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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医药制造业产业发展分析 

张培锋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6) 

【摘 要】对浙江省医药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化学药品原药、药品制剂、中成药、生物生化

制品制造等主要子行业的产业优势、存在的问题分别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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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医药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和潜力。浙江是医药大省，医药产业是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近几年发展较快，已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医药产业基地之一。推进浙江医药制造业的加速发展，增强医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浙江从医药大省向医药强省迈进，对实现浙江经济的转型提升和跨越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医药制造产业界定和浙江医药制造业发展概述 

1.1产业界定 

本文所指的医药制造业包括国家统计局统计法规中行业分类标准界定的七个子行业:化学药品原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兽用药品制造、生物生化制品制造和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1.2产业发展特点 

1.2.1经济总量平稳增长，国内总体排名靠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大胆实行了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民营经济得到了快

速发展。体制机制先发优势在医药产业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医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先全国，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

机制改革为企业发展赢得了主动权。清晰的产权、灵活的机制、自主的管理，增强了企业活力，有力促进了医药企业跨越式发

展。目前全省医药制造业规模仅次于山东省和江苏省，居全国第三位。医药出口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连续多年蝉联全国第一。

2009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665.43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629.09亿元，利润 82.40亿元，出口交货值 177.88亿元。 

1.2.2产业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企业股份制改革初见成效。浙江大中型医药制造企业数量不多，但产业优势明显，带动了

全省医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在 531 家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中，大中型企业 80 家，占企业总数的 15%，但其资产总值、主营

业务收入、利润分别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的 64.99%、67.72%和 78.93%。另据浙江省经信委医化办提供的快报资料，2009年度全

省医药工业企业前 10强主营业务收入 208.36亿元，占全省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35.76%;利润总额 42.99亿元，占全省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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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利润总额的 54.81%。 

经过改制和重组，形成了华东医药、浙江医药、新和成、康恩贝集团等一大批骨干企业，拥有海正、华海、京新等一批医

药上市企业。在 2009 年度全国医药行业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前 100 位排名中，浙江有 14 家企业上榜。经过多年培育，涌现

了一批产能大、效益好、知名度高的优势品牌，产品规模效应日趋显现，2009年全省单品种销售规模超亿元品种 22个，超 5000

万元品种 18个。 

1.2.3产业布局渐趋优化，集群发展特征明显。通过规划和引导，浙江建成了一批医药产业基地，如台州的浙东南国家级原

料药出口基地、杭州的“新药港”以及绍兴、金华等块状医药产业基地。2009年，杭州、台州、绍兴和金华四地集中了全省 68.4%

的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完成了 85.1%的医药工业总产值，产业集群发展特征明显。四地医药产业发展各具特色，优势互补。

杭州市依托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以“新药港”为建设载体，已初步形成“化学制药为基础，现代中药为重点，生物医药为

先导”富有特色的产业结构。台州市成为世界“原料药超市”，能够批量生产的化学原料药及其中间体多达 500多个品种。金华

市作为浙中制药业基地，已形成市区以制剂及化学原料药为主、兰溪以中成药制剂为主、东阳以医药中间体和化学原料药为主

的 3 条特色产业带。绍兴医药行业的一些主打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大的竞争优势，如新和成是全球主要维生素

供应商，新昌制药的盐酸万古霉素生产规模列全球第二位，产量占全球 30%。 

1.3创新情况分析 

1.3.1创新投入增长明显。近几年来，浙江省医药制造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技术创新活动日趋活跃。据浙江科技统计年

鉴，2008 年全省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共投入科技活动经费 24.79 亿元，比 2003 年的 11.21 亿元增长了 121%。R＆D 经费投入

增长更为显著，从 2003 年的 3.75 亿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3.86 亿元，年均增幅达 30%(见图 1)。R＆D 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2.41%，比 2003 年的 1.39%提高了 1 个百分点。至 2008 年，全省共有科技活动人员 1.45 万人，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9.02%提高到 13.58%。与此同时，R＆D 活动人员稳步增加(见图 2)。截止 2008 年底共有折合全时当量的 R＆D 活动人员 8355 人

年，与 2003年相比增加了 3倍多，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从 3.32%增长到 7.82%。2008年 R＆D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比达

到 69.58%，科技人员素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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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创新产出显著增加。近年来，浙江医药企业加大了对抗肿瘤药物、抗感染药物、心脑血管药物、抗精神类疾病药物、

预防性疫苗等新药品种的研发力度，研发速度加快，研发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2008年浙江共获新药证书 31件，新药生产批

件 78件。在省科技厅“生物制药技术”重大专项的扶持下，甲磺酸普喹替尼、氟莱哌素等一批抗肿瘤一类创新药物进入临床试

验阶段，并在 PCT 专利申请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其中浙江贝达药业公司自主研发并拥有知识产权的 1.1 类创新药“盐酸埃

克替尼”已通过专家评审，实现了浙江自主创新药物研发领域零的突破。浙江药物研发正逐渐从单纯仿制相同化学成分的药物

向研制全新分子化合物药物转型。拥有专利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2008 年，浙江规模以上医药制造

