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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比较研究

于　海, 金泉源, 黄泰康, 吴春福Ξ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16)

　　中成药工业是我国医药行业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

成药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影响我国医药行业的整体技

术水平, 也影响中药在国际传统药物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笔

者利用技术创新理论对我国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

实证分析并进行区域比较, 对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

评价, 利用 SPSS 软件分析各省市优势和劣势, 为提高全国

的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1　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

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从技术创新

的对象角度划分, 分为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 从技

术创新过程角度划分, 分为市场识别能力、研发能力、生产能

力、营销能力[1 ]。笔者结合中成药工业的特点, 将中成药工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划分为研发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中药

研究开发能力、中成药制造能力和中药新产品销售能力。

111　研发投入能力: 体现在研发经费、研究开发人员的投入

方面。一般情况下, 用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进行

评价, 比重越大表明研发经费投入越多, 对技术创新的支持

作用越大。衡量研究开发人员的投入能力可以从研究开发人

员的学历、职称、成果数量以及培训等方面加以评价。

112　创新管理能力: 微观创新管理能力体现在企业的创新

战略、创新机制和创新速度方面, 而宏观创新管理能力则体

现在政府技术创新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在此仅对中成药工业

宏观区域创新管理能力加以评价。

113　中药研发能力: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艺技术改

进等方面的能力。中药基础研究主要由药学院校和科研院所

承担, 药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能力决定中药基础研

究的能力。中药应用研究和工艺技术改进能力可以从中药新

药申报数量和中药专利数量进行衡量。

114　中成药制造能力: 体现在中成药工业的产出能力和制

药装备的先进性方面, 这里以固定资产新度进行统计。

115　中药新产品营销能力: 体现在新产品销售和出口能力方面。

2　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要全面地评价全国不同区域的中成药工业创新能力, 必

须建立科学的、系统的、连续的、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 把

中成药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素用二级指标加以体现, 具体

指标如表 1 所示。

3　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

为了能对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系统、综合评

价, 采撷了中成药工业发展较为突出的 18 个省市的数据, 数

据来源于国家经贸委出版的《2001 年中国医药工业统计年

报》, 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利用

SPSS 统计软件, 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

法, 通过提取主因子, 对各省市创新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估。

311　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计算结果: 见表 2。

表 1　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

Table 1　Evaluation of techn ica l innovation capac ity of trad itiona l Ch inese paten t medic ine industry

能力要素名称 指标代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研发投入能力 A 1 研发投入强度 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A 2 研发人员数量强度 研发人员 (包括科研管理、辅助人员等)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

A 3 非研发投入强度 职工培训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创新管理能力 B 创新制度与创新战略评分 0～ 100 分, 分数越高越好
中药研发能力 C1 专利申请数 2001 年的中药专利申请数量 (以该地区专利申请数代替)

C2 中药新药数 每年的中药新药证书数量
中成药制造能力 D 固定资产新度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占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
中成药营销能力 E1 新产品销售份额 新产品销售产值占中成药销售产值的比重

E2 出口依存度 出口产品交货值占中成药销售产值的比重

E3 产值利润率 中成药销售利润占产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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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因子分析提取主因子: 因子分析法是简化数据的重要

方法, 可以把复杂的观测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通过对主

因子内涵的确定, 可以找出影响该地区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主要方面及提高创新能力的对策导向。利用 SPSS 软

件对数据因子分析, 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作为主因子,

共提出 3 个主因子, 用这 3 个因子代表原来 9 个指标 (把 C1

和C2 指标放在一起提取主因子)已有 75% 以上的把握。因子

特征值和贡献率见表 3。

主因子提取后, 根据指标对应因子得分情况对主因子的

内涵进行分析, 因子 1 对创新管理能力、中成药出口营销能

力代表性好; 因子 2 对中药研发能力和产出能力代表性好;

因子 3 对中成药制造能力代表性好。见表 4。

利用 SPSS 计算各省市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得

分, 结果见表 5。技术创新能力前 5 位的省市依次为江苏、山东、

天津、北京、浙江, 东三省分列第 10 至 12 位。贵州省、河南省和

江西省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分列第 16 至 18 位。

313　聚类分析: 采用聚类分析的目的是研究地区之间中成

药技术创新能力的相似性, 首先利用 SPSS 软件对量纲不同

表 2　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数值

Table 2　Numer ica l va lues of techn ica l innovation capac ity of trad itiona l Ch inese paten t medic ine industry

