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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医药工业增

加值增速2011年达17.5％，2012年为14.5％，2013年为12.7％，

2014年为 12.5％；其中 2014年的增加值高于整体工业增加值

4.2个百分点，在各个工业大类中位居前列[1]。根据 2013年全

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

工业生产总值排名发现，福建省列第 11位；其中，福建省制药

企业的生产总值排名列全省的第23位[2]。由此可见，福建省的

医药工业经济地位明显落后于其整体工业经济发展水平。为

详细了解福建省医药工业的发展情况，笔者与本课题组成员

于2014年7月1日－2015年8月30日实地走访了福州、厦门、

漳州、泉州、南平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50家制药企业（注：福建

省共有制药企业121家，本文所说的制药企业主要指的是开展

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的生产企业，包括化学药、中药和生物技

术制药三大类），重点收集了12家知名度较高的制药企业的招

投标品种数、资产和利润情况、研发费用投入情况、专业人员

情况等方面的数据，概括其整体发展情况和了解制约其发展

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措施，为福建省制药

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1 福建省制药企业的整体发展情况
总体来看，福建省制药企业的经济总量占全省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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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份额仍较小。由于该行业在福建省的受重视程度不够，发
展相对缓慢，绝大多数制药企业均为中、小型企业，因此整体
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医药政策的落实待强化，外部市场适应能力不强
1.1.1 医药政策落实不到位 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要行业，其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大力
引导和支持。为了加速我国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升级，国
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与相关管理部门曾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

如2010年10月由国务院发布并实施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2年1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并实施的《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目的都是为了加
快我国医药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其由弱变强。

为了进一步促进福建省的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增强其综合实
力和竞争力，福建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出台了《加快医药
产业发展的十二条措施》（闽政文〔2014〕98号）（简称“十二条
措施”）。“十二条措施”从培育壮大龙头骨干企业、支持医药企
业开拓市场、支持新药研发与产业化、加大医药企业融资支持
力度、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升药品质量
安全水平等方面入手，对全省的制药企业进行了政策性扶
持。但该措施发文1年后，通过笔者走访福州、泉州、三明等地
区的部分制药企业，对“十二条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调
研，结果发现所走访的企业无一例外地反映并未能真正从该
项政策中得到实质性的益处。如其中第八条规定，“对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医药企业的，可以减免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但该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并不到位。

1.1.2 企业的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 医药行业是典型的高投
入、高收益、高风险、长周期的高科技行业，单个企业或组织的
技术能力、研发资源及掌握的信息等毕竟有限，不仅需要国家
或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与
之配套的金融服务、教育服务、信息服务等公共设施，将众多
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制药企业集中于一
定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这样才有利于产生规模效应，扩大
企业的影响力；实现更多的信息交流，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形成整体品牌效应，降低人才的吸纳成本；避免企业设施的重
复建设，降低研发、生产、销售成本等[3]。举例来说，全球生物
医药产业最重要的集聚区——美国，其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
特征就是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许多州和地区将发展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如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
三角园区”，其最初的建设就主要是由州政府出面，通过财政
激励、贷款保障、低息贷款以及多渠道的风险投资，持续增加
对园区附近的大学、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孵化器、非营利机构
等的投入[4]，使得教育、金融等基础设施完备，以此吸引企业集
聚，促进产业发展。

为了加快推动福建省医药产业的发展，福建省经济贸易
委员会、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06年1月出台了《2006－

2008年福建省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并将泉州地区的永春
县确定为福建省唯一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试点县，同时还提
出在福州、厦门两地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但到目前为止，

全省仅有厦门建立了配套设施相对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园，

且已成为全国三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之一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5]。而永春县虽然举全县之力发展生物
医药，并得到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林业科学院
等 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支持，但是最终却因县政府
力量有限，在人才引进机制、公共服务平台、生活服务配套设
施建设等方面未能及时跟进，致使其生物医药产业至今未能
形成规模。

1.1.3 人才引进机制不健全 现代市场的竞争，说到底主要
还是人才的竞争。对于医药行业来说，新药研发、市场销售等
都离不开高新技术和人才的支撑。举例来说，在厦门海沧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就得到了海沧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由海沧区政府于2013年出台的重金打造“海纳百川”的
人才引进政策，先后投入了4亿元[6]。该政策实施1年后，海沧
区“千人计划”专家从0人增加到了6人，“长江学者”计划特聘
教授2人，省“百人计划”入选者从1人（次）增至7人（次）等[7]。