企业申请专利 485件，其中发明专利 280件，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从 2003年的 86件增加到 2008年的 471件，年均增长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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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医药行业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瑞邦药厂的洛伐他汀，杭州天元生

物药业公司的双价流行性出血热灭活疫苗，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天然 d－α－维生素 E、盐酸万古霉素、复方蒿甲醚，浙江

省中医药研究院和杭州天龙蚕业资源科技开发公司的蚕砂提取物研制中药Ⅱ类新药生血宁片等多项产品技术成果获得了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3.3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药产业总体技术水平在国内领先，微机控制、膜分离、结晶技术、手性技术、连续管道化

反应、动态逆流连续、成套制药机械等先进工艺技术得以较多使用。2009年，全省医药制造业新产品产值率为 32.36%，大大高

于全国 14.23%的平均水平。企业生产与经营过程的自动化程度逐步提高，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电子控制设备占生产经营

用设备原价的比重为 20%，比 2003 年的 10%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至 2009 年底，全省医药制造业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6 家，

省企业研究院 2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42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50 余家。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有力地推动

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推进了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1.4存在的突出问题 

1.4.1产业发展速度趋缓，领先优势逐步减弱。浙江医药产业在经历了“八五”至“十五”的飞速发展之后，产业发展速度

趋缓，多项经济指标增幅不大，占全国的比重逐步下滑。(见图 4)。而近几年江苏、山东、河南、江西等兄弟省市医药产业取得

快速发展，浙江虽然在全国依然具有较大优势，但与排位在前的省份差距拉大，相对与其他省份的领先优势越来越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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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医药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缺乏行业龙头企业支撑。虽然浙江医药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批行业骨干企业，但未能形成若干

能引领和带动行业发展的全国排头兵企业。2009年全省仅有 2家医药企业年产值超过 30亿元，而全省大中型医药制造企业年均

主营业务收入也仅 5.33 亿元。同年进入全国医药工业领域百强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底线超过 10 亿元，平均达到 29.81 亿元，

扬子江药业和哈药集团更是以其 140亿元以上的主营业务收入牢牢把持着百强头两把交椅。浙江虽有 14家入围，但尚未有一家

进入全国十强。 

2 主要子行业发展状况 

医药制造 7 个子行业中，浙江以化学药品原药制造规模最大，在全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生物制药发展势头强劲，对全省

医药产业影响重大。2008 年浙江化学药品原药制造、制剂制造、中成药制造、生物生化制品制造 4 个子行业，拥有规模以上企

业 356 家，占全省医药制造企业的 7 成;合计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医药制造业 9 成以上的份额;合计实现的利润占全行业利

润总额的 94.92%。因此，本文着重就化学药品制造(包括原药制造、制剂制造)、中成药制造、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三大类分别进

行阐述。 

2.1化学药品制造 

浙江化学药品制造业发展较快，其中原药制造在全国具有较强的产业优势。多年来，浙江原料药企业紧紧抓住全球结构调

整和并购重组的机遇，大力承接原料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地区转移的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原料药产业迅速做大做强，规模已占医药产业总量的近一半份额，出口交货值多年来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 1/3。

原料药获国际主流市场认证也走在全国前列，在国际上打响了“浙江制造”品牌。如海正药业分别有 38 个和 21 个产品获美国

FDA和欧盟 COS认证，成为国内通过认证最多的制药企业。华海药业分别有 7个和 16个原料药获 FDA和 COS认证。 

目前，以华海、海正、金康为代表的一批原料药出口企业正逐步转变产品方向，创仿结合，初步实现了原料药向制剂出口

的产品结构提升，带领浙东南原料药出口基地战略转型。华海药业已有 7个制剂产品获得美国 FDA仿制药批文，3个制剂产品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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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剂批文，其中奈韦拉平片是我国首个获美国 FDA 认证的化学制剂药品。但总体而言，全省医药制剂发展滞后于原料药，

从原料药向制剂生产为主的转型未能得到突破。2009年全国医药制剂与原料药产值比为 1.46:1，而浙江是 0.50:1。另据浙江省

经信委统计，2010 年 1－4 月，全省原料药产业产值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1.8%和 78.6%，同期制剂产业上述两项指标同比仅增

长 27.1%和 20.6%，制剂企业的发展依然面临较为困难的局面。 

作为优势产业的原料药工业的提升发展也迫在眉睫。目前全省原料药产业总体存在技术装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产品附

加值不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2.2中成药制造 

浙江现有涉及中成药生产的制药企业 100 余家，能生产包括注射剂、软胶囊、滴丸、气雾剂等在内的多种剂型，拥有正大

青春宝、康恩贝集团、康莱特、天皇药业等国内知名企业，及一批单品种销售额超过亿元的中药著名产品，如参麦针、青春宝

片、百令胶囊、康莱特注射液、前列康片、铁皮石斛颗粒等。 

在中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新技术运用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等方面，浙江取得了一定成绩。大孔树脂分离纯化技术、膜分离

