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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医药高新技术产业，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和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 入世后，随着与国 

际知识产权法规的接轨，国内医药领域的研发工作更加强调原创性，这就意味着过去一直以仿制化学药为主的医药产业 

结构必将发生改变。在此转变时期，以江苏省这个经济、科技和人口大省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在充分分析现状和需求的 

基础上进行战略调整研究，以促进医药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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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 

1．1 企业发展规模需求 

目前江苏省共有医药企业 345家，其中 

苏南 2l7家、苏中70家、苏北58家，高新技 

术企业(高新区内产值超过 l 000万、高新 

区外产值超过3 000万、利税率超过20％、 

研发经费投入超过产值的5％且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企业)占一半以上，呈现南密北疏 

的分布状态，其中苏南地区5个城市就占了 

全省的70％。在销售收入方面，苏南地区在 

全省遥遥领先，人人超过苏中和苏北地区。 

苏中地区虽然医药企业数量远比苏南地区 

少，但是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却是苏南地区 

的3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苏中地区有 

几个规模大、销售收入排在全省前列的医药 

企业，最具有代表的是扬子江药业集团，它 

的规模和销售额不但在江苏省是一枝独秀． 

而且在全国医药企业中也是名列前茅。但 

是，江苏省具有较大规模的医药企业和占有 

一 定市场份额的药物太少，大部分医药企业 

仍然是小规模维持性运转。据不完全统计， 

江苏省的345个医药企业中，只有江苏扬子 

江药业集团公司的销售收入突破了 l0亿 

元，达54亿多。但是，从江苏省的总体情况 

来看，“一小二多三低”现象突出：一小：企业 

规模小；二多：企业数量多、产品重复多；三 

低：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低、生产能力利用 

率低。具有较大规模的医药企业和占有～定 

市场份额的药物并不多，大部分的医药企业 

是小规模地运转，与整个国家的情况非常相 

似。这样的企业在我国进入WTO、医药市场 

逐渐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是缺乏竞争力的，并 

且大量小企业的存在反而会分散有限的资 

源，增加低水平的重复生产，不利于实现省 

内医药产业做大做强的目标。因此，在今后 

的“十～五”期间，政府应当考虑加强宏观调 

控，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利用新药产业化 

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方法，让有能力 

发展起来的企业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 

进其更优更强，而经营不善能力不强的企 

业，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杠杆逐渐淡出或被有 

能力发展的企业合并，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 

恶性竞争。 

1．2 医药产品发展需求 

从医药产品的发展趋势分析，提示我们 

要加强生物技术药的发展。图 l显示了江苏 

省进入国家火炬计划中的各类药品在3年 

中的净产值的总体情况，即投入与产出之 

差，从量上反映了这几类药品产业化的总体 

情况。其中化学药的项目数占了绝大多数， 

总的净产值也相应较多；生物技术药和中药 

由于项目数较少，总的净产值也较少。从该 

图可以看到，省内在进入火炬计划的药品中 

化学药仍然为重点，这是由于化学药的研究 

开发主要以追踪仿制为主，医药企业在药品 

研制的过程中相对于生物技术药而言：技术 

需求低、研究周期短、经费投入少、承担风险 

小⋯。因此出于经济的考虑，医药企业更愿意 

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化学药上，这样一方面 

的确促进了省内化学药产业化的发展，但另 

一 方面对生物技术药和中药的过少投入却 

不利于这些约品的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 

药，20o1-2003年期间呈现下降趋势。当今世 

界生物技术发展迅速，生物技术药在医药领 

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国际和国内的其它 

省市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 

这一领域，其它省市的火炬计划中纳入了大 

量的生物医药企业和相关的药品，而省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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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药的发展仍然滞后，长期如此必然会 

导致在生物医药领域落后于其它省市。在中 

药方面，火炬计划中的相应产品项目尽管逐 

年增多，但增长有限，而销售净产值却增长 

较为迅速，产业化进程良好，显示了可喜的 

发展态势。我们应该继续发挥优势和特色， 

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降低成本，以质优价 

廉的产品，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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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苏省各年火炬药品的净产值 

资料来源：江苏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江苏省生产 

力促进中心。 

图2反映的是江苏省火炬计划中的各 

类药品在3年中的平均净产值的情况，扣除 

了项目数的差异，从效果上反映了这几类药 

品的产业化情况。从总体情况来看，化学药 

和中药的产业化情况较好，其中化学药和中 

药的平均净产值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产业化 

成效显著。而生物技术药呈下降趋势，表明 

省内在生物医药领域投入还相对比较薄弱， 

影响了生物技术药的产业化进展，有必要在 

未来的几年里加大对生物医药领域的投入， 

加强生物技术药的研究，以推动生物技术药 

的发展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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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江苏省各年火炬药品平均净产值 

