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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传统中药企业既带来了有利影响,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国际市场对中药的需求、国际资

本的转移、国内的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中药企业发展有利;国际市场的垄断、技术、人才竞争上的优势等构成不利因

素。通过对市场环境的分析, 对中药企业正确把握市场机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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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7 年 5 月发

表的一份报告中的解释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

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

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也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

各国的经济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领域所发生的一体化趋

势。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 世界各国和地区都

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 无法抗拒。在这统一的世界市场

中, 我国中药企业面临的,既有有利因素, 也有不利因素。

1　有利因素分析

　　在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市场上, 中药企业具有更大的经营

空间, 面临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也更多。目前

有利于中药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市场环境 ,将使诸多机会成为

可能。

1. 1　有利的国际环境

1. 1. 1　国际市场对天然药物的需求增加:据统计,在世界药

品市场上, 天然植物药(中草药)的市场交易额已达到 300 亿

美元, 并正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1999年欧洲天然植物药

补品的市场规模已达 70亿美元。制药工业发达的意大利, 以

天然植物药为原料的药物制剂品种达 200余种,每年消耗的

植物药占药品总额的 23% ; 法国、德国、瑞士的植物药比例

占到 24%～38%。

国际市场对中草药需求的增加,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

面: 第一, 从化学合成物中发现新药的难度大、成本高、周期

长, 且不良反应多; 第二,世界自然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生态

环境恶化, 使人类社会掀起“回归自然”的热潮; 第三, 人口日

益老龄化, 带来药品、保健品消费的增加; 第四,新的疑难疾病

的出现,中药对攻克目前化学药解决不了的病症有奇特疗效。

同时, 国际市场中草药的销售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 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130多个)重视并接受了中草药。

欧共体对草药进行统一立法,允许药店销售植物药;加拿大、

澳大利亚的草药销售已经合法化;美国放宽了对草药的管理

办法, 提出把植物产品作为药品进行审报的草案, 将把草药

作为治疗药列入医保,而不仅仅作为营养补充剂、替代药物。

1. 1. 2　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近两年来, 随着美国信

息产业泡沫的破灭, 世界经济步入周期性调整, 国际资本流

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美国GDP 增速停留在 2%的水平上、

欧洲整体不足 1% ,而中国连续保持 8%左右高速增长的经

济形势下,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兴趣明显增强,仅 2002 年吸引

外资达 530 亿美元,在非经合组织国家中居于首位。

一方面,国际资本有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流向发

展中国家的趋势; 另一方面, 传统制药业正成为国际公认的

朝阳产业。据 IMS 卫生机构《2001—2005 年全球药品预测报

告》提供的资料, 全球药品市场年平均增长速度 10. 2% , 高

于全球经济年均增长速度 2. 4% , 中国医药业更是持续 20

年高涨。2002 年药业市场年增长速度 20. 7% , 高于同期

GDP 7. 8%的增长速度, 中成药自 1984—2000 年平均增速

20%。对于投资的诱惑力,除了连续的高增长率,还有中药行

业的高利润率。我国 1998 年中成药产值占西药产值的

19. 8% , 但利润占中西药总利润的 41%。日前,跨国集团香

港华润已与优势中药品牌东阿阿胶联手,以 3 亿多元增资获

51%股权。国际医药巨头葛兰素、辉瑞、诺华等也纷纷投资中

药研发。

1. 2　有利的国内环境

1. 2. 1　良好的经济环境:近年来, 在国家扩大内需、鼓励出

口、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驱动下, 中国经济稳步

增长。统计数据表明, 医药经济与国内GDP 之间具有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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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即随着 GDP 的增长, 医疗费用会相应增长。这种数量关

系可从两个指标得到反映: 一是医疗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

重。该指标在发达国家已达 8%以上的平均水平, 我国只有

2. 5% 。二是人均用药水平。据统计,美国的人均年用药水平

是 600 美元,日本 400美元, 中国只有 8 美元。此外,目前中

国 30%的城市人口消耗 95%的医药用品, 70%的农村人口

仅消耗 5%的医药用品,因此, 农村医药市场, 特别是中药市

场具有很大潜力。因为农村人均用药水平更低,加上交通不

便, 求医于中医药的比重较城市高。可见, GDP 的增长必将

带动内需, 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等也

是长期的有利因素。

1. 2. 2　良好的政策环境: 2002 年 10 月,科技部、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卫生部等 8 部委在联合发布的《中药现代化发

展纲要》中指出: 在中药产业持续发展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

产业体系,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优势和市场

前景的战略性产业基础上, 构建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体系。政

府将通过制定战略目标、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引导中药现代

化发展方向, 并通过建立协调、高效的管理机制,加大对中药

现代化科技、产业、人才等投入, 加大对中药产业政策支持等

具体措施, 为中药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党的“十五大”以后,各省出台了近百件法规、政策性文

件, 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在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

