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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医药行业因其实用性，有与生俱来的拥有抗周期特点，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投身其

中，被誉为&ldquo;永远的朝阳产业&rdquo;。未来医药行业的总体发展趋势非常明确，人口老

龄化、城市化、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疾病谱的不断扩大促使医药需求持续增长；生物科技的

发展使得供给从技术上能够保证医药创新研发，满足医药需求；而政府对医疗投入的不断加

大提供了满足需求的资金。&ldquo;十三五&rdquo;将成为医药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将是行

业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截至2015年底我国医药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7116家，当中742家企业出现亏损，

亏损企业亏损金额为85.5亿元。

 2010-2015年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企业亏损情况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年我国医药制造行业规模总资产达到24545.4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6%。行业销售

收入为25537.1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2015年行业利润总额为2627.30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2.9%。

 2010-2015年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经营数据分析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本医药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

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

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国

医药行业市场监测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

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医药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医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

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

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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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全球医药行业整体仍然保持着平缓增长的状态，刚性特征明显。从医药消费结构来

看，处方药消费仍然占据着医药市场的主导地位。可以预见，随着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自我认知和自我治疗将有力的驱动非处方药市场的发展，然而医药和医疗事关人身安全，

医生的权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处方药消费仍然是未来医药消费的重点，尽管处方

药的销售额的增速可能会慢于非处方药。

不同的治疗领域的药物销售额的增速也不尽相同，传统的治疗领域药物销售的基数大，增速

慢，如抗肿瘤药物，而原先重视程度不够的&ldquo;新兴&rdquo;疾病的治疗药物的销售增速较

快，如多发性硬化症。



2014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不含医疗器械）约10650亿美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为3450亿美元

左右。今后5年全球医药销售增长率将保持在4%~7%之间，医疗器械市场将维持8%左右的增

长率，其中新兴市场的增速将显著高于发达市场。2015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达到1.07万亿美元

。

发达国家医药消费占比明显，增速放缓

通过对药品数据进行汇总和拆分发现，发达国家的医药消费占比较大，但增速趋于平缓；而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医药消费占比较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潜在的需求逐步释放，增

速较快。根据2013年的数据，按照药品销售增速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是亚非澳、拉美

、日本、欧洲和北美。

发展中国家医药行业成长性更高

由于发展中国家医保政策的完善程度、医药市场的现代化程度、人均收入水平都处在一个比

较快的增长阶段，因此随着医疗需求的逐步释放，发展中国家的医药市场成长的确定性更高

。通过各个国家医疗开支的GDP占比，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开

支的GDP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拉美国家为例，随着政府对医疗卫生水平的重视程度

的提高，医疗开支转移支付的数额将稳步增长，从而带动医药行业的大发展；而发达国家的

医疗开支的GDP占比多数高于平均水平，政府不堪重负，以美国为例，医保费用的控制是未

来发展的主题，因此行业大概率保持目前的平缓增长状态。

 全球Top10医药企业     排名   企业   经营情况       NO.1   强生公司（美国）Johnson &amp;

Johnson （U.S.）   2015年累计收入高达700亿美元；其中制药部门贡献了44.85%；公司在研发

方面（R&amp;D）的 投入也超过了90亿美元，位列前茅；此外，公司销售前三的药品

是Remicade、Stelara和Zytiga ，占据了制药总收入的35.84%，高达110多亿美元。       NO.2    罗

氏集团（瑞士）   罗氏集团2015年累计收入为500多亿美元；其中制药部门贡献了77.54%；公

司在研发方面（R&amp;D）的投入近100亿美元（99.71 亿），不过公司的产品线较窄。公司

销售前三的药品皆是与肿瘤治疗相关，依次是Avastin、Herceptin和Rituxan，占据了制药总收

入的 50.53%。此外，这三大产品将面临专利到期的危机（Avastin在2016年到期，Herceptin

和Rituxan将在2019年到期），并面 临生物类似药竞争的挑战。       NO.3   辉瑞（美国）   辉瑞

公司2015年累计收入为488.51亿美元；公司在研发方面（R&amp;D）的投入为76.9亿美元。公

司销售前三的药品贡献了27.09%的收 益，尽管创下了前三药品贡献率最低的记录，但是其销

售最高的药物的专利到期是在2026年，因此接下来能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       NO.4   诺华（