资料来源：江苏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江苏省生产 

力促进中心。 

从销售额来看，化学药占领了主要的市 

场份额，而生物技术药、中药较接近(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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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在省内各类药物中一直占大部分的 

份额，但与国际和国内其他省市相比，省内 

的这些化学药并不占优势，发展趋势也趋于 

平稳。而生物技术药和中药在各年都只占了 

很小的比例，项目数和销售额总量都反映出 

是省内的弱势，但从平均销售收入来看，生 

物技术药和中药与化学药相当，有一定的强 

度，而且发展趋势也开始处于上升的阶段。 

也就是说，虽然省内的生物技术药和中药被 

评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并不多，但被评为高新 

产品的这些药品获得了很大的市场认同，销 

售收入在同类产品中也有竞争优势。应该在 

这些产品上加大投入，同时进行技术改造以 

使这些产品进一步成熟，形成省内的特色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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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江苏省医药高新技术产品销售图 

1．3 医药知识产权需求 

以江苏省 1999～2003年5年中每年销 

售额为榜首的药物进行知识产权情况的调 

查(见附表)，结果在这5年中有4个年份年 

销售额居于江苏省首位的药品都是仿制国 

外拥有知识产权的通用名化学药，只有2001 

年的生物技术药——“促肝细胞生长素”例 

外，目前该药在国际上尚未查到相关的专 

利。由此可见，化学药虽然是江苏省新药销 

售的主力军，但同类产品的知识产权在国际 

上基本都已被大量申请，因此江苏省的化学 

药新药虽然销量很好，但与国际国内的同类 

产品相比大部分属于“模仿性创新”药物，缺 

乏原创性。虽然当前无论是在江苏省300多 

家还是在全国范围内的6 000多家医药制 

造企业，几乎都以生产通用名药物为主，不 

过这种情况将会随着政府系统范围内的保 

健项目改革，医院采购程序的改进而逐渐改 

变[El。品牌通用名药物之间的激烈竞争将会 

使厂商所获得的利润大大降低，只有努力开 

发创新药物才能从中获得收益。相对而言， 

生物技术药虽然目前在新药中所占比例很 

少，甚至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由于我国 

的生物技术研究是几乎所有学科中距离发 

达国家前沿水平最近的一个学科，因此生物 

技术药也是医药企业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 

最有条件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药物的 

一 个品种，一旦研发成功，凭借其原创性高、 

发展潜力大的特点，将会成为制药企业长期 

盈利的品牌产品。 

附表 1999—2003江苏省新药销售 

榜首药物知识产权状况 

年度 药 物 所属类别 

1999罗红霉素胶囊 化学药 170 

2OOO拉米夫定片 化学药 385 

2001促肝细胞生长素 生物技术药 无 

2002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学药 l8 

2003盐酸左氧氟沙星 化学药 ll5 

资料来源：江苏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江苏省生产 

力促进中心、WWW．cpo．cn．net 

2 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思路与对 

策措施 

2．1．整合资源，调整结构 

基因组密码破译的结果表明，人类的疾 

病多直接或间接地与基因有关，人类疾病是 

基因组信息与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这 

一 概念已经确立。可以预测，生物技术药将 

迅猛发展并成为医药产业发展中新的增长 

点。相比较于国外医药生物技术的发展，国 

内在这一领域依然落后，但就生物技术药与 

化学药的发展程度相比，差距要小得多，而 

且在某些方面已有很好的态势。因此，调整 

产业结构，以发展生物技术药为重点，是在 

客观分析形势后，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带动 

医药产业整体发展而进行的战略部署。根据 

目前全国及江苏省医药产业发展中化学药 

和中药所占比例较大的现状，我们可以以化 

学药、中药为主流产品，以生物技术药为新 

的增长点的格局，构筑产业融合和发展平 

台，形成区域集聚优势，最终促进生物技术 

与医药产业集群的崛起。[41 

2．2 重点扶持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的医药企业 

目前江苏省具有较大规模的医药企业 

和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药物并不多，大部分 

的医药企业仍然是小规模的重复生产。这样 

的企业在我国进入WTO，医药市场逐渐与 

国际接轨的时候明显缺乏竞争力，而且大量 

小企业的存在反而会分散有限的资源，增加 

舢姗舢㈣ 砌姗砌 。 



低水平的重复生产，造成资源浪费和恶性竞 

争。因此，在今后一段期间，政府必须加强宏 

观调控，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法，重 

点扶持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和有自主知识产 

权、发展前景明朗的企业。 让有能力发展起 

来的企业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帮助和支 

持他们更优更强，而经营不善能力不强的企 

业，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杠杆逐渐淡出或被有 

能力发展的企业兼并[51，最终在有发展前景 

的企业中造就出几个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在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上具备参与国际竞 

