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贵州药业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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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医药资源富集，医药业充分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成长为拉动贵州经济

增长的主导产业之一。

一、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经济效益明显，产业发展较快

依托资源、民族医药优势，贵州省医药业得到快速发展。1989 年贵州省医药工业总产值不足 1 亿

元，1999 年增长到 25 亿元，2007 年突破百亿元大关，2015 年达到 381.30 亿元。从单品种销售额看，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丹参川芎嗪注射液等 45 个药品销售收入上亿元。拥有益佰、百灵等 7 个中国驰名

商标。

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省现有医药企业 175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

以上）115 家。通过发展，一批药企的工艺技术和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益佰、百灵、信邦等药企进

入全国中药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百强。至此，贵州医药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二)创新能力提高,研发成果丰硕

近年来，贵州积极投入科技扶持

资金，鼓励企业引进科技研发人才，促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与企业的结合，注重药业品种结构

调整，加大新药开发力度，提高药业研发能力。通过培养和引进，全省中药民族药产业领域研发人员

达 7850 人，占从业人员的 14.4%。

加强药业研发中心建设，推进新品研发，为贵州药企的快速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截至 2015 年底，

全省中药民族药产业领域共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

平台和机构 64 个，形成覆盖临床实验、中成药生产技术、工艺和质量控制及中药材种植等研究的科技

体系。

(三）中药材规范种植取得突破

据有关部门统计，贵州全省有中药材资源品种达 4802 种，是中国四大地道药材主产区之一。全省

9 个市(州）都把发展中药材生产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药材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一批中药材生产

基地正加速建设，中药材种植得到快速发展。



2015 年，贵州省中药材人工种植及野生保护抚育总面积达到 546.83 万亩，总面积上 10 万亩的有

金（山）银花、花椒、杜仲等 17 个品种，中药材人工种植及野生保护抚育总产置 181.04 万吨，中药

材人工种植及野生保护抚育总产值为 127.20 亿元，中药材种子种苗基地面积达到 21.11 万亩，实现销

售收入 13.66 亿元。全省共有 29 个品种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四）产业集群逐步形成

近年来，益佰、信邦、百灵等龙头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对部分中小药企进行兼并、收购，改善

了贵州医药产业过于分散的结构。以大集团带动，促进中小型药企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

成了以大型集团为主导、大中小型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按照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特色优势突出的现代医药产业园标准，全省

先后建成 6 个医药园区，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黔南。截至 2015 年底，园区入驻企业 79 家，实现

工业产值 213.55 亿元，以益佰、百灵、信邦、同济堂、神奇等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中药现代化产业集群

逐步形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规模总体偏小

从总体来看，贵州医药企业普遍偏小。2015 年,贵州医药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仅 3 家，

占总数的 1.7%，超过 1 亿元的也只有 8 家，占总数的 4.6%，大部分医药企业年营业收入只有几千万元

。由于医药企业普遍偏小，不能产生规模效应，导致整体实力不强，综合竞争能力弱。

贵州医药企业与国内大部分医药企业相比，在规模、产值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 2015 年，

贵州全省医药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81.30 亿元，而江苏扬子江药业实现销售产值突破 500 亿元，贵州

医药行业产值排名第一的益佰制药 2015 年实现产值 31.6 亿元，占全国销售产值排名第—的扬子江药

业的 6%都不到。同时，在贵州药企中公司股权结构有待优化，家族式管理较多，引进现代化经营管理

的较少，使得众多的中小药企，尤其是缺乏特色优势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被动和劣势，规模

偏小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

(二)技术创新有待增强

研发机构建设进展缓慢，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品少。全省建立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中药研发机构仅 64 个，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每年推出新品并运用在临床

上的也不多。部分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但是受到设备、资金、人才等的限制，很难研发出有

核心竞争力的药品。大部分药企没有自己的产品研发中心，没有专门的研发队伍，药品开发还主要依

赖购买、仿制和仿创结合，自主创新药品极少。



部分企业生产的药品科技含量不高，差异性不大，治疗的针对性不强。据有关部门资料数据显示

，在贵州医药企业中，大部分发明专利属于组方专利，涉及中药重大工艺创新等技术领域的专利较少

，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专利极其匮乏。部分药品在药理及疗效上同国内甚至本省所生产的药品雷同。

(三）产业发展资金不足

从总体上来看，贵州药业自有资金有限，资本需求缺口大。由于企业普遍偏小，融资渠道形式单

一，难以筹集到发展需要的资金，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资金短缺，企业扩张抢占市场受到制约。大部分医药生产企业以普药单一品种发展起家，资本金

本身就不雄厚，由于前期 GMP 建设占用了大量资金，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对运行比较困难

的企业来说，资金短缺已经使企业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新产品的开发，市场竞争力大大降低，企业扩

张抢占市场受到制约。

资金不足，导致企业新药研制投入不足。据有关机构资料数据显示，世界十大制药公司研发费用

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最低为 9%，最高达 26%以上。据有关资料显示，贵州药企这个投入比例多数仅为 0.5%

至 2%,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提高，但提高幅度不是很大。

(四）药材基地建设缓慢

贵州省虽然是药材资源大省，但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缓慢，尤其是近年来野生资源受破坏较为严重

，中药材、民族药材产量增长慢，不能满足药企的需要。

从省内看，2015 年，全省中药材人工种植及野生保护抚育总产量仅为 181.04 万吨，需求缺□大，

远不能满足全省药企对药材的需要。

从全国看，当前市场上的中药材总体上是供小于求，药材价格总体仍处于历史高位，使药企的业

绩增长得不到支撑。中药材数量增长慢，价格进一步上涨，必将影响药企的发展。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企业整合力度

针对贵州药企规模总体偏小的问题，贵州应创造条件支持药企采取多种形式向集团化发展。以益

佰、信邦、百灵等骨干大中型药企为主体，按照市场规范，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组建大型

制药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积极引进国内外大型企业和各种资金投资贵州制药行业，进行资产重组

、架构重建。有针对性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制药大企业集团，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贵州药企从置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二)加强自主创新研发

进一步扶持现有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创新能力建设，整合优势资源，建设国家级、省级综

合性创新药物研发技术大平台。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和突破□，以市场为导向，依托贵州丰富的中药材

和民族药资源优势，培育一批疗效确切、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中药民族药大品种。开展民族药基

础理论研究，为民族药的科学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大力推行和实施 GAP、GMP、GLP、GCP

和 GSP，不断提高医药行业的标准化水平。

(三）强化中药材种植及保护

结合贵州中药材资源大省的实际，多形式地加强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大力推动中药材基地向规

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为贵州药企发展提供丰富的高质董的药材。以道地特色、大宗常用、名贵珍

稀药材等为重点，加强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同时，要强化对重要药材资源和野生瀕危药用资源的有

效保护，因地制宜建设珍稀瀕危药材野生抚育基地，促进资源修复和增长。

(四）建立多元投资体系

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搭建有政策银行、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和担保公司参与的产业投融

资平台。强化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充分利用信托投资、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积极吸引社会

投资和国际合作资金，扩大对内对外招商引资。鼓励有条件的药企在国内外上市，筹集发展资金。充

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的政策导向作用，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医药业的投入。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围绕贵州医药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强贵州省高校、科研机构医药相关学科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培

养一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加大对在职人员的培训力度，多形式、多渠道培养一批中药新药研发、药

品生产管理、中药材种植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着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战略思维和懂技术、善经营、

精管理、重倌誉的企业家队伍。采取多种形式引进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和技术攻关带头人，形成结构合

理、层次丰富的人才梯队。建立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的激励、考核、培训、监督机制，

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