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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技术创新在驱动经济增长过

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既是民族进步的灵

魂，更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动力。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成为经济

增长的主要推手。过去以高耗能、高污染及劳动密集方式获取

经济增长，而这种方式逐渐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以资源

消耗为代价来维系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能持久，以低成本支持

的劳动密集产业之路更加艰难，只有创新发展才是突破经济

低迷的利刃。新时代迫切要求我们顺应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

大趋势，合理摒弃传统工业化时代的“流水线”思维。两会代

表们把改革创新作为 2018 年两会议案与提案的重要内容，

这说明创新发展成为主流追求，也反映出技术创新还存在

巨大提升空间。对于企业而言，成本领先战略或产品差异化

战略均可成为利润挖掘的方式，但成本领先战略往往受制

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而产品差异化受制于创新思维。

在激烈竞争中，倘若企业采取不断压价的方式与竞争者抗

争，极有可能在价格战中被拖垮。而为产品或者服务注入源

源不断的创新内容，企业可以独自开拓蓝海市场从而占据

市场主导权，获得更多的利润回报。因此，选择技术创新作

为研究主题仍不过时，与当前经济时代背景相吻合、顺应时

代经济潮流的发展。

一、我国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战略性产业之一，存在着巨大

的发展潜力。2013 年我国共有 7358 家医药制造企业，比 2012
年增加了 15.2%，从业人员平均数为 2204162 人，增加了

12.08%。而医药制造业资产总计为 19351.6 亿元，较 2012 年

增长了 22.72%。从产值方面来看，我国医药产业也在不断扩

大。2013 年我国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 22297 亿元，同比

增长 18.79%，销售额为 21543 亿元，同比增长 17.91%。我国

医药制造业产值在逐年增加，增加值率每年都以超过 18%的

速度递增。从总量规模来看，我国医药制造业发展迅速，规模

不断扩大。虽然我国医药制造业正在蓬勃发展，但生产的药品

中 97%以上的化学药、90%以上的生物药都是仿制品，受到世

界认可的完全自主研发的新药品种很少。自进入 WTO 以来，

我国医药制造业已经逐渐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始重视

技术创新和创新能力的培育。2013 年我国有研发机构的医药

制造企业数占比达到了 35.15%，无论是 砸驭D 人员投入还是

砸驭D 经费投入都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并且新产品销售收入占

全部产品销售收入比例，以及新产品出口额占新产品销售收

入的比例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专利申请数量以及拥有的发

明专利数量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 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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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数为 14976 件，2013 年上升为 17124 件，同比增长了

14.34%，表明近年来我国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重视和研

发投入的加大，使得近年来技术创新的产出增强。

二、技术创新特点

（一）仿制产品居多，自主研发产品较少
目前中国通过 GMP 认证的医药企业达 4000 多家，但大

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其资金、技术、人员都比较缺乏、研发能

力较弱。另外，研发成本的不断走高和原研药上市的困难造成

国内自主研发型药企的数量较少，大部分药企都是进行仿制

药的生产。在世界医药市场上，大部分的利润空间都被发达国

家的各大医药巨头垄断。例如在生物制药领域，美国的专利份

额占 59%，欧盟占 19%，日本占 17%，其他国家的专利份额总

共只占 5%。我国医药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较弱，需要通过对

专利药的仿制和提升，来达到规避专利限制的目的，提高我国

医药产品的价值。因此，我国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仿制品

较多，专利药较少的特点。

（二）子行业间发展存在差距
医药制造业包含很多子行业，根据高技术统计年鉴的分

类，将医药制造业分为三大子行业，分别为化学药品制造、中

成药生产和生物药品制造。2013 年我国医药制造业总的专利

申请数为 17124 件，其中，化学药品制造的专利申请数为

6951 件，同比增加 4.09%; 中成药生产的专利申请数为 4762
件，同比增加 18.84%;而生物药品制造的专利申请数为 2421
件，同比增加 20.8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化学药品制