争的实力。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和规避产业化 

初期的不确定风险，而且可以通过一些大型 

企业的迅速崛起，带动省和国家医药生物技 

术产业的发展。 

2．3 促进学科技术的交叉渗透融合 

未来医药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将越来 

越依赖于生物学与化学、计算机科学、信息 

学及工程技术等多学科的交融，这已成为国 

际科学界的一种共识。由于科学越来越技术 

化、技术越来越科学化，高技术也是基于科 

学的技术，科学一技术一开发一生产不再是 

串连延伸而是平行发展的关系，这在当前生 

物医药发展的前沿领域中显得尤为突出，通 

过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就会产生新 

的研究领域和新技术。这些都将为创新药物 

的研究开发产生长远和决定性影响。因此， 

要求研究者和生产经营者都要从社会需求 

和发展目标所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出发，善 

于从多学科交l叉渗透融合的角度来思考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2．4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应面向市场，强 

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加快科研 

体制改革步伐。促使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 

把经营机制引入科研体系中，扶植与强化企 

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研究单位和企 

业的结合势在必行。这并非简单的结合，而 

是智力、资金的相互渗透、相互投资。企业要 

想获得超常效益，应早期投入并承担风险。 

但研究机构应有整体效益意识并注重效率， 

对企业的投入要用好资金，形成良性互动的 

局面。由于目前未能很好地理顺相关体制， 

未能很好地合理分配产、学、研各方的利益， 

因此“产、学、研”成功结合的例子很少，不解 

决好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医药生物技术的及 

时转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对此，政府可以发 

挥其他任何各方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2．5 政府构建综合配套的发展平台 

医药产业是典型的创新一资本推动型 

产业，政府应从创新、制造、流通和服务4个 

产业环节人手，构建集创业孵化区、科技产 

业区、贸易商业区、配套服务区4个功能区 

于一体的产业基地，以此作为产业模块的发 

展平台，兼顾科研与产业化的关系，推动基 

地和产业共同发展[61。产业模块包括：①企业 

群体：由化学、生物和中药制药三大领域的 

国内外生产型企业组成，是医药产业基地发 

展的主体，也是医药产业基地创新体系的主 

体。 研究开发：建设医药产业创新一产业 

化研发中间试验平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 

面上集成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的资金、资产 

和资源，为医药产业发展服务。③孵化创新： 

为了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拥有核心技 

术和创新能力的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医药 

产业基地将建设医药企业专业孵化器，建设 

适合试验和生产用的标准厂房，为企业提供 

流程服务。 专业服务：依托高校或研究院 

所，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健全为医药产 

业服务的技术支撑体系，提高基地技术创新 

和产品开发的水平。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 

建立生物信息中心、新药筛选中心、实验动 

物中心等专业服务体系和服务于医药产业 

的专业中介机构。⑤投资平台：创新的产业 

化离不开金融的强大支撑，因此，基地产业 

发展需要利用多种渠道，建立一个能有效整 

合政府、银行、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资金的 

金融支撑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以资金为纽 

带，将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在医药企业实现 

产业化，同时增强这些企业的科研能力，进 

一 步形成这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为医药 

企业孵化等提供风险投资。 

2．6 建立虚拟的战略联盟 

近年来国际上医药企业与高等院校或 

研究机构间、医药企业与生物技术公司尤其 

是具有核心技术的中小型技术公司间、医药 

企业与产业专业机构间以及医药企业 自身 

之间的合作频繁发生，这样既给市场能力低 

下、销售网络缺乏、资金短缺，但技术领先、 

效率显著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了持续发展 

的机会，又给那些大型医药企业提供了缩短 

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的好处。 完成一个 

完整的新药研发工序耗资巨大，且周期一般 

都在10年以上。 这一过程由单一的医药企 

业来完成不但有巨大困难，而且这与目前江 

苏省乃至全

符，我们应该依据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 

则，鼓励组建虚拟的战略联盟，例如网络型 

产业联盟，从而避免因重复建设所造成的巨 

大浪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竞争优势。 

图4 

参考文献： 

[1]胡侠，林晔．美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研究[J]．卡} 

技进步与对策，2003，(7)：97—99． 

[2]孙立冰．江苏省与国内外药品专利申请情况的 

比较与思考[J]．江苏药学与临床研究，2003，(5)． 

[3]黄辉．世界制药工业的趋势及中国制药业的对 

策[R]-第七届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2oo3， 

9． 

[4]Tony Zhang．Global Market Entry Strategy and 

Point—A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R]．第七届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 

坛 ，2oo3，9、 

[5]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高技术产司等、中国生物 

技术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oo3． 

[6]沈宝昌．构筑产业融合发展平台，促进发展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R]．第七届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论坛，2003．9． 

[7]褚淑贞，李庆平．浅议医药企业的虚拟化经营 

[J]．上海医药，2ool，(3)：103—105． 

(责任编辑：董小玉) 

2005·4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