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医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该行业还是世界上最具成长性

的行业之一，随着国际药品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多年来一

直保持快速增长， 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

业。同时，医药产业也是高技术和资金密集的行业，具有高

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高回报、以市 场 为 导 向 的 特 点，是

21 世纪国际竞争的焦点和战略制高点， 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医药产业作为重点竞相发展，以期

在未来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在我

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 医药产业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1978~2005 年 间 我 国 医 药 工 业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6 %，2005
年全国医药工业实现总产值 4 508 亿元，其总体规模在国

民经济 36 个行业中排在 18~20 位［1］。

1 湖北省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比较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 湖北省医药产业形成了生物医药、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制剂、中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和制药

机械等门类品种齐全的医药工业体系。湖北省医药产业在

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1.1 药材资源丰富、品种多样、品质优良

（1）资源丰富。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南北过渡地带，气

候多样，地貌类型复杂，蕴藏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具有各

类中药材达 3 970 种，占全国品种数量的 75%左右，居全

国第二位；家种药材产量居全国第 7 位，野生药材蕴藏量

居全国第 11 位，药材市场收购量居全国第 5 位；鄂西素有

“华中药库”之美誉，神农架有“药国”之称。
（2）品质好。 黄连、党参、紫油厚朴、贝母、茯苓、杜仲、

黄柏等是我省名贵中药材，其品质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居上

乘［2］。 其中，“鸡爪连”、“板党”等品种药效好，有效成分含

量高，远销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台等地区 ［3］。
（3）规模大。鄂西、鄂东的各类中药材种植基地已初步

形成规模，全省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约 1 867km2，种植产值

达 25.16 亿元。
1.2 医药科研力量雄厚

湖北省生物技术与新医药研究机构众多，科研实力和

科研水平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相关研发机构有 58 家

之多，科研人员 4 000 多人，其中两院院士 12 人。 拥有 8
个国家重点学科，建有 12 家部属研究试验基地，8 家国家

药物临床试验研究基地，4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5 家省级

重点实验室，10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些有实力的

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有 17 家医药企业技术中

心被认定为国家级和省级技术中心，整体医药研发力量在

全国具有较强优势。
1.3 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拥有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知名

度的医药企业

我省医药产业已初步形成以高校、 科研院所为源泉，
以现代生物医药和中药现代化为重点，以高新技术园区为

基地，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态势。 截至 2006 年，湖北

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 178.9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2.48%，高于全国平均 17.7%的增长速度，
产业规模居全国第 9 位。 全省共有药品生产企业 278 家，
通过 GMP 论证企业 269 家。 拥有武汉健民药业、马应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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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广济药业、人福药业、天茂实业、潜江制药、国药科技等

