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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 SCP 分析法对江苏省医药制造业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江苏省

医药制造业现存的主要问题是:规模不断增长但是产业集中度低,虽然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但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

然较弱,江苏省医药产业的销售利润率､新产品销售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并根据分析

结果提出了建议:支持医药企业间兼并重组,构建创新平台推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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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医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江苏省医药制造业在全国医药制造业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高技术统计

年鉴》2012 年和 2013 年披露的数据,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利税和利润位居全国第二位｡截至 2013 年,全省

制药企业共 795 家,资产总计 1860.4 亿元,实现利税 458.2 亿元｡全省医药产品的结构:属纯原料生产企业 85家,占 17.97%；纯制

剂企业 136 家,占 28.75%；原料和制剂都生产的企业 117 家,占 24.74%；江苏是医药制剂大省,有制剂生产的企业达 253 家,占

53.49%[1]｡

随着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医药企业的产品生产､销售和新产品的研发实力得到不断加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将引用SCP产业分析方法对江苏省医药制造业进行分析｡SCP研究范式是由哈佛学派的经济学家贝恩提出来的,其将产业分解

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 分析框架｡本文将依据《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中披露的一

系列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统计数据从行业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企业绩效三个方面对江苏省医药制造业进行分析｡

1 江苏省医药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SCP 分析框架中,市场结构主要表明了市场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特征,其包括:市场规模,市场集中度,进入退出壁垒等｡

1.1 市场规模

1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医药产业区域关联分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项目编号

2015SJD118；项目负责人:李树祥)成果之一；江苏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路径

研究”(项目编号:BR2016045；项目负责人:褚淑贞)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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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药制造业通过多年的发展,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也不断提升,经过多年的发展,医药企业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

尤其是 2010 年之前,每年医药企业都有较大规模的增加｡2010 年后,随着一系列的医药企业兼并重组和一些不满足监管要求的医

药企业的淘汰,药企数量开始有所降低(见图 1),但是从全国医药制造业总量的占比来看,江苏省医药企业所占比重基本是呈现出

逐年增长的态势｡

根据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披露的数据(2005—2014)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2004 年的 360.4 亿元增长为 2013 年

的 2813.8 亿元,增长了近 8 倍,增长率在 2008 年达到峰值 0.337 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从全国医药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情况来看,江苏的占比基本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在近两年达到了 13%｡

1.2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指标是产业分析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测量行业市场中的集中程度,通过集中度可以表现出行业市场的垄断程

度｡最常见的测量指标是市场的绝对集中度指标:

Xi表示在市场中居于第 i位的企业在生产､销售和利润等方面在市场中的指标数；X表示整个市场中所有企业的生产､销售和

利润等方面的指标数之和；CRn表示市场中前 n 家企业的市场集中度｡

近几年,随着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不断兼并重组,省内医药行业的集中度开始有了提升,但是随着不断有新的医药企业的加

入,医药行业的集中度出现了一些波动 ｡根据王玉芬等的研究,在 2007 到 2009 三年间,江苏省医药行业集中度分别

为:CR4=24.72%,CR4=22.58%,CR4=20.58%
[2]

｡本文依据 2012 年的数据分析,江苏省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不足 3 亿

元,同时本文分析了江苏省医药制造业排名前 4
①2
的医药企业销售收入的 CR4=20.10%,销售收入最高的扬子江药业,其销售收入

335 亿元｡

2 ①数据来源:2012 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榜单,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发布人:中国医药统计网,

http://www.yytj.org.cn/Info.aspx?newsid=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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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场进入退出壁垒

对于进入壁垒的测量可以通过规模经济､产品差别､法律政策等来分析｡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提出了规模障碍系数:障碍系数

的测算 d=1/N
[3]
,其中 N 表示行业中企业的数目｡根据《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披露,本文计算了 2004 年到 2013 年的江

苏省医药行业障碍系数,可以看出障碍系数和企业数量正好是反比关系,近几年随着江苏省医药行业企业数量的减少,导致障碍

系数的降低,就全国范围来看,医药制造业的障碍系数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见图 2｡

技术壁垒:从我国医药行业的整体来看,由于行业整体的研发实力较弱,导致大多数医药企业主要以仿制药为主,医药企业并

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进行原研药的研究,江苏省内医药制造业企业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所以当前来看医药技术壁垒并不是很突

出｡政策壁垒:在我国医药制造业中相关的行政政策法规主要包括《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企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由于药

品的特殊性,新进入企业需要满足获得产品批号和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等多方面的要求,同时江苏省结合本省的实

际情况推出了一些政策,例如,《江苏省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监督管理规定》,《江苏省廉价药品遴选办法》,《江苏省基本药物供