瑞士）   诺华公司2015年累计收入为494.14亿美元；较前一年收入下跌了5.30%；公司在研发方

面的投入为89.35亿元；公司销售前三的药品分别是Glivec、Gilenya和Lucentis，总计贡献

了31.18%收益，达94.94亿美元。       NO.5   拜耳（德国）   拜耳公司是德国唯一一家上榜的医



药企业，其在2015年的收入超过了罗氏、辉瑞和诺华，但是其制药部门的收入较低，仅占150

多亿美元；前三药品贡献率累计为33.72%。       NO.6   默沙东（美国）   默沙东公司2015年累

计收入为394.98亿美元；其中制药部门贡献了88.06%的份额；2015年研发投入为67.04亿美元；

是制药公司研发投入比例较高的企业之一；此外，前三药品只贡献了制药部门收入24.55%的

比例，仅略高于GSK。       NO.7    葛兰素史克（英国）   葛兰素史克公司（GSK）是英属制药

公司的NO.1；2015年的累计收入为365.66亿美元；2015年研发投入为 54.41美元；前三药品的

贡献比例为整个榜单最低，是21.50%。       NO.8    赛诺菲（法国）   赛诺菲公司是该榜单上榜

的唯一一家法国公司，也是这张榜单上唯一的两家年收入呈现增长趋势的公司；其收入

较2014年上涨了8.99%，达345.42亿 美元；2015年研发投入为 50.92亿美元；此外，公司销售前

三的药品是Lantus,、Plavix和Lovenox，不过仅贡献了 29.06%；2014年，这三类产品皆已经专利

到期，公司目前亟需拓宽产品线。       NO.9    吉利徳（美国）   吉利徳公司在2015年的增长速

度是全行业增长最快的公司，公司增速高达31.13%，年收入为326.39 ；2015年研发投入为30.14

亿美元；公司销售前三的产品依次是Harvoni、Sovaldi和Truvada，占据了公司总收入的55.48%

， 是整个榜单中前三药品贡献率最高的企业。此外，这三大药品的专利期较长（Harvoni

：2030年；Sovaldi：2029 年；Truvada：2021年），预计公司收入未来依旧能保持强劲的增长

率。       NO.10    阿斯利康（英国）   阿斯利康公司2015年累计收入为236.41亿美元；2015年研

发投入为59.97亿美元；是同等收入水平下，在研发方面投入比例最高的企业；公司销 售前三

的产品贡献率为46.14%；不过Crestor和Nexium的专利将在2016年到期，Symbicort的专利将

在2017年到期。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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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产业一直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它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多年来

，中药都以其产量多、分布广、毒副作用小等优势占据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半壁江山，但是另

一方面，我国对中药产业的重视程度不足，中药产业的技术标准体系也不健全，导致中药产

业发展缓慢。

近年来，我国的中药产业渐渐迎来了希望的曙光。2006年，国家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要求在中药产业中重点开展理论创新和研究；2007年，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建立中医药标准规范体系；2009年以来，新医改的推进

使我国中药的发展有一个质的飞跃。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实施方



案》再到《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我国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

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并扶持有条件的中医药企业、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高等

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将中医药推向世界。

而这些政策不但表明政府将逐步增加对中医药产业的投入，扶植中药产业的建设，还从根本

上保护中药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整个中药产业水平的提升。从这些政策对相关中药生产企业

的影响来看，《意见》中提到的&ldquo;加强对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rdquo;，这对拥

有丰富原材料的中药企业构成利好，&ldquo;加大对行业驰名商标保护力度，扶持中药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rdquo;，则对知名度高的传统中药品牌有利好的影响。而&ldquo;加强对中药饮片

和中药材的流通监管&rdquo;则对我国中药饮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尽管如此，我国中药产业仍然面临诸多发展瓶颈。虽然我国是中药传统国家，但是在中药科

技上还是一个弱国。我国每年人均用药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而且医药工业生产的医

药品种约95%是仿制国外品种，中药出口额也不足国际中草药市场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

下，我国很难承受国外&ldquo;洋中药&rdquo;的冲击。

我国的中药产品常常遇到国外市场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中药企业的标准化规范化程

度低，与国外有一定差距；同时，企业规模小，没有一些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中

药企业对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和科技能力落后，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直到现在我国还未能建立起一个适合中药发展特点的质量标准体系，现在有很多中药的有效

成分仍未清楚，对中药质量的监督缺乏一个系统的综合评价，设计标准时对技术壁垒考虑少

，监督不够透明有效。

要解决以上问题，我国要加大对中药研发的投入力度，对中药产业实施重点保护，在政策上

要对中药产业有所倾斜，不断加强对传统中医理论的挖掘和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

体系。另外，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中药的自主知识产权也很重要。

其次，中药要尽快完善其标准化进程，只有把中药品种标准化才能够确保中药的安全性和可

监督性，要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研制生产具有剂量小、毒副作用小

、储存方便的现代中药，从而达到国际主流市场的标准要求。

建立全球性的中药文化，大力推动中药行业形象建设，鼓励中药企业同国外加强交流，支持

出版和向全球推行各种中药方面的书籍、期刊以及论文等，鼓励和倡导东西医学的交流与学

习，推动全球范围中医医疗服务和网络建设等都不可或缺。

近年来，医药领域的兼并重组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主题。随着医改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中药

企业也迎来了新一轮整合期，通过兼并重组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效益，这些措施都提高

和改善了中药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实现了医改和中药产业的双赢。

在医改和国家政策扶持的双重影响下，未来我国传统的中药将向现代化中药产业转变，医改



也将直接拉动中医药的需求，中医药地位也将得到大幅提高，我国将逐步产生有综合竞争力

的大型中药企业，从而使我国医药卫生产业走上中西药并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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