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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得到了迅猛发展，形成了门类齐

全的生产系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药品生产企业实

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只是执行政府所下达的指

令性计划的生产车间，本应属于企业自主行为的产品的开发

与销售、资金的供给与运用、企业的规划与发展等问题基本

上都由政府包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药品生产企

业同其他生产企业一样，已逐步恢复了企业的本来面目，成

为独立的经济实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药工业得到了

飞速发展，是工业部门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早在“八五

”期间医药工业总产值就以年均21％的速度递增，并在1995

年突破了1000亿元，成为世界医药大国。 下面将主要从人员

状况、产品种类与产品结构、研究开发与创新能力、生产能

力利用率、装备及科技进步等方面简要描述我国药品生产企

业的概况。 1．人员状况 医药产业是高科技、国际化产业，

客观上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

能。据统计，“八五”期间，全行业职工中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者占12％，中专、中技毕业文化程度者占15％，高中毕业

文化程度者占37％，分别比“七五”末增加了4％、3％、7％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36％，比“七五”末减少了14％

。可见，我国医药行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结构在不断改善。但

是，即使是“八五”期间的人员状况，也远远不及发达国

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因此，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



与医药产业的客观要求相比，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的人员结构

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2．产品种类与产品结构 截

至1997年，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已达6391家，其中包括1700多家

三资企业；能生产24大类1350多种原料药（每年实际生

产800900种），生产4000多种制剂以及8000多种中成药。化学

原料药产量1997年达38万吨，成为世界原料药第二大生产国

。 我国能够生产的药品种类虽然繁多，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

着品种陈旧、落后及剂型单一、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3

．研究开发与创新能力 建国以来，我国医药行业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所奉行的是仿制战略。仿制战略的采用对建国初期及

其后一定时期而言是正确而无奈的选择，但因长期、一味地

实行而未予以适时的调整，所以对我国医药创新能力产生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是造成我国医药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之一。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

施，我国医药新产品开发步伐加快。从1985年至1998年底，

共有5715种新药获批；在药物制剂品种开发方面也有新的突

破，多种先进的药物新剂型如缓释制剂、控释制剂、膜剂、

气雾剂、靶向制剂和新辅料不断问世，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

制剂品种单一的落后局面。然而，研究开发和创新的主体应

该是企业，而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创新能力总体

而言普遍低下，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产品还极为少见。 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政治、经济、科技进入了国际

大循环，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完善，这对长期以仿制为主的医

药产业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医药行业必须尽快提高创制

新药的能力和水平，向自主创新转轨，这是我国从医药大国

向医药强国迈进的关键所在。因此，药品生产企业研究开发



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任重而道远。 4．生产能力及其利用率 在

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药品供给处于供不应求或供需

基本平衡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格局被打破，药

品的生产能力迅猛增强，形成了药品生产供大于求的格局。 

由于医药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与生产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

等原因，造成了医药产业生产能力长期以来严重过剩，生产

能力利用率持续下降，有50％左右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 5．装备及科技进步状况 我国药品生产企业曾一度长期存

在着厂房陈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等问题，随着市场竞争

的不断加剧及实施GMP工作的不断推进，上述问题得到了较

大的改观。此外，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医药产业已取得明

显成效，例如我国已在1／3的抗生素品种的发酵过程中采用

计算机技术，使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简而言之，我

国药品生产企业的总体状况是：企业数目多，生产规模较小

，人员素质较低，产品品种趋于老化，产品结构不够合理，

生产设施一般，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创新能力弱，经济效益

持续下滑，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大部分生产企业科技含量

低、管理水平低，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问题较为严重。医

药工业资金利税率已由1986年的32.22％下滑至1996年的10％

；医药工业企业亏损面已连续多年徘徊在40％左右。 当然，

上述结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得出的。如果与我国药品生

产企业从前的状况相比，显然是发展迅速、成效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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