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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论坛·

我国中药产业现状与中药创新体系构建策略

曲凤宏，黄泰康

(沈阳药科大学现代社会药学研究中心，辽宁沈阳 110016)

摘要：以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为基础，讨论、分析我国中药产业的现状，并且为构建我国中药产业创新体系提出

策略。我国中药产业创新体系还存在资源不足、主体不明、目标不确切、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人才培养不受重视等问

题，必须实施策略加紧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必须尽早建立起中药产业创新体系，在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人才和

创新机构等方面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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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structive tactics for innov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dustry

QU Feng—hong．HUANG Tai kang

(Moder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enter of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 0016，China)

Abstract：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tactic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 innovational system．Now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innov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dustry，such as the laek of re—

source，the ambiguit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achiev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being hardly

transformed to products，and the ignorance of training personnel，etc．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by

taking measure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innov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dustry as soon as pos—

sible and make great efforts on the subject，the platform，the qualified personnel resource，and the institu—

tion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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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几千年来，在防病治病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药产业

通过持续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

成为我国医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较强发展优势

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但从总体上看，我国

中药还存在着质量标准体系不够完善，质量检测方

法及控制技术比较落后；中药生产工艺及制剂技术

水平较低；中药研究开发技术平台不完善，创新能力

较弱；中药企业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市场竞争力不

强，缺乏国际竞争力等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中药

研究开发技术平台不完善、创新能力比较弱，是～个

关键问题。因此，对于我国中药产业来说当务之急就

是要建立起一个中药产业的创新体系，用创新提升

中药产业的不断发展，以此完成中药现代化、标准

化、国际化，提升我国中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创新与产业创新体系的概念简述

创新是一个从新思想的产生，到产品设计、试

制、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活动，也是知识的

创造、转换和应用的过程。

产业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在产业层次上的

延伸，其基本构成、职能、运行机制等都与国家创新

体系保持一致，同时又围绕该产业的特性，依据该产

业的发展状况而具有其独特性。国家创新体系是指

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互相作用而形成的

推动创新的网络，是由经济和科技的组织机构组成

的创新推动网络o]。

借鉴国家创新体系，可以把政府、中药制药企

业、中医药高等学校和中医药的科研机构及相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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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机构纳入我国中药产业的创新体系，通过体系中

各个部门的共同作用，加速启发、引进、改造与传播

中药研究与开发的新技术、新知识。

2我国中药产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中药产业创新中的主要部分是政府、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通过多年的发展，我国

中药创新体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使中药进一步发挥

了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中药创新基地的建设发展迅速；第二，中

药制药企业的规模与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国内

已经出现了像天津天士力、北京同仁堂等大型中药

制药企业；第三，有关中药的研究方兴未艾，投入的

资金和产出成果明显增加；第四，高等中医药专业院

校及中药相关专业的建设成绩显著，在3所独立建

制的药科大学的基础上还有中医药大学和中医学院

23所口]，培养层次逐渐提高，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

等不同层次的人才，并且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第

五，有关中药的研究、开发及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成

蓬勃发展的趋势；第六，政府部门对中药产业的支持

力不断加强，推进中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进

程，我国中药创新体系初见端倪。

尽管取得了以上这些可喜的发展，但是我国中

药创新体系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不

同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药产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2．1 中药创新资源不足、协作欠佳：作为完整的中

药创新体系，应该包括我国大、中型的中药制药企

业，政府，中药高新技术企业，中药科研机构，中医药

高等院校等。但是由于我国中药管理体制和创新机

制等方面的原因，政府成为了中药创新体系中的主

体，即使是近年来，政府对中药创新的重视程度已经

逐渐提高，在中药知识产权、中药资源等方面加强保

护，但是我国在中药创新的资金投人、人力资源、信

息资源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复和分散

问题，创新资源不足。同时，各组成部分之间在创新

活动中的联系和合作又缺少有效的沟通、协作，这样

大大影响了创新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2．2 中药创新主体不明确：在我国的中药创新体系

中，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扮演着创新主体的

角色，成为我国中药创新的重要力量，它不仅仅是创新

政策的制定者，而且直接介人到新药的研发中去。

在整个中药创新体系中，我国中药制药企业没

有发挥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问

题。第一，机制问题。对于整个中药产业，技术创新

(主要为产品创新，还包括工艺创新)无疑是至关重

要的。但是，一直以来，我国中药产业的技术创新是

以中医药研究所和中医药高等院校为主体的，企业

的力量发挥很小，主要是研究机构出成果，企业购买

的状况，虽然在近期有所改观，但是还没有根本性的

突破。第二，企业创新意识、创新能力、风脸承担能力

的问题。我国中药制药企业，大多规模偏小，技术能

力偏弱，效益不是很好，即使是在中药制药企业，其

自有的研究组织(机构)和人员缺乏，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弱，无法像国外大型制药公司那样将大量资金

