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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药物生产与流通  

  一、医药企业的整顿与改革 
  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等八个部委于1979年5月15日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
在全国开展整顿药厂工作的报告》，国务院于同年6月8日以国发［1979］144号文件
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各部委。经过必要的准备工作，于1980年初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整顿药厂工作。 
  重新审批颁发营业执照全国纳入整顿药厂范围的制药企业共2465个，经过整顿批
准保留了1833个；关停并转632个（包括自行关停的企业）；批准保留的制药企业颁
发了制药企业营业执照，作为准予生产药品的合法凭证。整顿药品品种，重新颁发生
产批准文号。改善了制药企业的生产条件、加强了企业管理。制止乱办药厂和取缔游
医药贩。 
  据年底统计，医药工业企业整顿验收合格总数为1068个，占列入整顿规划总数的
80.3%；医药商业企业整顿验收合格总数为2087个，占列入整顿规划总数的73.6%。列
入《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整顿规划》的60个医药工业企业中，已有59个整顿验收
合格。国家医药管理局直属的9个工商企业已全部完成全面整顿任务，医药企业1984
年整顿验收合格的累计进度达到了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和医药行业年初提出的预定
指标。 
  1986年企业整顿工作全面完成，基础工作得到加强，列入全国企业整顿规划的
1320个医药工业企业和2919个医药商业企业，已全部完成整顿任务并已验收合格。 
  国家医药管理局于1989年7月19日下发《关于加强医药批发市场管理的通知》，
12月2日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联合印发《关于集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零售药品
的规定》，与参加联合调查的有关部门共同起草《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医药市场的意
见》上报国务院。 
  1990年5月5日，国务院以国发〔1990〕29文件批转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治理整
顿医药市场的意见》，同年6月上旬即召开了各省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医药局局长参
加的全国治理整顿医药市场工作会议，提出了贯彻国务院29号文件的方针、目标、措
施和工作步骤。 
  据28个省市不完全统计经营药品批发业务的单位有5万多个，已撤并17000多个，
正在研究或提出撤并方案的8000多个。 

  二、医药工业 
  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医药工业的发展，确定了“以发展原料药为主”
的方针。在重点发展原料药的同时，积极发展药物制剂生产，到1952年，针剂产量比
1950年增长6.3倍，片剂增长5倍；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针剂产量又增长为
1952年的8.6倍，片剂为8.5倍；1979年建国30周年时，我国的药物制剂工业已经具有
了一定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在医药工业系统已有制剂厂330多个，能够生产的药物
制剂已达3000多种。1955年起，大批量合霉素、氯霉素、磺胺药等原料药生产车间也
在此时相继建成投产。以生产抗生素为主的华北制药厂和以生产磺胺药为主的太原制
药厂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建成投产。至1959年，全国建立起一批化学制药工业，在
老厂的基本上，十年中改造、扩建和新建的车间就有140多个。 
  1964年试办医药工业托拉斯，成立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粉碎“四人帮”以后，医药工业狠抓了药厂整顿工作，到1979年，中国医药工业
公司系统已有经过整顿的药厂680多个，职工近30万人，能生产各种化原料药1000多
种，30多种剂型，3000多个品种的制剂，全国已建成技术比较先进的药厂38个，为药
厂配套的制药机械、药用玻璃、辅料和包装材料等厂家共50多个。1979年全国十二大
类化学药品产量达到4.1万吨，工业总产值59亿多元，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1982年新鉴定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有26项，其中采用乙炔、丙酮连续炔化法合
成维生素E中间体-异植物醇新工艺，使原料成本大幅度下降，其它科研项目都取得了
可喜的进展。 
  1983年化学医药工业总产值完成82亿元，比1982年增长13.17%。 
  1984年化学医药工业总产值完成87.8%亿元，比1983年增长15.4%；十二大类原料
药产量完成5.2万吨，比1983年增长9.6%。 
  1985年是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化学医药工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化学医
药工业总产值完成105亿元，比1984年提高16.69%。 
  1986年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化学医药工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工业总产值
完成126亿元，比1985年增长17.76%；按工业普查要求，原料药产量计划由原12大类
调整为24大类，24大类原料药产量完成6.3万吨，比1985年增长8.3%；销售收入超过
100亿元，比上年提高约20%；实现利税19亿元，比上年提高10%；1986年药品出口创
汇达3.19亿美元，增长较大。 
  1987年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年，工业总产值完成156亿元，提前两个月完成年
计划，较1986年增长22.7%；24类原料药完成6.5万余吨,比1986年增加3.52%。 
  1988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91亿元，与1987年相比,增长23.25%。主要原料药产量完
成7.18万吨，药品销售额达129亿元，生产青霉素1700吨，大输液4.8亿瓶，使这两种
最紧缺的常用药品供应得到缓和。 
  1990年是“七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化学制药工业遇到了资金短缺、销售不畅等
较大困难。由于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在各级领导部门的支持和全体
职工的努力下，生产较上年仍有增长，工业总产值完成237亿元，比89年增长
15.96%；24大类计划品种产量完成8.4万吨，比1989年增长5.22%；销售收入195.1亿
元，比上年增长12.42%。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效益下降，实现利税18.95亿元，比上年
下降22.47%。 

  三、医药商品供应 
  1949年后，国营医药商业处在双重困难之中，一方面国内资本主义势力趁国营医
药商业基础薄弱，争夺医药市场，大搞投机倒把；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实行封锁、禁运。1949年9月军委、卫生部在全国第二届药工会议上制定了“发
展原料药生产为主”与“先国内、后国外；先社会主义国家、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
针，经过各地医药部门的努力，很快就使过去一向依靠进口的青霉素、磺胺等品种相
继投入生产，保证了供应。 
  十年动乱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使医药商业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削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1978年
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医药管理总局，1979年召开了全国医药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以需定产、截长补短、以长创新做到适销对路”等原则。医药商业从扩大
购销、疏通供应渠道改善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作了努力取得了成效。自1989年以来，
一些紧俏品种由紧转缓，部分品种甚至变为长线市场出现让利竞销状态，比如氨苄青
霉素针，庆大霉素针等大宗品种的商品库存增加；药品价格相对稳定，当前的价格水
平除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外，同时也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波动，这是医药工业总
量失衡、产大于销的必然现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2年全国各级医药经营单位配合各级计
划生育部门，对18种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的生产、收购、分配和调拨进行专门安排。在
全国各地城镇的医药商店大都设有避孕药具免费发放专柜，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供应
发放网，方便群众领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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