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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专利对中药企业收益的影响。方法：运用多元一次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52家中药上

市公司2002-2016年专利申请、员工规模与企业收益进行分析。结果与结论：专利申请对于中药类企业

的收益存在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有较好线性关系。专利申请数量对中药企业净利润的影响最大，同

时，对营业收入的提升及营业收入提升的边际效率都有较好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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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patents on profits of Chinese medicine enterprises. Methods: 
The patent applications, staff number and the profits of 52 listed Chinese medicine enterprises from 2002 to 2016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patent 
applications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rofits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anies an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had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net profit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anies and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operating revenue and 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the operating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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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对中药企业收益的影响－基于中药上市公司
数据的实证分析

徐曼，袁红梅*（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110016）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政策

利好迭出、产业发展加速的同时，中医药发展进

入新阶段。根据商务部和欧睿信息咨询的统计，

2014年我国中药行业的规模为2843亿元人民币，

预计2018年将达到593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5.8%。

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年）》指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

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到2030年，实现中医药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医药服务

领域实现全覆盖的目标。”；与此同时，2017年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历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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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终于在法律基础的保障之下，中医药行业

踏上特色化发展的快车道。中药企业作为我国中医

药行业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实现国家中医药发展的

伟大使命，那么如何切实提升中药企业的收益，使

其在迎来行业发展的巨大红利的同时，促进我国中

医药产业的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专利对于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证

实，尤其是在成熟的国外市场上[1]。NicholasBloom

＆JohnVanReenen认为专利对于公司的生产力和股

价都有正面影响[2]。国际制药巨头也依靠专利保护

其领先地位，其专利产品的销售额的比重也是逐步

攀升，可见专利对于制药企业的收益有着重大影

响。本文将从专利的角度探究专利投入对中药企业

收益的影响，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通过分析专利

投入对企业收益的促进作用，促使企业加大专利投

入、分享专利带来的收益，从而促进中医药行业的

发展；二是我国部分中药企业认为专利这种保护形

式不太适合中药保护[3]，希望通过下文分析，可以

使中药企业对专利申请引起更多的重视。

1   背景及文献回顾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药类上市公司，因上市

公司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最优秀、最具规模的

企业，并且，由于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披露数据

的严格监管，上市公司的数据是经过审计且相对较

为客观的数据，所以研究中药专利对中药类上市公

司收益的影响可以更好地反映专利的经济价值，有

助于企业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在中药专利研究领域，目前，多数文献集中

在中药专利的保护、创新、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到

个别中药品种的专利研究等方面。而在中药类上市

公司研究领域，文献多集中在中药类上市公司投资

价值分析、财务绩效评价、发展战略研究或是具体

到某个中药上市公司业绩的研究，鲜有文献专门针

对中药上市公司研究专利对其收益的影响。

以下3篇文献与本文研究方向最为相近：

1）周煊等[4]在《我国制药业专利技术开发与

行业发展》中，对55家上市公司（中药24 家，化

药31家）1993-2002年间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同时，加入

2002年的财务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得出专利申请与

企业绩效和规模有着总体上正相关的结论。

2）胡珊珊等[1]研究了我国制药业上市公司专

利绩效问题，将2001-2005年60家上市公司（中药

20家，西药40家）每年的专利累计数及其2003-

2005年的6 项财务指标运用SPSS13.0进行相关分

析，得出中药和西药类制药企业的业绩与发明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授权总数都缺乏明显的相

