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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态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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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云南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具有资源、气候、区位、自然环境的优势,近年来在政策的强力驱动下得

到大力发展,已经成为云南省的支柱产业。但产业发展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单一、企业规模有限、创新不足、中药材

供需失衡等问题,需要采取优化顶层设计和加强宏观政策引导;促进产学研金一体化发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构建

生物医药大数据平台,加强行业运行监测分析等措施,来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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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云南省政府在《关于着力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并将其列为八大重点

产业之一。文件中明确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的产业发展目标和任务。并于同年发布了《云南省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提出“147”发展战略,通过建设四大基地,实施 7 项工程,把云南打造成为服务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生物医

药和大健康产业中心。在系列政策措施的驱动下,云南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

题。 

1 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 

云南省已经基本形成以天然药物(中药民族药)为重点的中药材种植加工、药品及保健品研发生产,以及医疗养生服务、商贸

流通等构成的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体系。这一产业体系涉及第一产业中药材种养殖、第二产业中药材加工和中成药生产、第三

产业的医疗健康服务和商贸流通业。随着云南产业结构向“三、二、一”格局高级化发展,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作为进一步细

分的产业结构也在这一结构变革不断调整优化。 

下面从中药材种养殖业、医药产业以及医药商贸流通行业三个领域来进一步说明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态势。 

1.1中药材种养殖业 

云南中药材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已从 2016 年的 665 万亩增加到 2018 年的 794 亩,中药材种养殖已经分布在省内 127 个县市

区,全省近五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涉及中药材种养殖,专业大户达 96000多户。中药材的农业总产值也从 2016年的 253亿元增加到

2018年的 361 亿元。同时中药材种植面积突破 10万亩的品种不断增加,2017年为 17 种,2018 年为 18个。产值最大的中药材仍

然是三七农业产值近百亿元,10亿元以上的有天麻、重楼、石斛、草果、砂仁、生姜等 6种中药材。 

1.2生物医药生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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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医药生产企业数量从 2016年的 146家增加到 2019年的 161家,生物医药和健康产品制造主营业务收入 2016年为 419

亿元、2017年为 528亿元、2018 年为 626 元亿。生物技术药、化学药占比有所上升,达到 30%左右,但中药、植物药产值占比仍

达 70%以上。2018年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0亿元以上企业 7户,5亿元以上 8户。 

1.3药品流通行业 

2016 年到 2018 年云南省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逐年增加,但在全国药品流通行业销售总额的占比由 2016 年的 3.79 下降

为 2018 年的 3.61 全国排名第 10 位。从 2017 年统计数据来看药品类销售总额为 761.02 亿元,占全国药品类销售比重为 3.8%;

中药材销售额为 15.33亿元,全国占比为 2.51;中成药销售额为 119.9亿元,全国占比 4%。受政策影响 2018年中成药销售总额下

降为 86亿元,波动较大(数据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 

2 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统计数据来看,从 2016 年至今,无论是中药材种植面积、生物医药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还是商贸流通企业的药品销售额,

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云南省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按照之前的规划在不断地发展,产值、规模

有了较大提高,形成基本布局,但离生物医药强省的距离还较远,产业发展的内涵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发展潜力有待挖掘。还

存在以下问题: 

(1)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规模有限,产业内部结构较为单一,尚未形成多样化发展的格局。 

云南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虽然已经形成基本布局,但仍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结构有待调整升级。同时受到传统产业基础

的影响,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主要还是由原料供应、低端医药产品和保健品加工生产、基本医疗服务、传统医药商贸流通

等构成。新兴医药产业链延伸不够,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医疗养生服务业等新业态发展有限,中医药与旅游、休闲、养生、养老、

文化等领域融合度有限,导致结构升级的速度提升有限,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健康管理、健康服务、康养等行业还在起步阶段,影

响力有限。 

(2)生物医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规模有待扩大。 

截至 2019 年,云南省共有生物医药企业 161 家,主要为中成药生产企业和植物提取物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生产能力和规模有

限,且尚未形成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企业集群。近年来虽有沃森生物、三七科技、医学生物所等一批生物制药企业快速成长,

但从事血液制品、疫苗、诊断、单抗的生物制药企业凤毛麟角。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 10亿元以上企业 7户,5亿元以有 8户,主

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企业仅有云南白药一家。从总体来看,云南省医药行业具有龙头企业少、企业规模小、有实力的大公司大集

