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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中药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国家一系列调控政策的

发布使医药产业面临结构调整，对中成药产业也是一次挑战。对新时期医药环境进行分析，提出中成药产业面临的

严峻考验，探讨中成药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供行业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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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各项改革进入 “深水区”。围绕

“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新时期医改政策陆续出

台，医药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成药产业是医

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政策调整导致的医药

产业环境变化也必然作用于中成药产业。本研究从

新时期医药产业环境的变化分析入手，探讨该变化

给中成药产业带来的挑战，并对中成药产业发生的

一系列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１　新时期医药产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１１　医药市场的两大特殊性
与其他行业相比，医药市场是特殊市场，主要

体现有两方面：１）市场购买主体相对单一，主要为
国家医保部门，因此医保投入直接关系医药市场容

量。笔者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青年干部调研团成

员参加广东调研时，据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分院及广

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反馈，医院收入约７０％来源于
国家医保基金；但多数行业供需双方都不是相对单

一的，供需双方可以相互选择、相互博弈，从而促

进市场竞争，达到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目的，这是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２）“委托代理”存在于
医药市场多个环节，普通的市场交易是供需双方直

接博弈，形成双方能接受的价格和服务，最终达成

交易；而医药市场则不能由供需双方直接博弈形成

交易，必须通过第三方的 “委托代理”；如企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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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及销售药品（供方），患者消费药品（需方），供需

双方不能直接博弈形成交易，必须有医生的诊断及

处方（委托代理），才能实现供需交易。

１２　医保扩容等系列政策推动产业高速发展
自１９９８年始，由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强

化，医保支付扩容成为支撑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

要动力。１９９８年的城镇职工医保实施、２００３年的新
农合实施、２００７年的城镇居民医保实施以及２００９年
的新医改政府大量投入，推动了医药市场持续扩容，

医保支付达到了３万亿元，巨额增量拉动了供需增
长，医药产业实现了连续十几年的快速扩张［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从１４５３５亿元上涨到
５７９９８３亿元，年均增幅达１６％。与此同时，中国
医药工业取得了连续多年的１０％以上增长，位于国
民经济各子领域的前列。除了医保扩容和卫生投入

增加，医院药品加成等系列配套政策也促进了医院

药品应用，导致中国医院药占比长期远高于国际通

常水平，变相推动了产业发展。

１３　新时期医改政策引导行业环境变革
医改两大目标，一是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二是

解决看病贵的问题。第一，看病难并非医疗资源的

绝对不足，而是大医院一号难求，基层医疗机构门

可罗雀。针对看病难的问题，主要通过分级诊疗、

建设医联体、扩大社会办医规模来解决［２］，国家相

继发布了 《关于印发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意见的

通知》等系列文件，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和过剩患者

分流。第二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不但是要提高医保

融资能力，重点是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具体

措施包括对外开源节流和对内结构调整。开源是指

提高医保人群覆盖规模［３］，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国参
保人数已经达到１３４亿，覆盖率已达９６７％。节流
是指打击 “骗保”，２０１８年国家医保局已经追回医
保资金１００８亿元［４］。调整结构是指用治疗价值更

高和药品经济性更好的药品代替非治疗药或疗效不

明显的药品，如通过一致性评价和集中招标采购，

推动低廉的仿制药代替价格昂贵的原研药，以及推

广按病种付费机制等。具体政策包括 《关于印发第

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

品）的通知》等。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医药环境深刻变

化，临床诊疗效率将逐步提高，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

的问题，同时部分药品和企业将面临淘汰（见表１）。

１４　医药产业进入结构调整期

由于中国医疗市场的特殊性，国家医保是医疗

市场的最大购买方，随着医保进入精细化控费阶段，

通过医保扩容推动医药产业高速发展的模式将不复

存在，医药企业面临挑战，产业结构面临调整。仿

表１　近５年医改相关政策
公布时间 文件名称 目的

２０１５年２月 《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 药品集中采购，合理降低药价。

２０１５年３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２０１５年５月 《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改革城市公立医院，破解 “以药养医、看病扎堆”现象。

２０１５年６月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促进社会办医，满足多样化看病需求。

２０１５年９月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２０１６年１月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２０１６年７月 《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

２０１７年１月 《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 “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

通知》

压缩了流通环节，降低药品价格。

２０１７年４月 《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 调整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 全面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２０１８年１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 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全科医学人才支撑。

２０１８年３月 《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 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

２０１９年５月 《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 组建医疗共同体，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共享。

２０１９年６月 《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 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

２０１９年６月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 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激发市场活力。

２０１９年８月 《关于完善 “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 促进医疗服务效率提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２０１９年９月 《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 加强合理用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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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一致性评价及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的实施，让一

些不具备技术能力，无法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低端仿

制药企业失去市场，面临淘汰；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两票制及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等相关制度的实施，使

得依靠不合理用药推动药品销售的模式不再可行，

相关企业和产品面临淘汰。由于社会办医制度的推

进、医联合体和分级诊疗政策等逐步落地，基层医

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利用率增加，特别是乡村医疗市

场增长迅速，部分在大医院市场经营困难的企业或

产品，转向基层医疗市场或零售药店市场。

２　中成药产业面临严峻考验

２１　中成药产业规模缩小，增速下降

中成药产业面临困境，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成药制
造业增速分别为５６９％ 和７８８％，远低于行业平均
水平，在医药工业各子领域中增速垫底［５］。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近 １０年中成药总产量整体呈上涨趋
势；但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增速逐年下降；２０１８年出现
了显著的负增长，较 ２０１７年中成药产量下降了
３１７２％（见图１）。中成药制造高技术产业利润额同
比增长率逐年下降，２０１３年出现小幅增长，２０１７年
下降至－６９９％（见图２）。