关关系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一结论与国外学者

的研究恰恰相反，从理论上而言，专利为技术创新

新产品提供了保护措施，减少了创新知识的公共

性，应有利于企业在其专利产品上形成市场垄断和

获取垄断利润。

3）陈锋等[5]在研究全国知名中药企业专利产

出与经济产出的相关性方面，针对全国2009 年中

药上市企业核心竞争力排名前20 名的5 家企业，

用相关回归方法研究其1999-2009 年专利申请数

与经济产出(年销售收入/净利润)的相关性，得出5

家大型中药企业专利产出与经济收入呈正相关的

结论。

本文与上述研究的不同点：

1）上述文献研究中，专利对整个制药行业业

绩的影响或是仅对竞争力较强的上市公司进行分

析，故在研究对象中分别研究了24家、20家和5家

中药类上市企业，本文将覆盖52家中药类上市公

司（仅剔除个别专利数据无法获取的中药类上市

公司），样本量更为全面，得出的结论也更具有

普适性；

2）上述部分文献研究，对于专利与公司业绩

的研究方面，仅研究了个别年份如2002年或是较

短的时间段如2003-2005年二者的相关性，而这一

时期我国中药专利申请还相对落后，中药专利的

激增是在近些年涌现出来[6]，因此，不能充分说明

专利与公司业绩间相互影响的可持续性，且方差

较大，本文将分析2002-2016年专利与企业业绩间

的相关性；

3）本文在数据处理方面充分考虑了专利申请

对业绩影响的滞后性，更为客观地还原了专利与企

业业绩的关系。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并未在专利对中药上市

公司的收益影响方面做专门性研究，或少量文献研

究了我国制药业上市公司专利绩效分析，但从样本

量、数据处理、研究年份等方面来看，并不能很

好地反映专利对中药类企业经济产出所做的实际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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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探究中药类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对

其收益的影响。为使模型更接近现实，同时也为更

深入比对分析结果，采用多元一次线性回归分析

方法。

1）因变量设置。因变量：营业收入、营业收

入增长率、净利润。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水平

为衡量企业收益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入营业收入

增长率作为因变量，主要是为更深入分析专利申请

对营业收入增长的边际效应。

2）自变量设置。自变量：专利申请数量、员

工人数。考虑到在实际生活中，对因变量的影响因

素往往由多个要素构成，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可以

更好地解释专利申请对企业收益的影响，且通过设

置多元变量，可以衡量专利申请在各变量中的贡献

程度。决定企业收益的要素较多，例如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人员规模等。倪飞[7]指出现有文献中衡量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５种指标：Ｒ＆Ｄ研究开发数

量、Ｒ＆Ｄ研究开发人均密度、专利数、专利引用

数和创新成本，因中药产业新药研发难度大，Ｒ＆

Ｄ研究开发数量与Ｒ＆Ｄ研究开发人均密度、创新

成本高并不一定就能带来较高的创新成果，考虑到

医药企业比较重视医药产品的专利权保护，因此，

采用专利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比采用其他指

标则更为合适。通常情况下，人员规模对企业收入

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人员规模对营业收入增长的边

际贡献和对净利润的影响，将通过下文建模进一步

验证。鉴于数据获取的可行性，本文将自变量设定

为专利申请数量与员工人数。

2.2   数据来源

在专利检索网站上检索上市公司国内外专利，

搜集2002-2016年历年专利申请情况。根据Wind行

业分类，提取Wind分类中药上市公司2005-2016年

历年营业收入、净利润、营业收入增长率、员工人

数。因个别中药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缺失，最终确定

对52家中药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如表1所示。

表 1   中药类上市公司代码及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0538.SZ 云南白药 002317.SZ 众生药业

600518.SH 康美药业 600252.SH 中恒集团

600332.SH 白云山 600613.SH 神奇制药

600535.SH 天士力 600750.SH 江中药业

603858.SH 步长制药 002275.SZ 桂林三金

600085.SH 同仁堂 300039.SZ 上海凯宝

000423.SZ 东阿阿胶 600285.SH 羚锐制药

600329.SH 中新药业 002287.SZ 奇正藏药

600572.SH 康恩贝 002566.SZ 益盛药业

600422.SH 昆药集团 002349.SZ 精华制药

002603.SZ 以岭药业 000766.SZ 通化金马

600594.SH 益佰制药 300181.SZ 佐力药业

000650.SZ 仁和药业 300049.SZ 福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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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2737.SZ 葵花药业 002118.SZ 紫鑫药业

