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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是基于深度行企研判的全资本生命周期服务专家，致力于成为企业资本价值的加速…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医药行业的迅猛发展，药用玻璃行业作为医药包装产业中的重要一环，在

高质量、低碳化发展进程中，产业升级和产品迭代正在不断推进。

在此背景下，国内领先的行企研究原创内容平台头豹研究院，正式发布《2023年中国药用玻璃市场

研究》报告，旨在分析中国药用玻璃行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虽然各类包装材料以自身独特的性能优势在药用包装领域相互竞争、相互替代，但是传统玻璃

包装凭借其良好的理化性质，是中国应用最早、覆盖面最广的药用包装材料之一，尤其是注射

剂和口服液体制剂最重要的包装材料，约70%以上的药用玻璃产品用于注射制剂的包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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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玻璃和药品的相容性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而推动药用玻璃的持续研究与不断升级至关

重要。

中国药用玻璃高质量发展依赖于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药用玻璃建立产业链上下游链接、促进国际化合作、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是加快药用玻璃技

术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因素。药用玻璃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能源供应商，中游为药

用玻璃生产厂商，下游为制药企业。

原材料的产量、价格、供应质量对药玻行业的生产销售有着重要的影响，上游行业的稳定是整个行业健

康发展的基础。

以美国康宁产品Corning51-A的原料构成来计算其价格变化对其成本的影响（敏感性分析）为例：影响

配合料价格的主要原料为硼酸硼砂、石英砂、氧化铝和纯碱，它们分别占总成本的38%、11.4%、7.3%



和6.7%。因此，这些主要原料市场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每吨药用玻璃的成本，其敏感性越高，关注度

越大，是企业考虑流动资金、库存备料、定产安排、销售价格及利润预期定位的敏感数据。

药用玻璃行业中游有三种企业经营业态组成，分别有龙头制药企业、主营部分药包材企业和兼营部分医

药包装材料企业。全国药用玻璃制造企业数量超过300家，产业链中中硼硅玻璃的头部企业主要集中在山

东省、江苏省等沿海地区以及河南、河北等内地工业发达地区。

药用玻璃行业下游的医药行业需求弹性低，整体行业增长平稳，而对药用玻璃质量的要求逐步提升。由

于关联审评审批制度的实施，行业下游的医药制造企业与药用玻璃制造企业的合作粘性加强；龙头药用

玻璃企业具备独有的品牌认可度，和长期业务往来的制药企业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硼硅药用玻璃产品占比较低，整体行业需要向高端高质转型

从中国市场看，2021年，医用玻管市场总量大约年产量65万吨左右。目前低硼硅白料、黄料以及钠钙黄

料年生产总量约55万吨，中硼硅白料、黄料年产总量近10万吨。随着中硼硅玻管的发展、进口玻管的国

产化以及出口量的提高，未来几年中硼硅玻管有望与低硼硅/钠钙料玻管各占市场半壁江山。

中国药用玻璃市场空间从2017年的180.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1年286.1亿元人民币，于2017至2021

年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2.2%。随着产能过剩与竞争加剧，小、乱、散与低端线的清出，预计未来五

年市场增长渐趋平稳态势，年复合增长率水平在9.3%左右。目前，中国药用玻璃市场中中硼硅产品占比

仍较低，与国际上占比40%相较有较大差距，整体行业需要向高端高质转型，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中国药用玻璃市场端供给过剩，产线端产能过剩，供需失衡

从需求端来看，2018年，中国药用玻璃全年使用总量约为30万吨，中硼硅玻璃全年总量约2.2万

吨，占比仅为7.3%。据测算，2022年中国中硼硅玻璃年需求总量为5万吨，预计至2025年，年

需求总量或将增长至20万吨。在供给端，2022年，中国中硼硅玻璃的全年产量为9.3万吨。预计

2023年，中国药用玻璃全年总产量或约65万吨，其中中硼硅玻璃年产量可达14.6万吨，占比为

22.4%，占比持续提升。

从整体市场来看，自2021年起，随着技术的发展、政策的倡导以及市场替换升级的推动，中硼硅

玻璃的产量逐步大于需求量，且增速逐年递增。若产能照现有速度扩张，预计至2025年，中硼硅

玻璃年产量将扩大至32.3万吨，超出预计年需求量12.3万吨。加之头部企业的中硼硅玻璃不断放

量，或压缩低硼硅和钠钙玻璃的市场空间，市场因此出现产能过剩现象，造成供给和需求结构失

衡。



从产线端来看，2022年，中国中硼硅玻璃生产线已有45条，已投或在建产线为8条，中硼硅玻璃每条产线

日产约为5-8吨，总产量最低为7.7万吨，满产产量为12.2万吨，相较于2022年中硼硅玻璃年需求量5万

吨，已明显产能过剩。预计至2023年底，中国或将建成70条中硼硅玻璃生产线，最低产量为12.0万吨，

满产产能为19.0万吨，相较于年需求量或将呈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随着技术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国家政策的提倡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药用玻璃产品中，中硼硅玻璃