货企业诚信记录公示制度(试行)》等｡但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医药企业产品的上市许可要求和产品的质量标准并不高,总的来说政

策法规壁垒并不高
[4]

｡

医药行业退出壁垒包括多个方面:经济壁垒,医药行业投入较大,在退出时设备成本､人员安置成本等过高,导致退出成本高｡

同时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往往阻止一些医药企业退出,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产业的退出壁垒｡

产品差别壁垒,产品的差别较难用一项具体的指标来计算,本文应用江苏省医药行业新产品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表示

｡从图 3可以看出从 2004 年到 2013 年,江苏省医药行业新产品产值率基本处于波动的状态,在 2010 年达到了最高的 25.7%
[5]
,随

后又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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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企业市场行为分析

市场行为指企业在考虑了市场的供求和同行业企业关系的基础上,所采取的行为,本研究主要通过价格行为,广告行为和研

发行为对江苏省医药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分析｡

2.1 价格行为

目前我国对药品定价分为企业自主定价､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三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 2015 年 5 月份发布了《推进药

品价格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在 2015 年 6 月 1 日起除麻醉药品和一类精神药品仍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外,其

他药品政府定价均予以取消｡随着这项政策的逐步落实,医药制造企业在药品定价方面将会有更大的自主权｡

2.2 广告行为

广告,即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媒体,公开而且广泛的向公众传递产品信息的一种手段｡但是由于药品的特殊性,药品和其他商品

相比受到更多的法规约束｡医药广告费用从全国来看,2012 年全年医药生物板块公布广告费用的有 108 家,总费用 68.78 亿元,和

2011 年相比增加了 11 亿元
[6]

｡就江苏省医药制造业来说,由于数据收集比较困难,全省医药制造业的广告投入很难测算出来,本文

主要依据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数据进行分析｡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共 8 家,但是由于多数上市企业在年报中并没有明确

给出公司的广告成本,本文统计了联环药业列出广告宣传费用 23.65/25.51 万元(2014/2013)；江苏吴中列出广告费用

1465.51/2174.52 万元(2014/2013)；四环药业广告宣传推广费用 425.14/374.62 万元(2014/2013),其他企业仅仅以销售､推广费

用概括｡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两年医药制造企业的广告投入有较大的波动,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2.3 研发行为

研发强度,是指企业/行业在研发的投入和收入的比值,研发强度表明了企业/行业可以投入水平的高低,高的研发强度也表

明了企业/行业的创新能力｡本文依据《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所披露的数据,对江苏省 2004 年到 2013 年 10 年间的医药制造业

研发强度(研发投入/营业收入)以及全国医药制造业研发强度的变化情况绘制图 4｡从图中可以看出,江苏省医药行业的研发强度

虽有波动,但基本上符合全国医药制造业研发强度的波动趋势,同时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本文同时

分析了江苏省医药制造业在全国研发机构､研发人员以及研发经费投入的占比情况,研究发现江苏省在医药制造业研发机构数量

上,在全国占比逐年增加,但是研发人员占比却相对平稳,说明江苏省在医药研发人才方面需要更多的积累,但研发经费投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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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也说明行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需要加大｡

3 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绩效分析

3.1 利润率

本文对利润率的分析将通过销售利润率､资产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来说明｡

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分析了2004年到2013年江苏省医药行业销售利润率､资产利润率,根据分析发现销售利润率､资产利润率

表现出相类似的波动规律,从 2004 年到 2008 年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连续上涨,2008 年之后出现了下降,在 2011 年之后开始

恢复上涨表明医药行业的销售收益水平,资产盈利能力以及获利能力向好的趋势
[7]

｡

本文还依据江苏省统计局所披露的历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了医药行业的成本费用率,产品销售率以

及资产负债率三个指标,用来反映企业在当期发生的所有成本费用所带来的收益的能力,产品已实现销售的程度和总资产中有多

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从 2004—2013 年的统计年报中可以看出,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产品销售率近几年基本维持在 95%以

上,保持较高的比率,同时成本费用率保持在 10%左右,表明医药行业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所占的主营业务成本基本

处于合理的位置
②3

｡

3.2 新产品销售率

新产品销售率表明了新产品销售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率,也即新产品带来的收入比重｡本文依据《中国高技术统计年

鉴》所披露的数据,分析了江苏省以及全国 2004—2013 年的医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比率,通过分析发现,近几年来江苏省医

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比率在 2010 年达到最高 26%后,连续三年处于 20%以下,2011 和 2013 年虽然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所增长,

但是其所占的比重却并不高,同时全国医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比率却呈现出上涨的态势,说明江苏省在新产品销售利润方面

