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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1 月 9 日～12 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的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医

药经济信息发布会暨第六届中国医药企业家高峰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会议的主题为《变化中的中国医药

经济力量格局》，我们全程参加了此次会议，现将会议的要点大致概括如下： 

 

变化之内在篇－－2007 年中国医药整体运行情况向好 
2007 年 1～9 月份，我国医药工业累计完成工业生产总值 4458.9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5.21％，增幅

与 2006 年同期相比提高了 6.19 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是近十年来的一个高位。 

2007 年 1～9 月份，我国医药工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4162.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64％，增幅与 2006

年同期相比提高了 3.35 个百分点；累计完成利润总额 373.6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9.74％，增幅与 2006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0.72 个百分点。 

今年医药工业高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基数较低。2006 年是医药行业的政策整顿年，整个医药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全国 19 个省市的医药

工业利润增幅低于 10％。 

第二：成本费用控制良好。产品销售费用所占比重从2006年前三季度的13.34％下降到2007年中期的12.26

％。有效的成本费用控制也为利润增长带来一定空间。 

第三：第三终端增长很快，为医药工业的增长带来较大拉动。 

第四：新会计准则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医药板块上市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247％，并在上市公司的利

润总额中占据了约四分之一的比例。据统计，若不考虑投资收益高幅增长对利润的影响，医药上市公司在

上半年的利润增长幅度将由原来的 43.48％下降到 20％左右。 

小结：虽然前三季度医药工业利润水平从数字上看出现了近年来的一个高幅增长，但投资收益做出了较大

的贡献，对行业主营业务的赢利水平以及企业的发展后劲还需谨慎看待。 

 

变化之外部环境篇 
之一：宏观经济快速发展，调控措施值得关注 
今年前三季度的 GDP 增幅是 11.5%，目前 GDP 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今年全年预计可达到 11.6%，据

权威部门预测，2008 年至少在 10％以上。2007 年国内 CPI 一路高企，虽然全年可望控制在 4.5％，但是

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此外，十七大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因此，坚持和提高节能减排标准

或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闸门。 

医药行业药价问题和更为严格的环保制约在 2008 年需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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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医药经济将直面新医改方案的影响，新一轮产业变局起步 
一直以来，人们将“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归结为医保覆盖面不足和以药养医两个方面。 

以药养医的解决方案――医药分开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等原则，“医药分开”正式写入了十七大的

报告中。具体在操作层面上，目前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改革：“医药分离”和“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

“医药分离”是指将药房从医院中分离出去，禁止医院卖药，从源头上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收入的关系。

“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是指允许公立医院继续卖药，但要求医院将卖药收益上交卫生主管部门，然后

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医院需要下拨资金弥补医院收支缺口。 

医保覆盖面不足的解决方案－－新农合和社区医疗体系的完善 
按 7.2 亿农村人口，政府财政投入 40 元/人，农民自付 10 元的金额匡算大概有 360 亿元的市场扩容。

2.4 亿的城镇居民将陆续纳入医保体系，近 3000 万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参与大病医疗保险，保守估算这

部分市场扩容至少在 150 亿元以上。制药企业可望从中获得机会。 
小结：医疗体制改革将直接影响整个医药经济的发展，直接正面的影响将大于负面影响。医改涉及到的

主体太多，具体的操作细则还有待讨论。 
 
之三：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严格药品注册环节 
2007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行的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是 2008 年一大政策看点。 

1、已上市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或增加新适应症，将不能再按照新药管理，不再视为新药注册

审批；2、SFDA 严格控制仿制药审批，技术审评时限由 80 个工作日延长到 160 个工作日，旨在控制

中国制药企业以仿制药品为主，而缺乏新能力的现状；3、今后新药注册将采用“两级审批”的模式。  

小结：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使得原先部分企业依靠简单改剂型、改包装、改规格等途径获得新药

资格的做法遇到了障碍，对药价水平的下降是有帮助的。并且大批主要依靠仿制药品盈利的企业生存将

更为艰难。同时审批过程将更加透明化。 

 
之四：《药品GM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严格药品生产环节 
针对生产环节的《药品 GMP 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标准》

将原来 225 条修改为 259 条，调整和增加了的项目主要在软件，试图变“重硬件、轻软件”的局面为

“强化软件意识”。新《标准》最核心的变化是规定“企业不需增加设备投资、加强软件管理也可通过

GMP 认证”。 

小结：今后通过 GMP 认证的门槛提高，企业一次性通过认证的比率会有所下降，一批具备严格的质控

体系的药企将在新一轮的 GMP 认证中获益。 

 
之五：环保压力或将带来原料药产业的结构调整 
由国家环保总局起草的强制性《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很有可能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关于

生物和化学合成药（原料药）的标准将高于国际标准、世界银行标准和美国标准。 

小结：环保压力是国际跨国企业将低收益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向中国产业转移留下的恶果。按照此标

准，目前多数企业的现有排污装置难以达标，会直接抬高原料药生产企业的生存门槛，可能会造成企业

新一轮的洗牌。同时，随着部分生产企业的停产或者淘汰出局，原料药供应紧张的局面有可能进一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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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此政策对医药产业发展是一个制约因素。 
 
医药经济预测篇 
根据 SFDA 南方所较为乐观预测，预计 2007 年全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6300 亿元，同比增长 17.8

％～18.5％。 

前几年出台的严格的政策法规虽然令企业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期，但产业在调整过程中提高了集中度。

2008 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将进一步显现，预计全年总产值将达到 7400～7600

亿元，同比增长 19～20%。 

但是经济效益的增长不可过于乐观，主要原因为：2007 年的增长是在 2006 年基数较低的基础上的；

新会计准则的影响在 2008 年也减弱；成本压力逐渐加大；节能减排的压力加大；终端竞争加剧，可能

会将竞争压力推向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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