的优势和机遇被市场所认可和推崇，更多的玻璃制造商已投产或将建立中硼硅玻璃的生产线，这或将导致

其余药用玻璃如低硼硅、钠钙玻璃的生产制造企业面临市场空间被挤压、利润空间下降和转型难等痛点。

中硼硅玻璃的扩产将迅速挤压低硼硅、钠钙玻璃的市场空间，加速整个药用玻璃行业产能过剩现象。低硼

硅和钠钙玻璃产品附加值低、利润薄，以大量生产和销售为主要盈利模式。中硼硅玻璃的扩产或将严重冲

击低硼硅和钠钙玻璃企业，由于产量大量消减，产品将从微利降至无利。中硼硅玻璃国产替代势在必行，

然而中国药用玻璃市场已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现象。由于技术壁垒高、资金难题和市场认可度低，低硼硅和

钠钙玻璃企业极难转型，80%以上的企业将因为产能过剩、市场萎缩、利润空间低而被迫退出市场。



虽然当今国产中硼硅玻管技术与全球仍存在较大差距，但部分企业如主营建材、光伏等玻璃龙头企业和生

产低硼硅、钠钙玻璃的制造企业因看好中硼硅玻璃市场前景而涌入，然而，药用玻璃行业的技术积累与获

客途径亦存在壁垒，跨界玩家产能进入原本市场造成无序竞争，挤压原有供应秩序，打破供需平衡。

在药用玻璃下游应用端需求增长平稳，且部分药用玻璃玩家产品同质化较高的前提下，若出现跨界玩家与

转型玩家涌入市场，形成阶段性产能过剩而引发供需矛盾，可能产生供需错配的风险，则易引发激烈价格

战，从而导致行业陷入低质低价的风险，不利于行业的有序发展和技术创新。

以中硼硅行业为例，在产能趋于饱和时，若继续无视供需关系，可能导致“市场需求高质量产品-中硼硅玻

璃需求增加-产能过度扩张-供给过剩-通过降价抢占市场-行业陷入无序竞争，技术创新停滞”的演化。

市场痛点：行业集中度低、附加值低、研发投入较低、高能耗困境 ”

除头部企业外，中国药用玻璃行业内仍以小、散、乱企业为主，且处于低水平、无次序的竞争阶段。市

场陷于低层次、盲目性、低效率及多变化的状态中，不少钠钙甚至低硼药用玻璃承受过剩的压力并岀现

以次充好的不良现象，这缘于中小药用玻璃企业企业自我寻求生存、得过且过，苟安一隅使得产业集中

度低下，耗能大、品质差。因此需通过政策的执行，促使产能落后的企业退出市场；须依照法规淘汰落

后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装置，提升产品等级，优化行业竞争格局，不断提高药用玻璃行业集中度。产业并

购方式形成扩张能力，加大对药用玻璃产业投资。



中国药用玻璃产品总体而言附加值低、利润薄。需通过政策扶持和战略规划等政策手段推动本土药用玻

璃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改善目前低附加值的局面；各药用玻璃企业产品须向高精度化、高档化、轻量

化、包装机械化方向发展。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个类特药、新药及各类生物制剂、冻干制剂、疫

苗、血液制品等高档药品，对玻璃包装的性能与材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企业向更多高附加值的药

用玻璃产品进发。中国本土药用玻璃企业若要打造国际头部企业的成功商业模式，需依靠持续不断的资

本注入、源源不断的利润输入和人才引进，形成投入生产与研发的良性循环，实现高质量、高附加值的

技术与产品的同步发展。

中国药用玻璃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强度较低、创新能力差、自主发展能力差和基础研究不足等现象。

无论是跨国药用玻璃企业在中国地区的业务组织，还是中国本土的药用玻璃企业，需做大做强，企业获

得足够的利润，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研发和装备升级，从而实现良性循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获得强劲

的自主发展能力；头部企业虽加大研发经费支出，但因低效或无效的研发投入，在入不敷出的现金流情

况下造成巨额亏损，产生破产关停的风险。

药用玻璃的产品性质和工艺特点决定了其属于高能耗行业。在能耗双控的背景下，药用玻璃行业须在政

策上确定并落实能耗管理方案和降碳改造的实施。以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方式，将促使能效在基准线以下

的企业加快退出。通过政策的执行，推动产能落后的企业退出市场，依照法规淘汰落后的和工艺技术和

生产装置，优化行业竞争格局，营造良性竞争氛围，促进并提高药用玻璃行业的集中度。在淘汰落后产

能的进程中，能耗水平先进的头部企业应被政策优待或扶持，从而在提升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助

力头部企业加快扩大市场份额，在引导行业良性发展中，着重清退小、乱、散企业，从而最大限度地节

能减排。

行业可持续发展展望 ”

延伸产业链，研发新器型：如大力开发高质量国产中硼硅棕色玻璃管产品，弥补中国与国际市场差距；

扩展适用剂型：目前中国市场多为中硼硅小容量管制瓶，需增加中硼硅模制瓶的生产以扩宽产业链规格；

加大延伸供应链：在过去三年全球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部分原材料供应短缺造成订单推迟，促使企业加

强与就近供应商合作，以保证行业在原料端的按时供应，提升产品的交付效率和及时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