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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测评研究 

李明珍，张培锋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6) 

【摘 要】医药制造业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医药制造业产业技术水平测评体系，对历年来浙

江医药制造产业技术水平及与兄弟省份情况进行了量化测评，提出了推动浙江医药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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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
①
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作为制药大省，多年来该省的医药制造业在全国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水

平。但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浙江医药制造业结构性、素质性矛盾日益突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较大

挑战。本文通过构建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测评指标体系，对历年来浙江及兄弟省份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进行客观分析测评，最

终生成“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综合指数”。旨在通过量化评价，进一步掌握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明确相对优势与差距，为浙江医

药制造业技术转型升级提供对策与建议。 

1 医药制造业产业技术水平测评体系构建研究 

1.1基本思路 

通过文献调研、小组讨论和专家咨询等方式选取评价指标，建立产业技术水平测评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咨询医药技术领域、

管理领域及软科学领域专家的方式进行指标体系赋权，最后通过建立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测评体系，对历年来浙江省及兄弟省

份产业技术水平进行实证测评。 

1.2构建原则 

评价指标的选取是构建测评指标体系的关键一步，直接影响到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本研究中，我们在指标选取时

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能较全面地涵盖产业技术水平的主要因素，形成一个完整的各有侧重、相互联系、系统集成的综

合评估指标集合。 

(2)可操作性原则。采用相对公平的测算和综合评估方法，选择涵义明确、口径一致、数据获取便利的定量指标，保证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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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的可行性和可比性。 

(3)简洁性原则。在保证相对全面、科学、客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重点，尽可能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指标，避免因指

标过于纷杂而掩饰主要问题，提高决策效率。 

1.3测评体系的构建 

根据测评指导原则，我们通过文献调研和小组讨论，主要从技术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技术先进性和节能环保四个方面，

分 8个指标构建了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测评体系。 

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主要选取了 R＆D 投入强度和 R＆D 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两个二级指标。其中，R＆D 投入强度=R＆D 经

费支出/主营业务收入*100%，R＆D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100%。 

技术创新产出指标。主要选取了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拥有发明专利数和新产品产值率两个二级指标。其中，万名科技活动人

员拥有发明专利数=拥有发明专利数*10000/科技活动人员数。新产品产值率=新产品产值/工业总产值*100%。 

技术先进性指标。主要选取了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两个二级指标。其中，利润率=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100%，全员

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100%。 

节能环保指标。主要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单位产值能耗两个二级指标。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水排放

达标量/排放量*100%，单位产值能耗=产业综合能耗/当年价总产值。 

在此基础上，选取一批医药技术领域专家、医药管理领域专家及软科学领域专家，通过专家赋权的形式得出最终的指标体

系及其综合权重，详见表 1所示。 

 

1.4测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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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测评时，我们将采用综合评价法对各级指标进行合成，最终得到“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综合指数”。由于测评体系中的

各指标间涵义、表现形式及对总目标的作用趋向彼此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测评过程中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具体方法如下: 

(1)将各二级指标除以相应的评价标准值，得到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即二级指标相应的指数，计算方法为: 

 

其中，xij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指标。x．．j为第 j 个二级指标对应的标准值;当 dij≥100 时，取 100 为其上限

值。 

(2)一级指标指数 di由二级指数加权综合而成，即: 

 

其中，ωij为各二级指标对应的权重，ni为第 i个一级指标下设的二级指标个数。 

(3)总指数由一级指标加权综合而成，即： 

 

其中，ωi为各一级指标对应的权重，ni为一级指标个数。 

2 浙江省医药制造业历年技术水平实证测评及分析 

测评体系建立后，我们以此为依据，对 2004—2008年浙江省医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进行实证测评(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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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实际测评中的基础数据均来自于公开出版的《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科技统计年鉴》

及第一、二次浙江经济普查年鉴等，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见表 3)。 

 

从测评结果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浙江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整体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指数由 2004年的 58.03增长

到 2008年的 75.43，增长 17.4个点，增幅达 30%。从各一级指数来看，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产出指数整体增幅最为显著。

尽管这两项指数曾在 2007年经历了全面下滑的严峻考验，但 2008年指数迅速止跌反弹，恢复快速增长势头，并分别以 7.64和

3.79 个点的增幅位居一级指数增幅前两位。技术先进性与节能环保水平一级指数分别以 3.63 与 2.33 个点的增幅分列第三、第

四位。 

从各具体指标来看，近年来，浙江医药制造业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1)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基础进一步夯实。 

一级指数中，技术创新投入指数五年来增长最为显著，由 2004 年的 15.33 增长至 22.97，增长 7.64 个点，增幅达 50%;对

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综合指数的贡献度由 2004年的 26.41%提升到 30.46%，提升近 4个百分点。 

从具体指标来看，技术创新投入的稳步增长直接得益于 R＆D 强度和 R＆D 人员投入的不断加大。2008 年，医药制造业规模

以上企业 R＆D 投入强度为 2.42%，较 2004 年的 1.89%增长 0.53 个百分点，增幅 28.0%，虽然曾在 2007 年呈现出负增长，但次

年迅速止跌反弹，且增幅显著，R＆D 投入强度指标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度达到 17%;R＆D 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由 2004 年的 4.01%

增长到 2009 年的 7.8%，增长 3.79 个百分点，增幅达 94.5%，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度由 2004 年的 9%提升到 2008 年的 13%，提升

显著。 

(2)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产出稳步提升。 

随着创新投入的不断加大，浙江省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出也不断涌现。2008 年，技术创新产出指数达到 17.10，较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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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3.79个点，增幅 28.47%，对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综合指数的贡献度为 22.67%。 