浓缩技术、手性药物技术、微粉化技术等先进工艺，质谱、光谱、色谱等中药质量控制技术以及自动化数控提取浓缩干燥设备

和包装设备等先进装备在中药制药企业中得以应用。 

伴随着我国中药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浙江中成药制造稳步发展。自 2005年启动建设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以来，浙

江省投入约 23 亿元成立了现代中药安全性评价等 8 个研究中心。经过 5 年的努力，共有 70 余项中医药成果获得各级奖项，其

中省部级以上 16项。 

但是浙江中成药制造业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亟需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产品同质化严重，缺少大品牌。省内中成药独

家产品不多，多数产品生产厂家多于 5 家，产品缺少特色。虽有 9 个销售过亿元的中药品种，但没有销量过 5 亿的超大型中药

品种。二是缺乏大企业集团，没有形成规模优势。2008年浙江省中成药工业企业没有一家进入全国行业主营业务前 10强，进入

前 50强的也只有康恩贝、正大青春宝和亚东制药三家。绝大多数中成药企业年销售额在 2亿元以下，更有部分企业年销售额不

足千万元。三是生产设备落后，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少。中药制剂的前处理过程还是以传统工艺为主，设备提取分离低、

参数可控性差、能耗高、污染大。多数品种的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低，还不具备参加国际竞争的能力。这些问题制约了

浙江中药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已被江西、贵州等省份赶超，在全国的排名从 2004 年的第 10 位退居 2008 年的第 16 位。2009

年 1—11月，虽然全省中成药制造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15.24%和 14.93%，但仍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7.65和 10.51

个百分点，与领先省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3生物、生化制品制造 

浙江现有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企业百余家，2009 年 1—11 月累计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56.12 亿元，居山东、江苏两省之后，

同比增长 9.55%;实现利润 6.18亿元，同比增长 30.12%。 

通过生物制药重大专项的实施，一些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得到突破，生物制药产业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如基因工程药物、生

物疫苗、微生物发酵药物等领域，浙江的技术水平居全国领先，华东医药、升华拜克、九源基因等一批国内龙头企业迅速壮大。

杭州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成立以来，已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升白细胞特效药吉粒芬，成功开发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并出口国际市场的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升华拜克股份有限公司为全球最大的生物兽药硫酸粘杆菌生产企业，销售量占世

界 60%以上。浙江大德药业集团申请的“乙氧基康普立停”化合物国际专利，已进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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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浙江生物医药的规模仍然偏小，2009年我国前 10强生物制药企业销售额在 49－105亿元，而进入百强榜的浙江生物制

药企业销售额只有 10－37亿元，在全国排名靠后。此外，浙江生物制药产业虽已形成若干特色区块，但尚未形成在国内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区块。省内发展较为成功的杭州经济开发区，进驻企业 40多家，但销售收入超亿元的生物医药企业仅 4家，与拥有

136 家规模以上生物企业、2009 年主营业务收入 350 亿元的石家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尚有不少差距。与长春、深圳、上海等基

地相比，其差距更大。 

3 结语 

近年来，浙江作为医药大省，医药制造业一直是重点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行业和主导产业。总体而言，浙江医药制造的经

济总量、市场竞争力、产业集聚效应、体制机制优势走在全国前列，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产业发展结构不合理，制剂产

业规模偏小，中药发展滞后;龙头骨干企业缺乏，而且规模相对偏小，实力不够雄厚，尚未有一家进入全国十强;自主创新能力

不强，高附加值产品匮乏，单个品牌价值不高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浙江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几年，国内医药企业并

购、重组将进入高峰期，国内医药强者愈强，将出现显著的两极分化趋势。因此，要以国务院确定浙江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

合试点省份为契机，积极推进医药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体系，充

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支持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组建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不断完善新药创制平台建

设，加大对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的扶持力度。 

二是培育大企业大集团，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加大对大企业大集团的培育和扶持，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向大企业靠拢。着

力打造一系列拳头产品，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核心竞争力和巨大市场潜力的拳头产品引领企业发展。鼓励引导企业实施

品牌战略，增加企业创牌意识和品牌经营能力，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不断扩大“浙江医

药”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是引进制药先进技术，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着力引进当代制药先进技术，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改造落后生产

能力，提升医药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信息化水平和节能减排水平，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整合力量，集中资金，省市

县联动，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开展新药研发。加强主动设计，推进竞争优势突出、带动性强的科技项目实施，引导和推动

原料药生产向制剂生产转型，提升行业创新发展水平。 

四是加强科技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开展国际、国内科技合作，吸引国内外先进技术向浙江转移，促进我省企业与

国际接轨。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充分利用上海、江苏等地的人才、信息和技术优势，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与交流。鼓励企业与国

内外研究机构建立紧密长期的科技合作关系，支持有实力的医药企业和研究所到国外创办研究机构，进行技术开发、产品设计

和市场拓展。吸引国外医药研究开发机构在浙江建立合作研究机构，培养浙江医药产业人才，提高浙江医药产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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