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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贵州省中药民族药（新医药）产业统计数据，对贵州省新医药产业的产业

规模、产业园区建设、医药企业实力、医药大品种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贵州省新医药

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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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医药产业发展，把做大做强新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

我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重要抓手，围绕“锻造一个千亿元级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目标

，用大数据、新医药、大健康的思路，构建以中药、苗药为主，生物制药、化学药、医疗器械

为新增长点，构建贵州特色产业体系的战略突破口，积极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谋求未来可

持续发展，使医药产业成为贵州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增长极。2013 年，贵州省新医药工业总

产值突破 300 亿元，其中，苗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 150 亿元，居全国各民族药产业之首。  

 

1 新医药产业发展概况  

1.1 新医药产业发展持续健康  

为推进医药产业发展，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新医药与健康养生产业，实施壮大提升中

成药、苗医药工程，优势品种培育工程，企业整合并购工程，抱团集聚发展工程，“创、仿”

结合工程，新医药、大健康产业构建工程六大工程，积极拓展新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具有贵州

特色的医药产业体系，建立和完善了产业推进工作体系和统计监测体系，落实各项推进措施，

加大各类科技计划支持力度，全力推动全省生物技术和医药产业持续快速增长。  

2013 年，全省新医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53.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5%，占全省工业总投

资 4 051.00 亿元的 1.3%，占全国医药制造业总投资 4 466.00 亿元的 1.2%，投入力度的加大

，主要得益于国家新医改的稳步推进和基层市场的持续增长。2010、2011、2012、2013 四年

全省医药工业投资情况及占全国比例情况[1]如图 1 所示。  



 

2013 年，在全国经济缓行压力之下，贵州新医药产业克服重重困难，加快重组整合，加

快新版 GMP 改造，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和推进技术创新，医药行业的生产、销售基本保持稳步快

速增长。2013 年新医药产业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 301.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8%，新医药产

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3.8%，占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1.0%[1]如见图 2 所示

，全国排名第 23 位，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2.5%，拉动全省工业增长 0.3 个百分点。 

 

2013 年，全省新医药领域有 8 家企业共 15 个品种进入 2012 版国家基药目录，其中贵州

独家品种 8 个，独家规格 1 个。全省新医药产业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255.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1%，占全国医药工业销售产值的 1.2%[1]如图 3 所示。贵州医药销售逐渐扭转了 2010 年以

来占全国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苗药销售产值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全国

医药工业销售平均增速低于 20%，而贵州医药销售增速超过 30%，从而带动了贵州新医药工业

销售产值占全国百分比的上升。 

 

1.2 新医药产业园区建设稳步推进  

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园区主要以民族医药产业化作为总方向，建设产、学、研结合的中药科

技开发基地，以现代科技手段改造传统中药产业，引导产业向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目前，通

过政府投资引导、企业投入为主，民间投资、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和各种投资资金参与的多元

化投资格局，搭建“政、银、企、保”融资服务平台，积极推进大中小制药企业及大项目向新

医药产业园区（医药工业园区）集聚。  

2013 年，结合“5 个 100 工程”的实施，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医药产业园区建设，培育医药

产业集群，加强对现有医药工业园区产业规划、集群发展、特色培育、金融支持、招商引资等

方面的指导，使贵州目前的 7 个现代医药产业园设施配套、服务功能更加完善，产业集群特征

更加明显、特色优势更加突出。此外还有 13 个医药产业园区正在建设中，未来将逐步形成以

西秀、红花岗、兴义、凯里、大方、施秉、六枝、丹寨等一批具有区域辐射效应的医药产业集

群和“一圈多点、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  

2013 年，贵州 7 个新医药产业园区共入驻企业 97 家，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实现工业

总产值 194.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0%，占全省新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64.4%；工业销售产值

158.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1%，占全省新医药工业销售产值的 62.1%[2]；医药园区工业总

产值超过全省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逐步实现了全省新医药产业规模化、集成化生产。详细情

况如表 1 所示。  



 

1.3 医药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  

在市场增长、投资加大、兼并重组等力量的推动下，贵州新医药产业领域企业的综合实力

进一步增强。省经信委通过实行“一企一策”政策，精准化扶持企业，促进品种、技术向优势

企业集中，推动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涌现出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企业集团。贵州

益佰、百灵、同济堂、信邦、神奇等制药龙头骨干企业按照市场规律，通过联合、兼并、收购

等方式进行整合重组，组建大型制药集团，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改善医药产业过于分散的