造的产出最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虽然生物药品制造的产出

较低，但其增长迅速，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潜力。中成药生产

的产出较低，增长缓慢，技术创新较难。目前，我国拥有 20 个

获批原创一类新药，而其中并无中药品种。根据“十一五”国家

启动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计划，有超过 1/3 的项目为中药

项目，然而中药开发整体缓慢，尽管研发的中药新药数量不

少，但 2006 年以来尚无一类中药品种获批，大多数品种依然

长期停留在临床研究阶段( 罛胡 )。作为蕴含中华文化的中药行

业，我国虽然拥有一定的优势，但中药新药的开发难度巨大，

致使中药行业的技术创新较低。

二、对策

（一）筛选技术创新扶持对象
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之一，国家产业政策扶持力

度较大。同一行业中，不同规模、不同地域的企业技术创新水

平参差不齐，筛选技术创新扶持对象有利于减少创新资源的

滥用，有助于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产业政策要发挥应有的

作用必须要落到实处，避免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套取、占

用技术创新资源，以提升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

（二）加大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力度
政策制定者重视技术创新成果的保护，才能使研发人员

具备技术研发的动力与热情，才能加快技术创新产出。医药制

造业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沉没成本高，研发周期长的特点，技术

创新成果一旦被竞争者盗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严重损害技

术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不利于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质量

的提升。加大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力度，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严厉打击非法取得技术创新成果的行为，维护技术创新成

果所有人的权益，以此提升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

（三）建立技术创新孵化环境
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非常完善的科研环境。与其他

行业技术创新不同，医药制造业创新成果是用于治疗各类疾

病，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开发环

境要求高，并非所有医药制造业企业都具备开展技术创新活

动的外在条件。政策制定者协助医药制造业建立技术创新孵

化环境，为医药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创造硬件环境，有利于提

升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出质量与效率。

（四）提升技术创新活动质量
不同质量技术创新成果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有所不同，

这意味着医药制造业需要侧重于高质量技术创新，集中研发

力量全力推进高质量技术创新进程。医药制造业企业应当提

高研发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研发资金浪费在低质量技术创

新活动中。为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医药制造业必须积极投

身于高质量技术创新活动，才能在竞争激烈环境中突出重围。

（五）推进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对任何企业来说，创新成果如果不能在后续阶段中形成

产业化生产，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只能造成资源浪费。在推进技

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需要做好以下两点：第一，为技术创

新成果建立良好的生产条件，构建完整的生产线；第二，打通

新产品销售渠道，医药制造企业需要与各大具有资质的医院、

药房建立长期供销关系。

（六）规划科研经费支出，降低资源浪费

医药制造业企业研发活动投入的沉没成本高，研发周

期长。研发阶段中的临床检验需要反复被实验，才能确定

研发产品是否具备持续的稳定性能。技术创新成本高及研

发周期两个因素导致技术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医药制

造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必须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及

大额的资金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限制地进行创新资源

的投入。新项目的研发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批，减少创新资源

的浪费。

三、结语

根据上文对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分

析，主要可以得出:(1)我国医药制造业整体技术创新效率水平

不够高。从全国各省份的数据来看，只有北京、天津、山东、吉

林、湖南、江西、重庆、广西和贵州这些省份处于技术创新效率

有效前沿面上，其他省份的技术创新效率都相对无效。全国医

药制造业的综合效率为 0.694，纯技术效率为 1，规模效率为

0.694，输出松弛变量和输入松弛变量都为 0。可见，我国医药

制造业还没有达到技术创新效率相对有效，其综合效率和规

模效率不高，纯技术效率相对有效。(2)东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

差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从效率值和松弛变量角度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东西部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存在较大的差距。

东部地区总体综合效率为 0.733，所包括的省份的综合效率都

处于 0.5 以上，而西部地区总体综合效率为 0.729，部分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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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效率处于 0.5 以下。东部地区存在要素投入过多，导致

效率降低，得不到相应的产出。而西部地区是要素投入不足造

成产出较低。东部地区大部分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而

西部地区还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3)
技术创新能力受企业规模、外资引进和市场结构影响较大。医

药制造业的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人才和资金支撑，小型企业

没有能力进行研发活动，只有规模大的企业才有能力进行技

术创新活动。我国医药企业中小型企业居多，大型企业较少，

致使我国医药行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较低。另外，外资的引

进可以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带来技术

创新。市场结构的改善可以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

企业提高其技术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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