投入到产品的研发上，只是从科研院所或者高校直

接购买科研成果，进行一些后期的加工而已。

在这种创新主体不明确的创新体系中，最终导致

了我国中药创新与市场严重脱节，产业化程度偏低，

产品的高科技含量不足。但是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后，我国中药企业受到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中药制

药企业在产业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转变刻不容缓。

2．3 中药知识创新战略的目标不清晰：尽管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在其制定的《中医药基础研究发

展提纲(试行)》(1 999 2015年)、《中医』瞄床研究发

展纲要(试行)》(1999—2015年)、《中药现代化发展

纲要))(2002—2010年)等研究规划中对中药知识创

新，中药现代化、标准经等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发展目

标，但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属于验证、整理性的研

究内容，创新目标如何体现我国中药发展战略的要

求，还有待进一步明确。而且，现行的科技项目招标、

评审制度决定了项目指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创新战

略目标和资金投入的分散局面。同时，我国中药创新

受传统理论、观念的约束比较明显，与新兴学科的结

合不够紧密，这也是导致中药领域高水平成果比较

少的原因之一。

2．4 中药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由于科研管理机制

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中药创新体系中，科研机构和高

等院校成为研究的主体，而这些机构中科研人员的

市场观念比较淡薄，在研究工作中存在忽视市场要

求、基础与应用脱节等问题，造成一些科技成果往往

被柬之高阁或难以转化。同时，由于科研成果需要大

量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并存在一定的风险，研究机

构本身又无法很好地解决。而当科研成果难于商品

化的时候，就使得企业生产缺乏进行工艺、产品创新

的技术源泉。

此外，我国中药制药企业对国内科学技术知识

的有效需求不足，对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前期投

入积极性不够，也是造成重要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

低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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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药创新人力资源不足：创新人才是指具有较

强创造能力和习惯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他们是创

新体系中最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但是由于目前我

国对中药创新人才培养的认识不足，在现行的人才

培养模式中，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等诸多环节，都存在不利于培养刨新人才的因

素。我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中普遍存在知识

结构单一，创新性思维比较缺乏的问题。此外，中药

制药企业中现有的创新人才在知识结构、创新能力

上还有待进一步地提高。

3我国中药创新体系的构建策略

如何合理有效地构建中药产业创新体系是解决

上述问题的关键，在此笔者提出几点策略性建议。

3．1实现创新主体向中药企业的转移是构建我国

中药创新体系的关键：我国中药产业创新体系必须

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集成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制

药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通过整体布局、资源重组、

机制创新，构筑研究开发体系完整、技术装备先进、

人才结构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管理科学规范的现代

中药产业创新体系。该体系中的中药企业就成为创

新主体；中药高等院校和中药科研机构成为创新的

源头；三者共同推动知识的积累和交流，培养、提供

和交流创新人才，提高技术竞争能力。而政府的作用

就是在于保证创新主体间以及创新主体与外界的信

息交流，并且刺激创新，其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周际交流

士

圈1创新体系的构建殛行为主体间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 and its performers

确定中药企业在中药产业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

位，一方面可以使得整个中药创新体系更加完整，运

作效率更加高，因为企业直接与市场相关联，只要企

业积极介入到研究创新过程，就能更快地促成科研

成果的产生；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术的创新存在很

大的风险，所以具体到运作方式、资金投入等方面，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往往无法具有相应的机制作为

保障，所以通过政府引导，加强企业和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的合作，通过“产学研”的一条龙，可以建立风

险投资体系和资金后援保障，这样以企业为创新主

体的三方联动，可以促进中药创新成果的加速产出。

3．2制定中药创新且标、建设创新平台是构建我国

中药创新体系的基础：只有制定了通过严格梳理、调

研、论证，明确并且切实可行的中药创新目标，才能

正确引导创新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目前，我国政府已

确定了到2010年形成中药现代化基础研究、应用开

发及支撑条件平台，重点支持2～3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10个中药研究开发中心、20个中药国家工程和