7 家上市企业。 其中，2006 年武汉健民药业实现销售收入

过 12.5 亿元，宜都东阳光生化制药、天茂实业、武汉马应

龙药业等 4 家企业销售收入过 5 亿元。

1.4 形成了有特色的医药优势领域

经过多年的发展，湖北省在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和

制剂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B 族维生素产品、

氨基酸系列产品、抗病毒药物、麻醉药、解热镇痛药、抗生

素药物已经成为湖北的优势门类品种。我省是全国最大的

氨基酸生产基地之一， 其中八峰药化股份公司可生产 20
余种氨基酸产品，其生产的氨基酸原料药占据 28%的国内

市场份额。武汉生物制品所的特免球蛋白占据了国内同类

产品 70%的市场份额；宜昌人福药业连续 4 年销售收入在

麻醉药行业排列第一，其芬太尼系列镇痛药物为国内独家

产品； 广济药业的核黄素原料药生产名列世界第一位，其

销售占国内市场的 90%，占国际市场的 40%份额；天茂实

业的布洛芬原料药名列世界第三位，占据了 65%的国内市

场；潜江永安药业的牛磺酸原料药、宜都东阳光的红霉素

原料药分别占据了 70%、40%的国内市场。

2 湖北省医药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医药产业规模偏小，缺乏龙头企业

我省医药产业总体规模偏小， 资源整合程度还不高，
龙头企业的实力也不强，医药产业在全省工业经济中所占

的比重还较小，在全国医药行业中的份量也较低，与国内

其它医药强省相比差距还很远。 2006 年全省规模以上医

药工业企业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 178.98 亿元 ［4］，仅占全省

工业总产值的 2.45%；虽然产业规模居全国第 9 位，但在

全国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中仅占 3.5%， 还不到山东省

医药产值的 1/4［5］。 至今湖北省年销售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

的医药工业企业仅有 1 家， 在全国医药企业中排名第 40
名，全省进入全国百强企业的仅 2 家。

2.2 企业技术创新意识不强，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缺乏有

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品种

我省医药企业对新药研发的投入严重不足，现有科研

成果转化困难。由于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一般都还处实验

室阶段，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的“物化”载体的知识形态的成

果，还不能直接应用于商品化生产。 医药企业由于思想意

识、经济实力、市场开拓等因素影响，研发能力不足，不能

有效消化上游的技术，不愿投入经费对科研成果进行产业

化的开发，形成了上下游技术的脱节，以致有很好市场前

景的科研成果在外省开花结果。 与此同时，我省医药企业

普遍选择了仿制药物这一“投入少、周期短”的捷径，而市

场上同品种生产企业数量众多， 市场的同质化引发价格

战，加剧了无序恶性竞争，又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

间，而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却寥寥无几，更缺乏

有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新药品种。

2.3 医药研究与生产实际需求结合度不高， 缺乏利益共

享机制和平台

尽管我省科技资源丰富，医药整体研发实力位居全国

前列，但是科研实力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实力，其主要原因

有：（1）科研方向与市场实际需要脱节。科研人员在项目研

究上往往注重成果在原理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先进性，
忽略生产上的可行性与应用方面的经济性；注重科研成果

的学术价值，忽略社会经济价值；重视学术层次和学术效

果，忽视成果的实用价值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缺乏对市

场需求的分析。 （2）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下，科研人员通过

“立项、论文、授奖、职称评聘”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和社会

经济利益，而从事应用研究和科技开发的科研人员得不到

相应公平的评价和待遇，这也严重影响了科研人员开展应

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科技成果的产出和转

化。 （3）研究资源分散，缺乏良好的合作研究机制和环境。
现行科研力量的分散，缺乏良好的互补、互利合作研究机

制，难以集中力量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取得重大

突破。与此同时，许多研究工作又在低水平上重复，造成了

人力和物力的严重分散和浪费， 这对我省经济尚不发达、
科研经费紧张的实际状况来说又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和损

失。
2.4 融资渠道狭窄，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形成，制约了医药

产业的发展

医药产业链中除了研发、生产、销售一般产业环节外，
还包括申报、临床实验、评价、上市等一系列复杂的产业化

过程。由于医药产品的特殊性，新药开发必须经过繁杂的审

批程序才能最终上市， 这一过程使得医药产业呈现对资金

的巨额需求。 因此， 雄厚的资金投入是新药开发的支撑条

件。就我省情况而言，近 280 家医药生产企业中仅 7 家上市

公司，整个产业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十分薄弱。 一方面，
由于医药企业自身发展实力弱， 没有能力也不敢轻易投资

开发研制新药和更新设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力投入十分

有限，而金融机构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愿把资金借给转化周

期长、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的产品开发项目。 因此，风险

投资就成了新药商品化的重要“孵化器”。 但是由于我省风

险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自身的发展还很不规范，配套政策

和大环境也不到位， 其风险规避的本质导致现阶段风险投

资的短期趋利倾向严重， 虽然也看好新药开发的巨大利润

空间，但由于风险太大不敢介入太深。资金的匮乏和不足已

经成为制约我省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 湖北省医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1）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扶持医药产业的发展。美国

为扶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曾制定了“R&D 免税法”，企

业从事 R&D 可以得到免税的优惠 ［6］。 而与之相比较，国内

为鼓励软件产业发展也制定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2010
年前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 3％

王东梅，张金隆：湖北省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63· ·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 年

的部分即征即退，用于企业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

产。 而目前国内缺乏针对医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不

利于推动医药产业的发展。 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应制定优

惠税收政策，鼓励医药企业的 R&D 投入，将该部分计入成

本，并在价格核定中予以考虑，使医药企业有积极性在新

药开发上加大投入。
（2）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药新产品实行定价放开

政策，并优先考虑进入医疗保险和药品招标优惠政策。 将

新药品列入医保目录是解决医药产品的终端市场问题，也

是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且行之有效的措施。采

购制度是政府实施风险保障的一种有效方式， 降低了新

药开发市场风险， 有利于刺激新药的开发和商品化生产。
对于药品这种特殊的商品来说，实施政府采购的最行之有

效的方法就是将所要采购的药品列入 《国家基本药物》和

《基本医疗保险药物目录》。医保目录作为药品消费实施的

政策性导向，药品列入医保目录即为新药市场开发开辟了

初期市场，进而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这一领域，缓解研发

过程当中的资金压力，促进医药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能有

突破性的进展， 使得医药产业得以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

链，进一步带动整个产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3）有效集成各方面资源，建立医药专项开发资金，重

点支持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具有重大影响的重大产业化项目实施，提高我省现代医

药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3.2 整合资源，提高产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培育有竞争

力的龙头企业

市场集中度大小与产业的技术特点有关，医药产业属

于知识、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规模经济在医药制造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达到规模效应，药品生产越来越