而其他地、市却因吸纳人才的政策、条件相对不足，如政策实
施手段不灵活、激励机制不完善、未专门针对医药人才引进出
台相应政策，加之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不健全、厂区环境设施
较简陋、工资待遇偏低，以及家属工作与小孩教育、住房等问
题的解决力度不够等，难以引进和留住高端人才，继而影响了
企业的全面发展。

1.1.4 外部市场适应能力不强 企业的产品销售往往会受到
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如福建省本地企业生产的药品（简称地
产药品）销售就因国家的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影响。从 1999 年 6月开始，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实施医疗机
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药品价格，

让利于民。从某种程度上讲，该项政策的实施的确产生了一
定的效果。但从部分地区药品生产企业反馈的实际情况来
看，该项政策的实施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如企业在整个招标过程完全处于被动，只能被迫接受多项苛
刻条件[8]。如福建省的历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细则均规定：所
有品种的投标价均不得高于其在福建省的中标价。截至2012

年，福建省共举行了22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这样一来，福建
省地产药品就至少被迫降了22次价格，与产品原辅料、动力能
源、运输费用等生产要素以及人工成本等不断上涨的情况极
不相符，极大地影响了地产药品在本省医疗机构的使用，有的
企业甚至不得不放弃投标。如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生产的两
个独家支柱产品——新癀片和八宝丹胶囊，在 2012年第八批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简称“第八标”）中因限价太低，最终不得
不放弃投标，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5 000万元。

经笔者收集福建省12家知名度较高的制药企业“第八标”的相
关情况后发现，在参与投标的 387个品种中，有 173个品种中
标，有 164个品种确标，进入本省医疗机构使用的仅有 142个
品种。也就是说，其中有 22个地产药品最终因市场认知度低
而未被当地医疗机构使用，极大地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12

家制药企业“第八标”中标、确标、医疗机构使用品种见表1。

表1 12家制药企业“第八标”中标、确标、医疗机构使用品种
Tab 1 The types of bidden drugs，drugs included in the bid-

ding and drugs used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12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生产企业名称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公司
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
厦门星鲨药业集团公司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东力捷迅药业有限公司
福州屏山制药有限公司
福建天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南少林药业有限公司
泉州中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闽海药业有限公司
合计

投标品种数
139

8

16

37

10

4

26

19

15

65

37

11

387

中标品种数
62

5

6

18

10

2

16

6

2

22

17

7

173

确标品种数
62

5

6

12

10

2

16

6

1

20

17

7

164

医疗机构使用品种数
53

3

4

12

10

2

16

6

1

15

13

7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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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自身实力偏弱，发展后劲不足
1.2.1 企业规模较小、利润偏低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
工业司医药处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全国2 146家制药企
业的综合排名中，福建省无一家企业进入前 100强；资产总额
排序列前 300位的企业中，福建省仅有 2家企业（分别是福建
省闽东力捷迅药业、福建金山医药实业集团，列第 282、287

位 [9]）；利润总额排序列前 300位的企业中，福建省也仅 3家企
业入围（分别是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福建三爱药
业有限公司、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列第 181、233、

299位）；资产总额、利润总额排序列前300～1 000位的企业不
足20家。2015年7月12日，在成都举办的第32届全国医药工
业信息年会上，正式对外发布的 2014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
榜上，福建省无一家企业进入前 100强。由此可见，福建省制
药企业大多数规模偏小、利润偏低。

1.2.2 自主研发资金投入较少 按照国际平均水平，在全球
范围内，医药企业每年用于新药研发的资金投入占其销售收
入的比例至少不应低于8％[10]；发达国家的医药企业甚至高达
10％～20％[11]。经笔者对12家制药企业新药研发资金投入情
况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一比例普遍在2％～5％之间，远低于国
际平均水平，甚至有部分规模较小的企业根本没有设立新药
研发部门。如笔者走访的某县级企业，虽然其官方网站首页
介绍为“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年产值达 3 000万元的
现代化制药企业，拥有多个全国独家品种”，但实际上却并未
设立研发部门；还有不少制药企业的研发费用大多用来购买
现成品种，少部分用于剂型改造，自主研发的费用投入极少。

12家制药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及研发费用投入占比见表 2（注：

研发人员占比是指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总人数的比例；研发
费用占比是指研发费用投入占年度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

表2 12家制药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及研发费用投入占比
Tab 2 The number of R&D staff and the proportion of

R&D investment in 12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制药企业名称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公司
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中药有限公司
厦门星鲨药业集团公司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东力捷迅药业有限公司
福州屏山制药有限公司
福建天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南少林药业有限公司
泉州中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闽海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占比，％
3.0