代码 地区 A 1ö% A 2ö% A 3ö% B　 C1 C2 D ö% E1ö% E2ö% E3ö%

1 北京 0. 71 0. 52 0. 10 54. 13 876 10 63. 65 7. 06 6. 36 33. 13

2 天津 0. 56 0. 54 0. 25 45. 02 30 12 68. 64 30. 65 6. 24 25. 91

3 河北 1. 22 0. 48 0. 21 44. 03 9 3 32. 76 1. 70 0. 05 15. 27

4 辽宁 0. 71 0. 51 0. 12 26. 14 286 11 72. 71 3. 02 2. 43 16. 88

5 吉林 0. 70 0. 41 0. 04 21. 80 221 21 79. 72 24. 50 0. 18 23. 94

6 黑龙江 0. 66 0. 52 0. 07 30. 06 24 12 76. 73 10. 16 0. 00 16. 67

7 上海 0. 92 0. 48 0. 09 50. 90 309 6 69. 90 7. 12 3. 96 11. 94

8 江苏 2. 68 0. 49 0. 46 40. 44 28 15 63. 35 38. 75 4. 43 5. 02

9 浙江 2. 14 0. 50 0. 24 39. 14 36 11 60. 58 14. 87 3. 72 9. 30

10 山东 4. 29 0. 49 0. 37 35. 19 65 16 63. 88 27. 42 3. 94 13. 50

11 河南 1. 10 0. 44 0. 12 22. 15 12 1 71. 23 0. 14 0. 00 6. 42

12 广东 3. 82 0. 41 0. 48 36. 98 79 20 67. 99 1. 95 2. 50 4. 80

13 四川 3. 42 0. 39 0. 16 36. 07 52 22 73. 90 17. 55 0. 80 16. 73

14 贵州 1. 27 0. 36 0. 13 20. 07 4 4 68. 06 13. 89 0. 00 9. 80

15 云南 0. 61 0. 43 0. 14 23. 56 55 1 72. 14 3. 94 2. 83 10. 94

16 江西 0. 42 0. 25 0. 05 22. 33 5 6 78. 19 4. 75 0. 00 12. 22

17 湖北 0. 34 0. 45 0. 09 26. 14 73 7 65. 20 8. 46 0. 71 14. 97

18 湖南 1. 08 0. 31 0. 14 34. 23 11 12 62. 59 15. 05 3. 89 19. 83

表 3　因子的特征值与贡献率

Table 3　Factors′in itia l e igenvalue and var iance rate

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ö% 累计贡献率ö%

1 3. 053 33. 926 33. 926

2 2. 505 27. 832 61. 758

3 1. 216 13. 511 75. 269

4 0. 736 8. 182 83. 451

5 0. 629 6. 993 90. 444

6 0. 410 4. 560 95. 004

7 0. 208 2. 307 97. 311

8 0. 162 1. 795 99. 106

9 0. 081 0. 894 100. 000

表 4　主因子载荷矩阵

Table 4　M a in factors’ componen t matr ix

指标名称
主因子

1 2 3

研发投入强度 0. 348 - 0. 767 0. 088

研发人员数量强度 0. 677 0. 139 - 0. 119

非研发投入强度 0. 544 - 0. 783 0. 002

创新制度与创新战略评分 0. 878 0. 135 - 0. 232

专利和新药申请数量 0. 464 0. 708 - 0. 016

固定资产新度 - 0. 409 0. 191 0. 751

新产品销售份额 0. 437 - 0. 312 0. 691

出口依存度 0. 851 0. 127 0. 227

产值利润率 0. 330 0. 785 0. 219

表 5　各省市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及排名

Table 5　Techn ica l innovation capac ity score l ist of trad itiona l Ch inese paten t medic ine industry in d ifferen t areas

代码 地区 综合技术创新能力得分 　排名 代码 地区 综合技术创新能力得分 　排名
1 北京 0. 554 016 4 10 山东 　0. 967 075 2

2 天津 0. 943 394 3 11 河南 - 0. 726 64 17

3 河北 - 0. 416 59　 14 12 广东 　0. 315 95 6

4 辽宁 - 0. 276 25　 11 13 四川 　0. 133 416 7

5 吉林 - 0. 233 05　 10 14 贵州 - 0. 536 75 16

6 　黑龙江 - 0. 371 79　 12 15 云南 - 0. 405 1 13

7 上海 0. 102 017 8 16 江西 - 0. 944 31 18

8 江苏 1. 161 665 1 17 湖北 - 0. 530 77 15

9 浙江 0. 338 399 5 18 湖南 - 0. 074 6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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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进行标准化, 然后利用 3 个主因子进行聚类, 共聚为 4