团参与少的特点,小、散、弱的局面没有根本解决。整体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健康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和合理化。 

(3)云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技术产业创新不足、研发能力有限。 

云南是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大省,但不是医药大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较弱,过去十年云南一个

省获批的新药生产批准成果不及沿海发达地区一个好的企业的总和。从 2006到 2016年,云南生物医药产业获授权专利 4585件,

转化率低,存在“多而不优,大而不强”的现象。由于药品基础研究水平较低,特别是临床研究水平制约了研发产品在市场上的成

功推广。而不断推出的养老、养生产业也未凸显出自身的特色和竞争优势,产品设计缺乏创新,只能提供简单低端的服务,存在着

产业趋同、定位不清、产业链短的问题,直接限制了新兴业态的发展前景。 

(4)云南中药材面临市场波动频繁、供大于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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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迅速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的同时,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也在迅速增加,预计到 2020 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达到 6620

万亩,云南将达到 800 万亩,成为全国第一。近年来中药材然而在中药材供给在迅速增加的同时,中药材市场波动频繁,政策、天

气、疫情等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到中药材市场的需求,导致中药材价格波动频繁。近年来云南中药材年指数在 800—900 之间震

荡涨跌,缺乏稳定性。从品种来看,云南的目前产值过 10 亿的中药材中,三七、石斛、草果的年价格指数都在下跌。中药材在种

植面积迅速扩大形成规模的同时,如何把握市场、理性种植、保护农民的种植积极性等问题将成为未来中药材种植的一个难点问

题。 

(5)中药材交易模式单一落后,缺乏现代化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和平台。 

近年来,传统中药材交易市场功能弱化,产地市场采购已成为中药材采购的趋势,特别是大宗药材采购活动逐步向产地延伸。

中药材交易向集约化产地加工,基地加工,基地物流的方向发展。云南省中药材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已经达到全国第一,2017 年云

南省中药材农业总产值已达到 358亿,但在云南省的中药材销售总额仅为 15.33亿。这一组数据对比中即可看到云南省中药材商

贸交易平台发展落后,不能满足中药材产量大幅度增加的交易需要。云南的中药材交易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中药材线

下交易市场,“互联网+”中药交易平台的构建也刚刚起步,影响力有限。这种传统的交易方式往往导致这种交易方式阻碍了中药

材流通效率,也加重了农户的种植风险和贸易流通商的库存风险。 

3 促进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结构优化的建议 

3.1优化顶层设计和加强宏观政策引导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处于较好发展态势的地区将不断吸纳位于

边缘地区的资金、资源、技术、劳动力以及高素质人才,区域的“极化”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因此,区域经济中医药

健康产业的竞争也是政府层面的竞争,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政府的这种宏观政策对区域发展尤为重要。政府

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规划和政策,可以有力地支撑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会吸引本地区资金、资源、技术、

劳动力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地理集中,将对云南省的中医药健康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3.2构建区域产学研联盟,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优势在于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廉价充裕的劳动力,劣势在于资源开发和创新能力有限,缺

乏技术人才,缺乏资金。创新能力是未来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驱动力。近年来云南增加了一些重点实验室和部门,但主

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研发较少。从专利来看,大多数职务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高校,但产业的发展需要企业来运营,需

要企业把专利市场化、产品化,否则高校的专利就了闲置专利。因此构建云南省产学研联盟,形成政产学研金五位一体的模式,促

进政产学研金各方沟通,有利于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便于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有效地提升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3构建生物医药大数据平台,加强行业运行监测分析,完善统计信息和数据 

目前云南省生物医药产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存在供求信息不对成,相关数据信息统计、挖掘利用不够、数据分散、统计口

径不一致,开放共享程度差等问题。需要构建一个能对产业进行动态追踪和综合评价的数据平台,提高数据整合能力和数据分析

能力,对产业发展环境和面临的形势进行分析,对行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3.4建立现代化中药材现代流通体系,改变中药材传统交易模式 

云南中药材种植规模的扩大与低水平建设的中药材流通体系的不匹配,降低了中药材流通的效率和效益,构建现代化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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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体系迫在眉睫。现代化中药材流通体系不仅是一个交易的场所,而应该集交易、交收、仓储、物流、检测、融资、质量追溯

服务于一体。在构建现代化流通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改变传统交易市场的经营模式,形成“互

联网+中药”“线上+线下”的新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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