技术研究中心及10个中药产业基地的建设。比如，

国家中药现代化上海创新中心于2000年4月18日

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又一个按照国际孵化器

标准建设的高科技中药创新中心的形成。中药创新

平台的建设将发挥它们各有的优势，突出特色、整体

布局、协调发展，旨在改善中药研究开发的实验条

件，提高仪器设备装备水平和实验动物标准，加强信

息共享与交流。通过这个平台的运作，实现到2010

年，开发出100个中药新产品，完成100个传统中成

药的二次开发，使得疗效确切、使用安全、质量可控

的中药新产品尽快进入市场，提高我国中药产业的

竞争力。

3．3加强培养中药创新人才是构建我国中药创新

体系建设的核心：首先，高等中医药院校要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课程改革和专业设置，增加新兴、边缘学科

和人文社会学科，增加学生实践创新的培养项目，从

根本上改变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创造性思维的

现状，培养出中药技术、法律、管理等复合型人才，为

中药创新提供技术、法律以及进程管理的保障。

其次，可以加强企业和学校共同培养中药创新

人才。企业的中药创新技术人员可以走进高校，带着

一线的具体问题重温课本、学习新知，不断提高研发

能力，而大学、科研院所的博士生、硕士生也可以走

向企业研发中心，在企业的研发中心体会到企业研

究创新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书本理论的

学习与操作。这样双方增强互动，共同促进高素质中

药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再者，通过建设中药创新重点实验室，以国家重

大科技专项为纽带，带动一批创新人才的培养，造就

一批中药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3．4引人中介服务机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中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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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中介机构是推动科技与经济结

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环节，是

连接企业和其他社会科技资源的纽带和桥梁。我国

大多数中药企业不能建立功能完善的技术开发和转

化体系，必须借助外界来满足其技术创新的要求。但

是目前我国整个医药行业的创新体系的硬件设施和

服务性支持还比较落后，中药行业更加薄弱，应选择

有条件的中药研究所逐步改制成研发中心，扩大中

介服务职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规范运营，

提高中介服务水平，将中介机构逐步gl入药物创新

体系，以此加强创新各组织单元问的交流与联络，实

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从而加快中药科研

成果产业化。

中介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项目和功能包括：(1)

沟通连接功能。保持科技成果信息、需求信息以及政

府创新法规信息在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的传递和沟通顺畅。(2)协调整合功能。中介机构依

托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力量雄厚的社会科技力量，

帮助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开展技术合作、成果

转让，综合协调发展。(3)咨询服务功能。为企业提

供经营战略、创新战略及其实施的咨询服务，帮助企

业开拓市场，为成果转化提供技术评估、技术选择与

需求评价。(4)培训交流功能。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

帮助企业进行人才选择，并且组织企业、政府、高校、

科研机构问的技术、管理交流，促进知识共享。(5)转

化推广功能。中介机构通过组织联合企业、高校和科

研机构，促进“产学研”体系中企业对科研成果的吸

收和高校、科研机构对科研成果的推广，加快技术交

易。(6)技术服务功能。这主要是中介机构对缺乏大

量研发资金和人力投资、缺少完善技术开发和转化

体系的中小型企业进行技术服务，促进中小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

4结语

我国中药创新体系的构建就是要立足于国家层

面上，通过组织与管理创新，完成重大关键技术的突

破，逐渐实现中药新产品结构凋整和产业升级。将具

有2 000多年历史的传统中药进行发掘、整理和提

高，为现代中药的研发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以此形成

具有市场竞争的现代中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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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2006年(第六届)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一轮)

中国药学会学术年套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1999(贵阳)、2000(宁渡)、2001(北京)、2002(桂林)、2004(昆

明)]，在我国药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得到了广大会员和医药科技工作者的广泛支持和参与。2006年(第

六届)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定于2006年第三季度举行(地点见第=轮通知)。大会主题是：医药自主创新与可

持续发展。

2006年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是2007年中国药学会百年庆典、中国药学会第2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第67届世界药学大会L北京)三大盛会召开之前的一次综合性学术盛会。会议将通过对中药和天然药物等十

五个专业领域百年发展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回顾，提出我国药学领域科技发展的重

大问题，并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与研讨；同时总结成功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全面对药学学科发展前景进

行分析和研究，提出药学各分支学科发展规划、趋势和建议．为我国药学科技发展勾画蓝图。本届年会将邀请

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院士、政府部门领导、药学专家等做主会场大会报告，并进行多个分会场专题学术交流。

各分支学科专题报告厦征文内容、论文撰稿要求、论文评奖、论文推荐、会议学分、会议收费等均可从中

国药学会网站(www．cpa．org．cn)的“学会动态”了解详细内容。

联系方式：中国药学会学术部

电话：(010)68325163、(010)6833]188—2218，(0lO)88381536(Fax)

E—mail：yxhwag@cpa．org．cn或yxhwag@sina．com。

可及时从中国药学会网站(www．cpa．org．on)查询本次会议情况和我会举办的学术活动情况。

中国药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