002433.SZ 太安堂 002412.SZ 汉森制药

600557.SH 康缘药业 000790.SZ 泰合健康

600479.SH 千金药业 002107.SZ 沃华医药

000623.SZ 吉林敖东 603998.SH 方盛制药

000989.SZ 九芝堂 600781.SH 辅仁药业

603567.SH 珍宝岛 002198.SZ 嘉应制药

600976.SH 健民集团 603139.SH 康惠制药

600436.SH 片仔癀 002644.SZ 佛慈制药

002424.SZ 贵州百灵 000590.SZ 启迪古汉

600993.SH 马应龙 300519.SZ 新光药业

300147.SZ 香雪制药 603896.SH 寿仙谷

600351.SH 亚宝药业 002750.SZ 龙津药业

续表1

2.3   数据处理

2.3.1   专利申请数量

以每3年为一个计数年，将专利申请数量每

3年一归集，手动算出2002-2004、2005-2007、

2008-2010、2011-2013、2014-2016年每个计数年

的专利申请总数。考虑到专利申请对企业收益存

在滞后性（如第n个计数年取得的专利对企业营业

收入的影响可能体现在第n+1个计数年），故纳入

2002-2004年专利申请数量，而其他变量将2005-

2007年作为起始计数年份。见表2及表3。

2.3.2   员工总数、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净

利润

以每3年为一个计数年，将以上指标每3年一

归集，手动算出2005-2007、2008-2010、2011-

2013、2014-2016年每个计数年员工总数、营业收

入、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的累积平均数。见表

2及表3。

表 2   建模数据因变量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营业收入 / 亿 营业收入增长率 / % 净利润 / 亿

2014-

2016

2011-

2013

2008-

2010

2005-

2007

2014-

2016

2011-

2013

2008-

2010

2005-

2007

2014-

2016

2011-

2013

2008-

2010

2005-

2007

000538.SZ 云南白药 206.54 136.05 76.57 33.05 12.42 15.91 33.35 32.52 27.28 17.05 6.66 2.82

600518.SH 康美药业 185.53 102.01 24.71 9.01 17.49 62.35 36.76 34.55 27.93 14.42 5.04 1.06

600332.SH 白云山 193.20 104.26 39.65 105.48 4.39 39.50 -14.95 16.94 13.72 5.72 2.18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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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分析
模型采用多元一次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3.1   模型拟合

在拟合前先将所有数据进行归一化，以消除

不同参数间的数量级影响。应用响应面法进行数据

的多元一次线性拟合，响应面法采用多项式拟合的

思路，通过各因变量和所有自变量之间的最小二乘

回归来得到拟合模型。

3.2   变量设置

输入参数：自变量；X1专利数“patent”；X2 

员工数“employee”。

输出参数：因变量；Y1营业收入“incoming”；

Y 2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 g r o w t h ” ； Y 3 净 利 润

“profit”。

3.3   模型及分析

模拟结果如图1~图3所示，得出以下拟合模

型，且方差控制较好，说明模型与实际数据较为

贴合。

Y1=0.183×X1+0.543×X2+0.003 

（平均误差15.35%）

Y2= 0.006×X1-0.064×X2+ 0.463

（平均误差18.75%）

Y3= 0.276×X1+0.274×X2+ 0.084

（平均误差17.98%）

表3   建模数据自变量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申请专利个数 员工总数 / 人

2014-2016 2011-2013 2008-2010 2005-2007 2002-2004 2014-2016 2011-2013 2008-2010 2005-2007

000538.SZ 云南白药 45 29 26 74 45 7861 4450 3671 2317

600518.SH 康美药业 42 105 21 1 2 8659 5190 2252 1124

600332.SH 白云山 172 189 93 53 70 16482 7596 6351 8259

600535.SH 天士力 118 281 449 817 341 10585 6524 3504 3270

603858.SH 步长制药 26 151 54 69 59 6690 4872

600085.SH 同仁堂 66 89 113 36 17 14810 9416 2893 3155

注：数据来源于万得资讯搜索网对云南白药、康美药业等中药上市企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申请专利个

数、员工总数查询结果（http://www.wind.com.cn）。

续表2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营业收入 / 亿 营业收入增长率 / % 净利润 / 亿

2014-

2016

2011-

2013

2008-

2010

2005-

2007

2014-

2016

2011-

2013

2008-

2010

2005-

2007

2014-

2016

2011-

2013

2008-

2010

2005-

2007

600535.SH 天士力 132.50 89.93 40.26 22.28 7.97 33.87 18.20 31.09 13.98 8.66 3.44 1092

603858.SH 步长制药 114.37 71.67 41.34 12.93 27.99 22.71 13.98

600085.SH 同仁堂 108.62 74.42 33.38 25.73 11.23 20.79 11.86 3.74 14.27 8.67 4.03 3.20

注：数据来源于万得资讯搜索网对云南白药、康美药业等中药上市企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申请专利个

数、员工总数查询结果（http://www.wi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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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收入增长率与专利数和员工数的拟合模型（上图）及残差分析（下图）