9.5

1.7

11.1

5.4

14.2

3.5

3.6

14.4

9.1

0.6

12.2

研发费用占比，％
2～5

2～5

2～5

2～5

2～5

＞5

＞5

2～5

＞5

0.5～1

1～2

2～5

1.2.3 药学等相关专业人员数量偏少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
品，其专业性要求很强，无论是在研发、生产、检验，还是在销
售、储运等环节，均需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具备药学专业知识和
相关专业技能的人员。经过袁萍[12]对江苏泰州市药品生产企
业的检验人员进行调研表明，该市 11家企业共有 180位检验
人员，其中具有药学及相关专业的人数占到了总检验人数的
69％。而笔者对福建省12家制药企业的药学专业和相关专业
人员占比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平均占比不到15％。由此可见，

福建省制药企业的药学及相关专业人员数量偏少。

同时，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不少药学专业院校的毕业生
往往可能因为制药企业的工资待遇水平不高、地理位置离市
区较远，不愿意到制药企业实习、就业。如福州海王福药制药
企业作为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外实习基地，学院

每年都要推荐毕业生到该企业实习，但近年来到该企业实习、

就业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经笔者走访，三明、南平等地区的
部分制药企业普遍反映医药专业人才难以留住。如福建新
武夷制药有限公司的验收、质检、制剂、分析等岗位迫切需要
专业人员，但该企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为非专
业出身，且未经专业培训。为解决专业技术人员短缺问题，企
业只得委托当地不具备招收药学和相关专业的职业技术院校
聘请教师对员工进行短期培训，或出资委托药学专业院校培
养贫困生，即使如此，专业技术人员短缺现象仍难以解决。12

家制药企业药学技术人员学历及药学和相关专业占比统计见
表3。

表3 12家制药企业药学技术人员学历及相关专业占比统计
Tab 3 The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related

major of pharmaceutical technicians in 12 pharma-

ceutical enterpris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企业名称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公司
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
厦门星鲨药业集团公司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东力捷迅药业有限公司
福州屏山制药有限公司
福建天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南少林药业有限公司
泉州中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闽海药业有限公司

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89.2

45.1

48.0

63.3

55.3

94.9

62.3

47.1

69.8

57.1

25.1

83.7

药学和相关专业人员占比，％
12.9

10.1

6.1

18.5

26.8

6.1

11.4

23.1

39.8

12.5

21.2

27.6

1.2.4 企业的营销推广能力较弱 加强对药品的营销推广是
促进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调查显示，福建省制药企业
中绝大多数均设有销售部门，但许多企业销售部门的主要职
责仅仅是做好各省市的药品招投标、销售管理、员工培训、与
药品经营企业对接等工作。所生产的药品大多数由医药批发
企业、医药物流公司代理销售，企业自身很少在销售地设立办
事处，很少有专门的信息沟通人员向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师、药
店店员、患者进行宣传与沟通，没有很好地培育市场。由于同
类产品丰富，出现了即使是全国独家、疗效确切、零售市场反
映效果很好、公众接受度较高的地产药品品种，在产地市场以
外几乎也难以见到。这样的企业和产品较多，如福建省泉州
亚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赛霉安乳膏、福建永春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的养脾散，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福建汇天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山楂精降脂片等，在外地市场的销售情况均不
理想，值得深思。

2 促进福建省制药企业发展的措施
2.1 进一步强化主管机构的职能和协调机制

福建省虽然设有医改领导小组，但是医药行业管理涉及
到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局等众多部门，结合部较
多、协调较为困难。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和福建省的相
关政策，笔者认为必须进一步确保领导机构和主管部门的职
能衔接，强化管理。如厦门市坚持集群发展、集聚发展、集约
发展思路，在土地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仍坚持生物医药产业园
建设，设立园区管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相关管理部门，为制
药企业在政策扶持、产业联盟、公共技术平台及专家顾问、投
融资、物流仓储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专业服务，为制药企业的
生产、销售、发展等方面多角度提供扶持，极大地减轻了企业
的发展阻力和困难。其医药生物产业迅速发展，同时越来越

··3894



中  国
  药

  房
  网

 

www.china-pharm
acy.

com 

中国药房 2016年第27卷第28期 China Pharmacy 2016 Vol. 27 No. 28

多的高端人才相中海沧生物医药园区这块创新热土。

2.2 优化投资环境，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基于医药工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笔者认为可充分运用政府的专项资金投入、采用股份制融资、