图１　近１０年中成药工业总产量

图２　近１０年中成药制造高技术产业利润额

２２　中药产业或短期增长乏力

医保扩容和卫生投入增长是医药产业增长的根本

动力，中成药产业也不例外，因此在政策利好时，产业

高速增长，而相关政策趋紧时，产业增速明显下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的增长动力是城镇职工医保实施，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年的增长动力是新农合等政策实施，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的增长动力是城镇居民医保等政策实施，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的增长动力是新医改的卫生投入增加。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医保及卫生政策逐步调整，产业增速明显放缓。
自２０１７年始，医保部门控费政策及卫生部门合理用药
等政策陆续出台，产业进入结构调整期，见图３。

图３　不同时期医药政策下中成药工业总产量变化情况

开发满足临床需求的新药是推动中成药产业发

展的源头活水，但是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批中心公布的数据，从近几年来中药新药的申报

数量和批准上市数量上看，中药新药申报数量从

２０１２年的３１件降到了２０１８年的８件，最低值２０１６年
注册申请０件。新药批准上市数量由２０１２年２１件下
降至２０１８年２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且远远低
于同年的化药新药申报数量和批准上市数量，难于

支撑中成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见图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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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近年中药新药注册申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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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近年中药新药批准上市数量

此外，自 《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

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发布以

来，部分省市西医医师开具含有中成药处方不同程

度受限，中成药销量可能会随之进一步受影响。随

着支付方式变革，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

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支付

方式的推进，西医主导的临床路径作为技术支撑，

中成药临床应用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随着财

政部和医保局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开

展，地方医保目录的逐步取消，中成药产业的压力

还会进一步增大，整体来看中药产业或短期增长

乏力。

２３　中药产业或面临恶性循环的风险

目前化学药、生物药研发模式，经营方式正发

生深刻变化，为了顺应产业环境的变化，出现以资

本驱动为基础的高投入、高风险、高预期、高回报

的 “四高模式”。２０１８年，信达生物（１８０１ＨＫ）、
基石药业（２６１６ＨＫ）、泽瞡制药分别亏损 １４２８、
１７４５、４４亿元，且几乎均无收入，但仍受到资本
市场的认可。反观中医药领域，很少出现无市场收

益而投入较大的企业或产品，究其原因主要是投资

者信心低，没有良好的预期。由于没有足够的研发

投入，生产的相关研究证据和数量及质量均难与化

学药和生物药相提并论，没有良好的研究成果则不

能获得基于循证理念的宏观医药政策支持，没有政

策支持则导致投资者信心低迷。因此，中药产业或

面临恶性循环的风险。

３　中成药产业趋向高质量发展

３１　中成药产业集中度或将迅速提高

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５月，国内生产中成药的企业有
２０８０家，同期市值超过 １００亿元的中药企业仅有

３０余家，８０％以上中成药生产企业属于中小型企
业［６］。同品种生产企业数量众多，产能过剩，缺乏

临床价值大、科学价值高的创新品种，导致一段时

期内中成药企业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某些生

产企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获取低价中标，２０１７年药
品抽检中成药９１７批次不合格［７］，这对产业发展百

害而无一利。随着医改系列政策逐步实施，医保控

费管理的精细化，医药产业环境发生深刻变革，中

成药产业面临较大挑战，部分临床价值不高的中成

药产品将被淘汰，部分研发能力不强，依靠营销手

段经营的企业也将被淘汰。中成药产业集中度或将

迅速提高，笔者认为这是中成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基础，也是中成药产业发展的趋势。

３２　优质企业逆势增长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宏观政策调控和医药环境变化，中成药产

业整体发展不容乐观，产值已经出现明显下滑；但

从个体上分析，个别优质企业正在逆势上扬，增速

明显。笔者认为，这是在优化产业结构，淘汰劣质

企业和产品，留下优质企业和产品，为中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储备能量。千金药业 ２０１９年中期报告披
露，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１６９１亿元，同
比增长１３６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８４７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５７４％。２０１９年９月，笔者
在扬子江调研时获悉，２０１９年１—６月，扬子江集团
累计实现产值４４８０２亿元，销售４５１１２亿元，利
税５９３４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１２２％、１２６８％和
１１９２％。该企业始终坚持学术引领，加强科研投
入，力推新独产品。

３３　中成药企业未来发展向４个方向分化

随着政策调控加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笔

者分析未来５年中药企业经营模式可能出现４个方
向的分化：一是集中满足二级以上医院市场需求的

企业及产品，这类产品以 “医保目录”“基药目录”

准入为前提，具有良好的科研基础和学术支撑体系，

能顺应医保支付方式变革、临床路径规范化管理、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政策变化，且能满足临床需求、

解决临床问题；二是集中满足自我药疗需求或新消

费升级的企业及产品，这类产品以非处方药或双跨

品种为主，汲取日本汉方制剂的优势，品质更优、

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能满足 ＯＴＣ市场升级的新需
求；三是集中满足基层医疗市场需求的企业及产品，

（下转第１４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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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不断加大沙棘文化和产品的宣传。沙

棘本身富含较高的营养价值，在医药保健方面有着

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更应该借助 “青洽会”等

青海省平台和新闻媒体的宣传，使消费者了解沙棘

的功效和保健作用，提高消费者对沙棘果的认知程

度，更好地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沙棘产品消费，从

而进一步拓展沙棘市场，最终形成以沙棘为中心的

沙棘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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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满足公立基层医院需求和非公立基层医

疗机构市场需求两类，第一类以 “基药目录”准

入为前提，集约化的流通渠道为支撑，第二类是

以大规模的乡村医生资源为基础，创新性的市场

及继续教育模式为支撑；四是集中满足高端个性

化医疗需求的企业及产品，主要满足高端商业保

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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