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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产业现状、面临机遇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王虎

(广州中一药业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广东省广州市云埔一路32号，510530)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面临的机遇。并对如何加快发展中医药产业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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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瑰宝，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民族医药体系之一，她拥有系

统完善的医药理论、疗效可靠的成方验方及数量丰富

的药用资源，是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在增进人民

健康、防病治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中医药的

不断发展，传统中药产业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发展历程。笔者拟对中药产业的现状、面临的机遇

及发展的对策进行思考和探讨。

l中医药产业现状

1．1 中医药产业化已初具规模，且发展前景良好 中

药产业是我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民族产业和战略产

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药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现有中药生产企业一千余家，中

药经营企业一万多个，药材种植面积近600万余亩，正

式批准的药材专业市场17个。中成药产品已达43种

剂型、5000余个品种，总产值已达数百亿元人民币，这

充分显示出中医药工业化程度已初具规模，在保障人

民身体健康、提高生产力、振兴经济等方面正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

1．2中药生产企业组织规模小而分散，社会化水平

低，市场竞争力弱尽管经过多年的大力发展，我国中

医药产业总体规模已经基本成型，但仍然存在较多问

题。医药企业数量众多，但真正具有较大规模、具有一

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并不多见。大多数企业存在着小

型分散、工艺落后、产品重复、信息不灵、单打独斗等严

重问题，缺乏整体竞争力。重复生产特别是低水平重

复生产，已成为我国中成药生产中的严重问题。例如

全国有8家药厂生产清开灵注射液，几十家药厂生产

六味地黄丸、川贝枇杷止咳露(糖浆)、复方丹参片、板

蓝根制剂等，许多企业仍停留在传统的丸、散、膏、丹等

老品种的生产上，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品市场竞争

愈发激烈，厂家除了打价格战之外别无他法，而价格过

低又导致没有充足资金投入新产品研发，不得不继续

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企

业的发展，严重制约了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下游深

加工产品领域的延伸，无法及时跟上和满足市场需求。

由此造成我国的中医药产品在国际医药分工中长期处

于低端领域，国内市场的高端领域也主要被进口或合

资产品占据。

1．3缺乏名牌产品及名牌企业，在国内外医药市场的

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我国中药企业虽然众多，但真

正拥有独创品牌、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

地的企业并不多。以糖尿病市场为例，尽管有以“消渴

丸”为代表的少数几个降糖中药品种一枝独秀，但仍然

掩盖不了整个降糖市场上西药占据主导地位(长期占

有市场份额的约80％)，而中药始终处于辅助地位的

尴尬事实。有资料显示：自1985年至今，国家药政管

理部门审批的1000多个中药新药中，以剂型改革获准

的新药最多，真正创新药物很少，加之产品技术含量

低，缺乏竞争力，以至于在“洋药”面前处处被动、市场

不断萎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占国际中药市场

年销售额仅约5％左右，并且在极为有限的出口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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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还是原料初级品，这与我国中药大国的地位

极不相称。

1．4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传统优势地位不

断被侵蚀 目前中国医药市场上许多外企利用我国目

前传统中药大多没有专利的弱点，加紧搜罗研究分析

整理，利用先进科技手段深入开发成新产品，获得同际

认町的专利后赚取高额利润，并且反过来凭借其雄厚

的资本实力和科研力量、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大的市场

营销阵营抢占我国的中药市场。早在20世纪日本就

已经十分注霞开发我国经典古方，并成功开发出“救心

丹”等产品并大量返销我国。近10年来境外在我同申

请的中药专利数量占中药专利申请总量的10％以上，

其中日本、美国和韩国申请量最多，中药这种“国宝”

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其严重程度值得我

们深刻反思。

1．5 中药资源的无序过度开发使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后继乏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药产、№化也获得较大发展。

但由于对药材的过度无序开发以及缺乏有效的立法保

护等原冈，我国的药用植物资源已遭到严鼋破坏，就草

药而青，我国中草药资源也正在大幅度减少。野生甘

草在解放初的蕴藏量达200万吨，目前已不足35万

吨。麝香资源也减少达70％以上。中药资源的滥伐

滥用已严霞影响，中药产业化的持续发展。

2中医药产业面临的机遇

在承认存在以上问题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的

中医药产业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具体体现为

三大机遇。

2．1 世界医药保健发展潮流的机遇 随着社会和环

境的变化，疾病谱发生了改变，对人类极具威胁的传染

病基本得到了控制，而对免疫功能障碍性疾病、环境污

染疾病、肿瘤、心脑血管类疾病等，现代医学并没有良

好的治疗方案，中医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辨证论

治的方法论却具有独特的优势。而H，随着牛活水平

的提高，人类对养生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大，面对机体平

衡失调的“亚健康”者，人口老年化而产生的庞大老年

病患者，中医药都有着现代医学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为

中药产、Ip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2 围家政策大力扶持的机遇 中药行业的发展已

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国务院

已经发布实施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这是国家伞Il}f推进中医药发展的一项重大举

措，为我国中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重要

政策保障。中药产业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

济和礼会发展中一项具有较强发展优势和广阔市场前

景的战略性产业。这也有利于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2．3全球市场需求旺盛，中药产业面临良好的发展前

景近年来，寻找天然药物、研究使用天然药物替代化

学合成药物已成趋势。据统计，由天然药物制成的药

品约占全球药品市场总量的30％，而同际植物药的市

场份额已达300亿美元，已和生物制药平分秋色，并且

还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目前中药因为开发周期

短、风险小、研制费用低(一般不足西药的l％)、疗效

好，市场竞争力强等特点而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低收入群体称之为“救命药”，其社会需求必定会随国

内外医药事业的进步而不断扩大，中药产业面临着空

前的发展机遇。

3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中药产业的现代化是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不是短

期就能一蹴而就的，如何能健康、快速的发展中医药产

业呢?我以为以下几点值得思考：1)继承与创新并

重，提高中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2)积极向国际规则

靠拢，制订和完善现代中药标准与规范体系。3)集中

力量建设现代中药产业基地，以大企业为龙头，形成具

有巾．场竞争优势的现代中药企业集团。4)发扬中医药

原创优势，促进行业自主创新。5)重视中药资源的持

续开发利用。

总之，中药产业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面I临的

困难也是非常现实的。落后的现状为我们提供了追赶

的距离，更给我们创造了前进的动力。中医药是我们

的国粹，f盯对落后的严峻现实、日益高涨的回归自然的

世界潮流和国际植物药市场的巨大商机，相信随着中

国政府对中医药产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广大有志

之士的不断努力，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必将取得长足

进步，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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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科技论文的基本要求

科技论文与文学作品的区别，就在于逻辑、语

法、修辞方面要求比较严格。撰写时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1．概念必须明确，不能含混其词。这就需要

掌握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严格掌握修辞分寸，不容任意夸张。这就

需要‘r解语法、修辞的基本知识。

3．力求简明扼要，不宜过多渲染。这就需要

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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