知申请人如认为无需沟通，

可在申报资料中对无需沟通理由作出说明并承诺自担风险。 

3.可以沟通交流：对于其他的沟通交流情形，均列为可

以沟通交流的情形，不再作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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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沟通交流管理办法》修订期间，药审中心对收到的反

馈意见进行了组织研究，酌情采纳了大部分反馈意见，同时

对未采纳意见进行了梳理分析，涉及到业界呼声较高问题，

包括沟通交流过程允许补充资料和缩短沟通交流等待时限

等，为回应社会关切，现将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沟通交流过程中补充资料的问题 

本《沟通交流管理办法》第十条设置了项目管理人员和

审评团队两级审核，项目管理人审核后认为存在资料不全或

经审评团队审核后认为会议资料不支持沟通交流的，均按直

接终止沟通交流申请办理，不再要求申请人补充资料。此类

设置主要是为了保障沟通交流质量和效率，以尽快筛查出完

全不具备沟通交流条件的申请并反馈申请人，避免无效和低

质量沟通，同时也是对申请人应做好沟通交流前期准备的要

求，良好的沟通应是基于充分准备的沟通。 

对于通过两级审核满足沟通交流条件的申请，《沟通交

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中也设置了补充资料通道。在沟通交

流过程中，经审评团队审核需申请人补充提交资料的，依然

允许补充资料并相应延长处理时限。 

因此，两级审核有一定必要性，故未采纳允许未满足沟

通交流要求的会议申请通过补充资料形式来延长会议处理

时限的反馈意见。这既有利保护申请人的利益，避免占用沟

通交流通道情形影响公平性，也有利于提高沟通交流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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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缩短沟通交流时限 

鉴于我国审评资源和行业发展现状，未予采纳缩短沟通

交流时限的反馈意见，但将采取以下方式优化沟通交流管理，

一是优化沟通交流的情形，强调申请人的主体责任；二是持

续深入推进审评依据公开工作，大力推进指导原则体系建设

等，进一步明确技术要求，减少沟通交流的必要性；三是优

化沟通交流程序，提高沟通交流处理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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