需要进行改善｡

3 ②数据来源:http://www.jssb.gov.cn/tjxxgk/tjsj/tjnq/jstjnj2014/index_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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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成长能力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企业的长远扩展能力,企业未来生产经营实力｡

分析2004—2013年的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在近十年里,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从2004年的360.4

亿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2813.8 亿元,增长了 8倍多｡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同期全国数据的

比较,从图 5 数据来看 2005 到 2013 年间江苏省医药行业的利润总额仍然保持了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是从增长率来看却出现了较

大的波动｡2006—2008 年增长率较快,但是 2008 年以后医药行业利润的增长率开始下降｡江苏省和全国相比基本呈现出类似的趋

势,而且近几年来江苏省的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要高于全国水平,这也说明了从国内来看江苏省医药企业的成长能力

较好｡

同时对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主营利润增长率和全国数据做对比分析,从图 6 可以看出,从 2005—2013 年,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

利润增长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在 2008 年增长率达到最高的 81%之后出现了下降,全国的医药制造业的利润增长率波动相对来说

幅度较小,而且在最近几年江苏省的利润增长率与全国数据相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距,这也说明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盈利能力

需要进一步提高｡

3.4 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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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促进行业发展的最大的动力之一,尤其是对属于高新技术的医药行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不仅可以推动行业技术的发展

而且通过创新可以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特别是从政府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以来,医药制造业的专利数申请有了显著的增长,

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开始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拥有数分别从 576/678 增长到 2013 年的 1889/1882｡同时为了有效分析江苏省专利数

量在全国的比重,本文将 2004—2013 年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专利申请数和有效专利数与全国医药制造业的专利申请数据做了比

值分析,可以发现在专利申请方面江苏省所占的比重在 2009 年达到了较高的比重,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也说明虽然江苏省

医药制造业的专利申请逐年增长,但是在全国的占比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需要在研发方面加大投入,提高行业的研发能力｡

4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不管是在行业规模还是行业研发创新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医

药行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占到了全国总量的 20%,而且研发人才和研发机构的数量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但是在研发人才､企业盈利

能力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江苏省医药制造行业企业较多而且分散,导致集中度较低,虽然医药制造业整体规模大,但是有竞争

优势的大企业集团不多,同时行业集中度低则必然会导致激烈的竞争,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

4.2 政策建议

4.2.1 鼓励联合兼并提高市场集中度

江苏省医药行业企业众多,也培育了多个医药园区,但是医药企业多而分散的情况仍然突出,医药制造行业企业小而分散导

致行业竞争过于激烈,企业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新药的研发和创新,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只能着眼于短期的利益｡因此江苏省

可以通过鼓励医药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或者其他多种方式的联合,形成几个大型的医药制造业集团,这样更容易吸引更高端的人

才,而且也具备较强的资金能力,从而也有利于推动行业创新｡

4.2.2 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江苏省医药制造业在研发创新方面还比较弱,虽然近几年,企业在研发上面投入在逐渐增大,也开发

了一些新产品,但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原研药仍然比较缺乏｡在本文关于研发行为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虽然研发机构的占比在增

加,但是投入和人才的占比却增长缓慢或者下降,这也说明江苏省医药制造业不仅仅是要增加研发机构,更多的是要储备研发人

才,投入更多的研发经费才能提升创新能力｡在研发投入方面虽然从国内来看,江苏省的医药制造业研发强度高于全国水平,但是

和国际医药企业相比,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据相关研究显示大型跨国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 15%~20%,但是目

前国内医药企业在研发的投入仅约为销售收入的 3%
[2]
,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江苏省医药企业仍然需要加大在创新方面的投入｡

4.2.3 提升创新平台

原有的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中,各关联体相互较为松散,缺乏宏观层面的协调和指导,而且创新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创新平台

不能很好地发挥研发优势｡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和高校以及科研院所联合组建“2011 协同创新平台”,通过“2011 协同创新平台”

实现企业与科研院校的联合创新,最大发挥创新平台中各个参与方的优势,推动创新,实现企业,院校和地方在创新方面的深度融

合｡突破原有的壁垒体系,释放各体系的创新要素｡

江苏省内有众多的科研院校,其中不乏有在医药行业有传统优势的院校,江苏省可以通过建立协同创新平台,将这些资源转

化为行业竞争优势,推动医药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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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医药制造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该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江苏省现有的金融系统还

不能完全满足医药制造业发展的需要,现在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上市公司还比较少,大多数中小医药制造企业融资困难,因此要

想推动江苏省医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国家投融资政策,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拓宽融资路径,为医药制造业的快速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国家对新三板上市企业的区域放开,更多的优质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新三板进行融资,为创业型企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资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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