向大企业集中， 国外前 20 家制药跨国公司市场集中度已

经达到了 60%，规模经济是医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

推动我省医药产业发展的进程中，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重

点对现有生产企业进行整合，解决我省医药产业规模不经

济的问题。通过实施股权和产权并购、盘活存量资产、增资

扩股等方式实现资本并购重组；或者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国

外大型医药企业进入湖北，利用外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

效应”，培育龙头企业，提升我省医药企业的技术实力、创

新能力以及现代化管理水平，做大我省医药产业的经济总

量和产业规模。
3.3 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加快成果转化力度

（1）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搭建

设施、设备、仪器的共享网络，形成布局合理、开放流动、共

享充分、高效运行的湖北省医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解决

新药研究资源分散的问题，构建合作研究、利益共享的新

药开发机制。
（2）组建医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共实验室、GLP 中

心、GMP 中试基地、GCP 临床试验基地等公共技术 平 台，
通过这些公共技术平台的建设和运作，将实验室的成果进

行系统化、工程化开发，研究出能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技术

及工艺流程， 缓解新药产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不成

熟、工程化瓶颈制约问题，将前期研究方向与市场需求结

合起来。
（3）发展从事医药信息咨询、技术评估、专利代理、投

资融资、管理咨询等方面的中介机构。通过法律、信息和咨

询评估、融资方面的服务，提高医药成果转化的效果和效

率，降低其转化的市场成本。
（4）大力发展医药专业孵化器，依托医药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按市场机制，在项目经理管理下进行有效的医药

项目孵化，推动一大批中小型医药企业的发展。
3.4 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加大生物技术投入

医药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是医药研究开发与

产业化的支撑条件。 通过大力拓展多元化投资渠道，积极

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企业和社会多渠道投入医

药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新机制。
（1）完善财政科技投入持续稳定增长机制，确保财政

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 加大对医药新产品的前期研发力

度。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积极向国家申请医药

科技项目，采取国家项目投入与地方政府配套投入相结合

的政策措施。
（2）鼓励和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技术

成果转化的推动者，缩短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转化成现实生

产力的进程， 确保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的比重达到

5%~10%。
（3）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国外资金投入医药产业中。培

育风险资本市场，鼓励建立医药风险投资基金，按市场经

济规律运作，建立有偿使用制度，使投入各方都能得到相

应的收益，保证资金的滚动增值，促进生物医药技术创新

尽快产业化。
（4）开辟医药企业贷款渠道，建议医药企业贷款实行

财政贴息的政策，引导银行向医药企业倾斜。
（5）积极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有一定市场规模

的产品支撑的医药企业发行股票，增加医药企业股票的上

市指标和发行额度。
3.5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当今国际上，医药企业间的联合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与世界医药知名企业合

作，既可以引进资金和技术，也可以学习其经营管理经验；
既可以整体提升本省医药产业竞争实力，又可以提高国际

市场竞争能力。 我国医药工业是较早实行开放的行业，国

际医药工业前 25 名跨国公司都已在我国合资办厂， 通过

与跨国公司合作使一些地区和企业整体实力得到了提升。
如陕西引进跨国公司组建了西安扬森， 成为医药强省；深

圳康泰公司通过引进美国默克公司的全套基因工程乙肝

疫苗生产技术，占领了我国该产品 40%以上市场。目前，排

名世界 25 强的跨国制药企业都在上海、北京、天津、西安

等地建立合资企业，而我省一家都没有，这使得我省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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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企业缺乏直接与国外大企业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因

此，我们要利用国内巨大市场的吸引力，特别是湖北省的

区位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谋求大型跨国医药公司在我省

建立合资企业和合作研发机构，力争吸引一至两家跨国医

药巨头在湖北省大规模投资办厂，设立技术研究院，合作

开发新产品，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积极开展与国外的合作

和交流，是实现我省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4 结束语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已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医药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必将成为 21 世纪值得关注的重点

产业。 而湖北作为“中部崛起”这一战略的重要省份，在医

药行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机遇，是

当前湖北省医药产业面临的重要战略性问题。 在此背景

下，本文就湖北省医药产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

以及对策建议进行了详细分析，旨在提高湖北省医药产业

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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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综合的发展过程，在注重城市量

的扩张的同时，更应关注城市质的提高。“十五”期间，江苏

省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但由于对城市化内涵理解不全

面，走的是粗放式发展道路，导致城市化与社会、资源及环

境的不和谐，并出现了明显的空间差异。 如何走好和谐发

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江苏省今后

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关键。

1 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到 2005 年底，全省城镇人口达到了 3 700 多万人，人

基于创新理论的新型城市化支持系统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魏 娟，李 敏，曹 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 要：以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为例，研究了江苏省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指出江苏省应走新型城市

化道路，并重新界定了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特征。 新型城市化强调内源发展、创新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等多方面的支持。 以创新理论为出发点，构建了新型城市化支持系统，以此

快速推进“十一五”时期江苏省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新型城市化；创新理论；内源发展；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8）12-0065-04

收稿日期：2007－06－04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院阅B0611）
作者简介：魏娟（1980～），女，江苏淮安人，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决策支持系统、技术创新管理；李敏（1975～），女，河

南新乡人，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

第25卷%第12期

2008年 12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5 No.12%
Dec.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