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金融信贷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解决企业
发展所需的资金。如为鼓励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可建立临床
前新产品开发和临床新产品开发专项基金，或获取低息贷款
或税收减免，帮助企业渡过研发资金紧缺的难关。为了更好
地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最好建立医药产业园，进一步完善药品
的检验检测中心、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新药信息收集中心、

生物医药孵化器等。同时，可借鉴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得较好
的江苏泰州地区的经验，打造医药城，组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中心、新药创制服务中心和投资咨询服务中心等，对入园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便捷服务，尤其是在技术改造、科研开发、人才
引进等方面给予支持。只有投资环境好、风险低、效益高，才
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2.3 完善人才引进和储备机制

新产品的开发主要是科研技术人员智慧的结晶，笔者认
为应将引进和留住高端研发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建立健全高端人才引进机制方面，不妨借鉴厦门的“海纳百
川”人才政策，在薪资待遇、家属工作、小孩教育、住房等各方
面给予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的高端生物医药人才前往进行
科研合作、投资兴办企业或短期工作。制定一套可量化的科
研技术人员水平评估细则，设立重奖标准，对在科研方面作出
卓越贡献的科研人员进行奖励，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新药研
发热情和积极性。还可通过省教育厅人才培养计划，引导省
内高校开设本省需求的医药相关专业，增加医药专业技术人
才的培育数量，为制药企业储备专门的技术人才；通过在职人
才培养模式，与高职医药院校合作，共同培育医药中、低层专
业技术人员，满足制药企业各岗位的人才需求。

2.4 建立产品优势，提高市场的适应能力

自 2001年 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颁布以来，最
低价中标法开始在我国部分地区尝试性应用。福建省的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历来采用“历史最低价”中标法，笔者认为
这种方法虽然不利于地产药品的销售，但是客观地说，最低价
中标政策的出台还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药品的价格，减轻了
患者的经济负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制药企业
来说，无需也无法改变政策，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逐步适应。

在这方面，不妨学习一下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做
法：20世纪 90年代末，该公司年药品销售总额仅 100多万元，

在资金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定目标、找准方向，倾其所有
致力于新药——乙型肝炎治疗产品的研发，最终陆续开发出
了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等品种，由此建立了产品
优势[13]，成为国内唯一一个能同时生产核苷类抗乙型肝炎病毒

“三大一线”用药的企业，系福建省“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重
点工程，“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5 合理利用资源，优选创新模式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品创新的推动，新产品开发是提升
制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基于新药研发的特殊性及福建
省制药企业实力弱、利润低、研发投入少等现实特点，笔者认
为每家制药企业都应当首先衡量自身的实力，找准适合自己
的产品创新模式。对于那些规模较大、资本相对雄厚、研发人
才资源相对丰富的企业，应当集中精力，有规划地开发技术含
量较高的新产品；而对于那些中小型、研发基础相对薄弱的企
业，则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设施设备和当地的优势资源，另辟

蹊径，如拓展药食两用产品渠道，往药食同源产品、功能性产
品、保健食品等方向发展。对于这一部分企业来说，开发药食
两用产品，不仅入门快、上手快、上市快，而且市场前景更为广
阔、成本低，不失为中、小型制药企业发展的较好方向。

2.6 提升营销队伍素质，提高产品的营销能力

在我国制药企业中，低水平、重复生产现象严重，特别是
某些老品种，同一品种的批准文号少则上百多则上千。如经
笔者查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局网站的数据，氧氟沙
星的国产批准文号达 1 214个，奥美拉唑达 299个。而对于企
业的产品，只有通过营销人员对信息的准确传递，让医师掌握
某药品的关键信息，如跨国制药企业的首选营销模式——学
术营销，通过营销人员的学术灌输，改变医师的用药理念，让
医师认识到某产品是治疗某种疾病或某个症状的最佳药物，

才能够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市场的占有率。学术推
广方式不仅要求营销人员懂得市场竞争分析，懂得专业的销
售技巧；同时还要懂得医学、药学知识等专业知识，即通过提
升营销队伍素质，提高产品营销能力，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

3 结语
总体来看，福建省制药企业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大部分

为中、小型企业，自身实力偏弱，发展后劲不足，企业外部发展
条件有待改善。但福建省药品生产企业重复生产的品种较
少，其中不乏全国独家品种、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同时有厦门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只要进一步强化主管机
构职能，优化投资环境，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完善人才引进和
培养机制，优选创新模式，提高企业营销推广能力及适应市场
能力，就能有效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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