类。北京的创新管理能力、出口营销能力最强, 属于第É 类。

江苏省、山东省和广东省中成药研究开发能力和产出能力较

强, 属Ê 类。河北省各方面创新能力均处中等水平, 属于Ë

类。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等其他 13 个省市总体创新能

力一般, 列入第Ì 类。

4　我国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比较分析

411　中成药研发投入能力的区域比较: 中成药工业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最大的省份为山东省,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4. 29%。位列前 9 位的省份还包括广东、四川、江苏、浙江、贵

州、河北、河南和湖南。上海位列第 10 位, 北京位列第 11 位,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分列第 11 至 13 位, 可以看出东北老

工业基地中成药研发投入能力相对较弱。从世界范围看, 全

球大型制药公司 (默克公司除外)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

重在 9%～ 18%。可见我国中成药研发费用投入总体偏低。全

国中成药工业研发人员数量强度比较, 各省市的差别不大,

多数处于 40%～ 50% , 但江西、湖南、贵州三省的研发人员占

职工总数的比例较低, 说明中成药研究开发人员不足。在非

研发投入强度方面, 广东省处于第 1 位, 江苏省处于第 2 位,

山东省处于第 3 位。

412　创新管理能力的区域比较: 通过对各省市微观和宏观

创新管理能力打分, 确定中成药工业宏观创新管理能力处于

前 3 位的是北京、上海和天津, 创新管理能力较弱的省市有

江西、贵州、河南和辽宁等省。

413　中药研究与开发能力比较: 2001 年申报中药新药数量较

多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吉林、广东、山东、江苏等省, 5 省企业申

报新药的数量占全部 18 个省份的 50% , 表明该 5 省中药新药

研发能力较强。18 个省份中中药企业独立申报新药数量占全

部新药数量的 42. 6% , 其中企业独立申报中药新药较多的省

份有吉林、辽宁、浙江、山东、广东、北京、天津、河南等省市。

414　中成药制造能力比较: 中成药制造能力用固定资产新

度加以表示, 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江西省固定资产新度最高

分别为 79%、76% 和 78% , 河北省固定资产新度最低, 只有

32% 强, 其他省份固定资产新度都在 60%～ 70%。

415　中成药营销能力比较: 从中成药新产品产值比重来看,

江苏省位列第 1, 天津市和山东省分列第 2、3 位, 吉林省以其

得天独厚的天然药物资源为后盾, 新产品产值比重达到

24. 5% , 位列第 4 位, 第 5～ 10 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湖南、浙

江、贵州、黑龙江、湖北等省。从全国高新技术产品新产品销

售份额情况看, 医药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为 10. 5% , 低于航空

航天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全国中成药工

业有 8 个省份中成药新产品产值高于医药制造业平均水平。

从中成药工业出口依存度来看, 处于前 5 位的分别为北

京市、天津市、江苏省、上海市和山东省。总体来看, 中成药工

业的出口依存度偏低, 中成药出口能力受到各种因素限制。

中成药新产品不能很好地打入国际市场是制约中成药工业

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从中成药工业产值利润率来看, 北京市最高达到

33. 13% , 其次为天津市、吉林省、湖南省、辽宁省、四川省、黑

龙江省、河北省、湖北省、山东省、江西省、上海市、云南省、贵

州省、浙江省、河南省、江苏省、广东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广

东省中成药工业产值利润率最低, 只有 4. 8%。

5　结语

从我国各主要省市中成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分析可

以看出, 我国中成药创新能力还不十分强大, 中药现代化的

基础还比较薄弱, 与国际先进制药企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目前, 中成药产业在我国医药工业中占有相当比重, 有区

域集中的趋势, 但各省市技术创新能力排名与工业总产值排

名有较大差距, 中成药产值大省不一定是技术创新强省。而

中成药工业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中成药国际市场竞

争能力的重要因素, 如何发挥中成药工业区域优势, 提升我

国的中药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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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皂苷药理研究进展

叶晓平, 宋纯清Ξ

(上海兴康医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200032)

　　柴胡为伞形科柴胡属植物, 根入药。该属植物共有 120

多种, 我国有 42 种、17 个变种, 民间广泛应用的有 10 余种。

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仅有南柴胡 B up leu rum

scorz onerif olium W illd. 和北柴胡B 1 ch inense DC. 其味苦、性

凉, 入肝、胆经。具有和解表里、疏肝、升阳功能。主治往来寒

热、胸满胁痛、口苦耳聋、头痛目眩、疟疾、下痢脱肛、月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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