引进民营投资。在现有的 1 000 多家中药企业中 ,民营企业

占 30% ,利润增长率达 29% , 已形成如修正药业、康莱特药

业、天士力集团这样的已进入民营企业 500 强的大型现代企

业集团。目前, 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康莱特的康莱特注射

液和上海中药研究所的银杏灵成为我国 3 个作为治疗药通

过 FDA 临床预审的中药, 即将进入美国市场。打入美国市

场, 就意味着取得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在良好的发展环境

下, 业外资本也出现“吃药热”, 如华源集团, 从纺织业起家,

通过收购上海医药进入中药业,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转型, 至

2003 年 3 月,已达到主营收入 8. 88亿元, 利润总额 5 462. 61

万元, 成为现代中药的一匹黑马。

2　不利因素分析

　　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在给中药企业带来有利因

素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2. 1　世界市场中垄断的存在:虽然世界经济正朝着全球化、

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垄断与自由竞

争并存,最集中的表现是跨国并购活动越来越盛行, 导致各

工业行业中少数公司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在一些规模经

济要求高的产业中出现垄断趋势, 使经济实力较弱的发展中

国家和中小企业难以同跨国公司竞争。

从全球范围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制药企业间

就掀起了并购重组热潮, 如法国的诺菲公司和合成实验室公

司联合,缔造出一个市场总额 300 亿美元的大集团; 德国的

赫希斯特公司和法国罗纳—普朗公司联手,组建了欧洲最大

的生命科学集团 ; 美国凯龙收购英国著名疫苗公司——

Powder Ject 制药公司普通股全部上市股票, 兼并后的公司

成为全球第二大流感疫苗供应商。近年来,并购重组浪潮更

是高涨, 仅 2002 年全球医药并购案 374 起,比 2001 年增长

12% ,其中不乏超级并购案, 最具代表性的如辉瑞制药收购

法玛西亚,涉及交易金额高达 595亿美元。

超级并购改变了国际制药企业实力对比, 使行业集中度

提高,航母级制药企业产生。世界前 10 名制药公司销售收入

从 1993 年的只占 25% ,发展到 1995 年的 28% , 2000 年达到

47%。而我国 1 059 家中药企业中, 中小型 1 018 家, 占

96. 13% , 2001 年中药材及中成药销售收入前 10 位企业的

集中度仅 25%。同时, 通过并购,企业可以扩大规模,优势互

补;增加产品系列,包括上市品种和在研品种, 扩大市场份

额;资源重新整合, 节省开支,降低研发风险。如凯龙并购后,

不仅搭建了新产品平台 ,同时加强了 Pow der Ject在美国市

场、凯龙在欧洲市场的强势地位。

2. 2　技术、人才竞争加剧: 在世界范围内, 随着企业竞争的

日趋激烈,人才和科学技术成为竞争的焦点。发达国家和跨

国公司利用其目前在市场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 网罗人才和

加大研究开发力度,进一步形成垄断。这些都不利于我国中

小中药企业的发展。

中药生产的过程呈“哑铃型”,即研发、销售是两头, 生产

环节是中间。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资本规模和科研实

力还是生产技术和市场营销,我国中药企业都与国外存在着

很大差距,缺乏国际竞争力, 但致命的弱点仍在技术上, 即生

产技术落后、研发水平低。我国中药难以进入国际市场的主

要原因,是中药本身在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上达不到国际

认可的标准。因此, 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下, 国外纷纷凭借资

金、人才的优势, 开展对中草药的基础性研究。

日本是除中国以外,开展中草药研究历史久、范围广、水

平高、从事人数多的国家。日本医药大学、汉方药企业建立的

汉方研究机构拥有 3 万多名研究人员,专门从事汉方药物研

究。政府还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重视除药理、功效、方

法学研究以外的资源引种, 现已引进 1 500 种植物种子, 并

将部分中药制剂纳入医疗保险。目前 ,日本汉方仅 210 个,却

占领了 80%的国际市场。我国中药已达 1. 2 万余种,常用中

成药 5 000 多种, 仅占领国际中草药市场的 3%～5%。韩国

在方剂传统功效、药效作用机制、中药质量控制标准上的研

究都已取得一定成果,仅“牛黄清心丸”一个品种的研究, 就

获 0. 7 亿美元产值, 还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每年科研经费

400万美元。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都已开

展中西医结合研究, 斯坦福大学还设立了“美国中药科学研

究中心”。

“洋中药”拥有技术上的优势, 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 还

日益瞄准世界最大的中药市场——我国国内市场, 并定位高

端市场。如日产救心丸每盒售价 131 元,价格高出国产救心

丸 10 倍。近几年在中药出口额下降的情况下,中药进口却高

速增长, 2001年上半年中成药进口增长 23. 4% , 主要来自德

国、法国、日本、香港等地; 中药材进口增长 7. 7% ,主要来自

加拿大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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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制药公司还在人才上占有优势。航母级制药公司的