市场结构。积极引进国内外大型制药集团和各种资金投资我省制药行业，实现资源重配、资产

重组、架构重建。以大集团带动和促进中小型制药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

我省制药行业以大型集团为主导、大中小型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贵州省医药企业通过实施企业整合并购工程、抱团集聚发展工程，实力进一步增加。2013

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万元以上）94 家，比上年增加 13 家，制药企业的

实力进一步提升。工业总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 55 家，比上年增加 9 家，超过 5 亿元的企业 15

家，比上年增加 4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9 家，比上年增加 3 家；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亿元的

企业 46 家，比上年增加 10 家，进入全国中药企业 50 强的 5 家，超过 5 亿元的企业 13 家，比

上年增加 6 家，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 4 家，比上年增加 3 家[2]。全省制药企业发展情况如图 4

所示。 

2013 年，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医药处公布了医药行业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

入、利润总额三项主要指标快报情况。从资产总额上来看，贵州共有两家企业进入全国百强，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 85 位，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 100 位

；从主营业务收入来看，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排第 99 位，比上年上升 3 位，在全省医

药企业中排名最高；从利润总额来看，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首

次进入全国百强，分别为第 58 位和 100 位。通过企业兼并重组，贵州大型制药企业规模继续

扩大，排名继续提高。  

1.4 新医药中药大品种发展势头良好  

国家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3 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是全国 12 个工业门类中增速最快

、唯一的总体超过 20%的行业，其中，中成药及中药饮片子行业成为我国医药工业中发展最快

的板块。中药名优大产品的做大做强是推动中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最强力量。中成药、民族药



是贵州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最大特色，省科技厅通过积极实施壮大提升中成药、苗医药工程，优

势品种培育工程等大品种培育工程等，开发了艾迪注射液、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等肿瘤、心脑血

管类重大疾病药，提高了仙灵骨葆胶囊、骨康胶囊、肺力咳合剂、抗妇炎胶囊、舒肝宁注射液

、醒脾养儿颗粒等一批大宗常用药品的市场占有率；挖掘开发一批作用机理明确、技术含量高

、疗效可靠的民间组方、验方，形成了黄芪甲苷葡萄糖注射液、七香筋骨通巴布膏、参花消痤

颗粒、妇科花菊颗粒等新品种；同时促进“老药新用”研发，提升中药优势品种二次开发。  

2013 年，贵州共有药品单品种 943 个，其中中药民族药品种 659 个，在研中药民族药新

药 128 个。药品剂型涉及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喷雾剂、滴丸剂、散剂、酊剂、贴剂、巴布

膏剂等 27 种，主治病种涉及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皮肤和

外伤各科。其中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独家品种 157 个，占全省中西药制剂品种总数的 16.7%，

占中成药制剂品种的 23.8%，并有 76 个品种获得了发明专利保护。年销售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

品种有艾迪注射液；年销售收入超过 5 亿元的品种包括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盐酸二甲双胍肠溶

片、仙灵骨葆胶囊、骨康胶囊、肺力咳合剂；1-5 亿元的有银丹心脑通软胶囊、抗妇炎胶囊、

舒肝宁注射液、银杏达莫注射液、维 C 银翘片、热淋清颗粒、复方斑蝥胶囊、咳速停糖浆等

36 种[2]。以贵州百灵的咳速停、贵州益佰的克咳胶囊、贵州神奇的枇杷止咳系列为代表的咳

嗽药占全国中药咳嗽药市场的 25%左右。以贵州益佰的艾迪注射液、杏丁为代表的肿瘤药占全

国中药肿瘤药市场的 20%左右。骨质疏松药、妇科药、泌尿药也占了较大市场份额。尤其是贵

州百灵的独家品种银丹心脑通软胶囊，被遴选为 2012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成为贵州中药大品

种新的发展机遇。  

 

2 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大企业不强，小企业不活  

贵州除益佰制药、百灵制药等少数企业进入集团性大型企业外，其他 150 多家企业均属于

中小型企业。产值上亿元的企业仅 45 户，产值上 10 亿元的企业仅 5 家，32%的医药企业资产

不足 500 万元，20%企业亏损。  

2.2 医药产业产品结构相对单一，品种利用率低  

中药、民族药占比超过 90%，化学药、生物制品、医疗机器械发展严重滞后。化学药品种

批号资源与产值贡献背离，有超过一半的药品批号闲置，47%的批号产值贡献率仅为 3.6%。  

2.3 核心技术缺乏，创新能力不足  

新药研发、专利药首仿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能力水平较低，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升级慢，