从具体指标值来看，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拥有发明专利增长显著，由 2004 年的 157.95 件/万人增长到 2008 年的 324.25 件/

万人，增幅 105%，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度由 2004 年的 4.45%提升到 7.03%;新产品产值率虽在 2007 年有所下降，但整体上保持增

长态势，由 2004年的 28.7%增长至 2008年的 31.6%，增长 2.9个百分点，对整体指数的贡献度略有下降，为 15.64%。 

(3)技术与节能环保水平有所加强，但提升压力巨大。 

2008年，全省医药制造业技术先进性一级指数由 2004年的 13.66增长到 17.29，提升 3.63个点，增幅达 26.6%，对医药制

造业技术水平综合指数的贡献度为 22.92%。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呈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由 2004 年的 10.74 万元/人逐

年增长至 2007年的 15.71万元/人，增幅达 46.3%，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度由 9.58%提升到 10.78%。但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医

药制造业利润率连续 2年下滑，虽在 2008年呈现出恢复性增长，但整体水平仅较 2004年的 10.22%增长 1.33个百分点，增长十

分有限，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度也下滑 1.82个百分点。 

节约能耗显著，但环保压力依然巨大。2008 年，浙江省医药制造业节能环保指数达到 18.06，较 2004 年增长 2.33 个点，

增幅 14.8%，对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综合指数的贡献度达到 23.95%。其中，单位产值能耗指标由 0.28 万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

0.158万吨标准煤/万元，节约能耗近 43.6%，对整体指数的贡献度由 9%提升到 10.75%，指标表现良好。但与能耗水平不断降低

相对应的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持续下滑，由 2004 年的 95.64%下降至 2008 年的 90.9%，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度由 2004 年的

18.11%下滑至 13.2%，产业环保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浙苏鲁医药制造业历年技术水平实证测评及分析 

兄弟省份中，山东、江苏、浙江多年来一直蝉联全国医药制造业产值、利润和出口等多项指标前三强，因此本研究主要选

取江苏、山东两个兄弟省份与浙江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4)。测评时，我们采用之前与省内测评类似的方

法与标准，得到测评结果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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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测评结果可以看出，2008 年，浙江以 75.98 分的综合指数得分，位于浙苏鲁三省份之首，并明显高于全国 58.81 分的平

均水平;其次为江苏省，综合指数为 72.57分;第三位为山东省，综合指数为 62.29分。 

从一级指数来看，浙江医药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指数两个方面。2008 年，浙江医药制造

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数达到 22.97 分，明显高于江苏的 16.56 分和山东的 13.15 分;技术创新产出指数达到 17.1 分，高于江苏的

15.49 分和山东的 11.88 分。其中，浙江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R＆D 投入强度达到 2.42%，明显高于江苏的 2.11%和山东的

1.39%;R＆D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达到 7.8%，超出江苏、山东 3个百分点以上;新产品产值率为 31.6%，分别高出江苏 8.3个百分

点、山东 16.74 个百分点。这些指标的绝对优势为浙江医药制造业技术水平总体指数超越江苏和山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创新产出中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拥有发明专利指标相对处于低位，不但低于江苏、山东的同类指标水平，

甚至低于 364.42件/万人的全国平均水平。 

尽管浙江医药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数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技术先进性以及节能环保方面与江苏、山东相比

还存在差距。2008 年，浙江医药制造业技术先进性与节能环保指数分别为 17.29 和 18.62，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分别低于

江苏的 20.43 和 20.09 以及山东 18.3 和 18.96 的指数水平。其中，2008 年，浙江规模以的上制药企业利润率为 11.55%，略高

于山东，低于江苏 1.54 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 15.71 万元/人，不但远低于江苏、山东 19.4 万元以上的人均水平，甚

至低于全国 16.65万元/人的平均水平;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为 96.01%，低于山东、江苏 99.01%和 96.52%的水平。单位产值能耗

为 0.158万吨标准煤/万元，与山东省相当，但明显高于江苏 0.099万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节能降耗形势依然严峻。 

4 加快浙江医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及建议 

尽管近年来浙江省医药制造业通过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产业技术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但从整体结构上来看，还呈现出

不均衡的问题，产业技术水平的绝对优势还尚未完全形成，突出表现是创新投入和产出虽国内领先，但技术先进性与节能环保

与江苏和山东等省份相比还存在差距。针对浙江医药制造业技术升级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继续加大创新投入，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通过科研立项、税收优惠、成果奖励等手段，引导制药企业重视和加大制药产业技术

研发与创新力度。稳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加大医药制造产业关键、共性及前沿技术的研发和攻关。鼓励企业建立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技术中心，加速培育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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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逐步引导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投资制药工业，集聚资源推动产业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 

(2)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积极支持制药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产业资源跨地区、跨部门的整合集聚，逐步淘汰一批规模小、管理粗放、技术水平低

的小企业。进一步引导制药企业由生产技术含量、加工度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化学原料药逐步实现向特色原料药、制剂生产、

新药研发等产业链高端转型。积极鼓励制药企业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进行改造提升，及时淘汰同品种中落后的生

产工艺和质量标准低的产品，优化产品结构，逐步推动企业加快药品、生产线的国际化认证步伐，进一步提升产业技术竞争力。 

(3)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着力提升全省制药产业技术装备水平。鼓励和引导企业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监测和控制，缩短工艺流程，

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强化节能减排等环保

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积极推广绿色生产技术。通过淘汰技术落后、资源利用效率低、环

境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设备和装置，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促进产业持续发展。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医药制造业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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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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