研发人员多在 5 000 人以上, 如罗氏 7 000 人, 葛兰素 6 500

人, 史克 5 000 人。我国现有药学科研人员 1 万余人, 直接从

事新药人员仅 3 000 多人。国外一名医药科研人员每年平均

科研经费 12. 5～22. 6万美元, 我国仅 5 000～6 000 美元。国

外开发新药费用来自企业, 大制药企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

的 15% , 我国仅为 1%。

3　结语

　　面对全球化经济中复杂的市场环境 ,中药企业应抓住机

遇, 迎接挑战。

3. 1　提高研发水平: 通过对国内企业形成研发的压力和动

力, 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比重并加大研发活动的力度,

通过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和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 推进

以中药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发挥投融资机制,

尤其是风险投资基金对技术的有效转化和高新技术的产业

化,全面提高中药工业的研发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1]。

3. 2　开拓销售市场:对外, 利用入世带来的有利出口条件,

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分析,积极开拓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

和东欧等区域性市场, 并努力扩大对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

达国家中成药出口。或“借船出海”,即借跨国公司先进的生

产水平、技术水平、商业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对内, 积极开发

适应老年市场、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 占领中低市场。

3. 3　改善生产条件: 加快技术更新改造,提高生产设备和工

艺的技术水平,继续推行 GMP 生产标准,提高产品质量。加

快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增强中药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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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蒌子, 历代用名为瓜蒌仁、栝楼子、栝楼仁、栝楼实等,

为葫芦科植物栝楼 T richosanthes kir ilow ii M axim. 或双边栝

楼 T . rosthornii Harms 的干燥成熟种子,具润肺化痰、滑肠

通便之功, 常用于燥咳痰黏、肠燥便秘。瓜蒌子古今入药有生

熟之分,目前全国各地沿用的有生品、炒瓜蒌子、蜜瓜蒌子、

瓜蒌子霜。为弄清瓜蒌子炮制的历史发展轨迹,了解其炮制

目的及其应用, 本文通过文献整理, 对瓜蒌子的炮制沿革进

行了探讨,为开展瓜蒌子的饮片规范化研究, 提高其饮片质

量, 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历史沿革

1. 1　南北朝时期: 瓜蒌子的炮制,始于南朝刘宋时期的《雷

公炮炙论》,书中记载“栝楼凡使, 皮、子、茎、根效别⋯⋯, 若

修事, 去上壳皮革膜并油了”[1]。由此可见, 雷 已经认识到

了瓜蒌的皮、子、茎、根作用不同,需分离不同的药用部位, 并

提出“去油”的炮制方法, 此理论沿用至今。北朝北周时期的

姚僧垣在《集验方》的“下乳汁方”中提出“栝楼子, 淘洗, 控

干, 炒令香熟, 瓦上 令白色, 为末”[2] , 姚氏提出“淘洗, 控

干”的净制方法,以及“炒令香熟”的炮制方法, 这是瓜蒌子净

制方法和炒法的最早记载。

1. 2　宋代: 此时期炒法得到进一步的应用,如《重修政和经

史证类备用本草》引用了《日华子本草》中瓜蒌子“炒用”[ 3]的

方法;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记载栝楼“去瓤取子炒香

熟”[ 4]。这时出现较多的方法是瓜蒌子“去壳”[ 5]应用,现今生

瓜蒌子应用时不去种皮,但要求“用时捣碎”, 应了《校注妇人

良方》中的“研”法[ 6] , 即“研”者,捣碎用也。

1. 3　金元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 炒法和研用法被沿用下来。

《儒门事亲》中记载瓜蒌子“炒”[7]用。朱震亨在《丹溪心法》的

“治心腹膨(肉多食积所致的伤食)”方中用瓜蒌仁要“研和

润”[ 8]后才能入药应用。

1. 4　明代:明代继续沿用炒法和研用法, 如《女科撮要》中瓜

蒌仁“研”[ 9]用;《本草品汇精要》中记载栝楼实“剥去壳及皮

膜, 微炒”[ 10]。这一时期“去油”制霜的炮制工艺得到比较具体

的描述, 如《炮炙大法》中瓜蒌仁霜采用“捣碎, 用粗纸压去

油”[ 11]的方法; 《本草蒙筌》中有瓜蒌子“剥壳用仁, 渗油(重纸

包裹、砖压渗之) , 只一度, 免人恶心,毋多次, 失药润性”[ 12]的

记载, 《审视瑶函》中瓜蒌仁的用法是“去壳油,为霜”[ 13]。这一

时期, 还出现了辅料炒法, 即干葛粉炒法和蛤粉炒法。《本草品

汇精要》中记载瓜蒌仁“合干葛粉银石器中炒热调服”[ 10] ; 《先

醒斋广笔记》中要求瓜蒌仁“蛤粉拌炒,研细”[ 14]。

1. 5　清代:这一历史时期, 沿用了炒法和去油制霜的方法。

《本草必用》中有瓜蒌仁“炒研用”以“润肺化燥痰”[ 15]的记

载; 《本草备要》中瓜蒌仁“炒香酒服,止一切血”[16] ; 《集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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