缺乏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医药知名品牌和优势品种。  

2.4 经营理念滞后，缺乏整合动力  

省内制药企业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的观念，市场意识和危机意识不够，对产业政策、市



场信息分析研究不足、互补合作意识不强，经营模式僵化，管理水平较低，缺乏做大做强的动

力。  

2.5 区域和企业发展不平衡，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在全省 9 个市（州）中，贵阳市的医药经济占全省医药经济权重的 70%-80%，铜仁市、六

盘水市仅有几家药企，导致区域发展、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全省医药企业中，2013 年销售

收入上亿元的企业共有 43 户，其中上 10 亿元的企业只有 2 户，贵州益佰制药占全省比重 10%

左右，是唯一进入全国制药行业百强的贵州企业。  

 

3 对策建议  

3.1 加强规划引导，搞好顶层设计  

按照“集聚发展、特色发展、错位发展、绿色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思路，综合考虑资源禀

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制定医药发展规划，努力形成“一圈多点、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

。一是着力打造“贵阳新医药产业圈”，以贵阳为核心，发展壮大益佰、乌当、修文、清镇、

龙力、贵安等医药产业园，加强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医药公共服务体系，重点引进国内外

知名医药企业，聚焦重点项目，形成全国一流的新医药产业示范区。二是发展壮大特色医药集

群，鼓励西秀、红花岗、兴义、凯里、大方、施秉、六枝、丹寨等有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

展医药产业，引导形成一批具有区域辐射效应的医药产业集群。  

3.2 加强新医药产业技术支撑，提高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组建创仿团队，密切跟踪国内外相关技术、产品和产业发展趋势；二是加大扶持力度

，对具备二次开发和品种升级条件的中药民族药、西药品种等进行深度开发和技术提升；三是

对企业自主创新、二次开发成效显著的品种，进一步加大科技项目资金扶持力度；四是将苗药

基础研究工作列入省级科技发展重大专项项目，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委托贵州省内外相关公

共服务和技术平台开展研究，力促早出成果，进药典见成效。  

3.3 大力开展新医药与健康养生专业招商  

招商是后发地区扩大产业增量、学习先进技术的快车道。建议把新医药产业作为招商引资

的重点产业，作为全省招商引资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专题招商方案和推进计划，选择产业发

展较好、企业较为集中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东北地区持续招商，着力引进国药等国内

知名优强企业，一方面，立足资源优势，发展壮大中药和民族药规模；另一方面，立足补齐短

板，培育发展化学药、生物制品和医疗器械等。 

3.4 抢抓衍生行业产业的巨大成长机会  

贵州有丰富的药材资源，只有把医药和衍生产业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我们自己的亮点。一

是以贵州道地药材为原料，开发生产药食两用产品，实施一批药膳、药酒、药茶、保健品等药



食两用的深加工项目，作为重要突破口，实现“蛙跳式发展”。二是开发化妆品、日用品、添

加剂等产品，重点发展护肤类产品、洗发类产品及牙膏等。三是发展服务于健康管理的穿戴设

备、家用产品等。  

3.5 加快集聚新医药产业领域高端人才  

一是制定贵州省新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规划，开设一批学科特色鲜明、相对独立的中药民族

药专业。二是强化重大项目实施、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培养一批能够承担国家重

大项目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三是贯彻落实科研骨干的引进激励政策，鼓励和支

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成果的新医药领域优秀人才来黔创新创业。四是引进一批两院

院士和医药领域知名专家，帮助贵州出谋划策，谋篇布局，争取国家政策支持，解决产业发展

、新药审批、进基药、进医保、进药典升国标、招投标、产品转移、企业回迁等问题，为政府

和企业提供决策和咨询服务。  

3.6 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支持企业的兼并重组，培育龙头企业，形成“大企

业、大品牌、大市场”产业格局。鼓励企业向工业园区聚集，形成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集群。大

力推广“企业+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形式，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

化发展。加大对企业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推动企业加快新产品的开发、现

有品种技术提升、新版 GMP 改造，引进转化科技成果并实施产业化，提升竞争优势。  

 

4 结语  

贵州省新医药产业抢抓医药新需求、新技术激发新产业模式的重大机遇，以扩大总量、优

化结构为主线，以打造大企业、培育大品种为目标，坚持走特色化、差别化、精准化发展路子

，贵州医药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医药企业重组整合效果显著，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综合竞

争力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具有贵州特色的新医药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

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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