图 1   营业收入与专利数和员工数的拟合模型（上图）及残差分析（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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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关性分析

通过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综合分析（见图

4）可以看出，专利数与净利润、营业收入和收入

增长率均呈正相关，说明专利申请对中药类上市企

业的收益有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专利数的

增加对净利润的提升效果最明显，对营业收入的

影响次之，对营业收入增长率影响较弱。相对应的

结果，员工数的增加可以增加总的营业收入，对净

利润的提升也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员工

人数的增加，却会使得收入增长率降低。进一步分

析，专利数量、员工数量对净利润的影响程度相

当，而员工规模较专利申请数量而言，对营业收入

的贡献程度更大，但随着员工人数的增长会降低营

业收入的增长率，而专利数量的增加，仍然对营业

收入增长率有正面促进作用。

图4   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综合分析图

图 3   净利润与专利数和员工数的拟合模型（上图）及残差分析（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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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变量之间的协同效应分析

进一步分析员工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是否存

在相关关系。通过图5的协同效应图得知，员工数

量与专利数量这两个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协同效

应，各自独立对各因变量产生影响，说明了专利申

请数量对营业收入、净利润、营业收入增长率的贡

献程度不包含员工规模对其的影响，更加验证了专

利申请对企业收益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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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建议
综合来看，专利申请对中药类上市企业的营

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均有积极影响，

且对净利润的影响更为显著，并同时对营业收入的

提升及营业收入提升的边际效应都有积极贡献，而

员工规模的增长则会降低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相

较于员工规模来说，专利储备需要企业日积月累的

积淀与专业人才的培养，而员工规模可根据市场走

势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随时进行调整，所以专利申请

对中药类上市公司收益的影响从多方面来讲更为深

远。这可能因为专利代表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一

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继而将专利优

势转化为更有竞争力的品种，提升企业的收入和利

润水平。所以对于中药企业而言，应加大对专利的

申请力度，并根据企业规模动态调整员工数量使之

与企业的最佳收益达到平衡。

但加大专利投入，并不一定代表着提高专利

申请数量，而专利申请也并非多多益善。2003－

2013年我国中药专利有效量在20%~45%波动，相

对于高申请量，有效量偏低[6]。这些申请虽没有获

得专利权，但是其技术内容已经被公开，对于其他

专利申请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8]。如何使专利申

请切实提升企业收益、有效地保护中药品种，并更

好地促进国家整体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是我们亟需

解决的问题。基于我国中药专利申请现状，提出以

下四点建议供中药企业参考：（1）加强专利知识

培训，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中药因其特殊的复杂

性，在专利申请方面需要较高的专业性，很多企业

缺乏专利申请技巧，导致非常有价值的中药专利未

能通过申请。而中药专利的申请需要具有中药学背

景又懂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的紧缺，

也制约着我国中药专利的发展。企业应加强专利相

关知识的储备与更新，加大内部培训力度与外部交

流机制，大力培养该方向复合型人才。（2）企业

应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力度。魏延辉指出，专

利的申请数量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且研发强

度越高的行业，专利越富有研发弹性（研发强度：

研发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专利研发弹性：研发投

入的变化率引起专利申请量的变化率）[9]。与此同

时，Carman认为创新努力和创新构建能力是影响

公司专利化的决定因素[10]，最倾向将创新专利化的

行业是化工及制药业[11]。对于中药企业而言，加大

研发投入与创新力度，可以更好地带动专利申请，

促进高技术产业产值的增长。（3）国家给予国际

专利申请财政支持，提升中药国际专利申请规模。

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外的直

接投资和技术的扩散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中药企业

要想进军国际市场，必须加大中药专利对外的国际

申请，寻求国际保护[12]。而我国现阶段国际专利申

请量较少，除中药本身的特殊性和国际专利的技术

壁垒因素外，国际专利申请、维护费用很高，即使

授予了专利，通过药品注册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使我

国很多中药企业也难以承受[13]。国家知识产权局统

计数据披露，我国对外申请专利遭遇最大困难就是

高昂的专利申请成本。Petra Moser对美国实证研究

证实，奖励政策会吸引更多的创新者，会对后期更

多的专利及更好的创新产生积极影响[14]。建议从政

府层面，应加大对国际专利申请的资助力度，对拥

有较好的中药品种且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给予一

定资金补贴；对于申请国际专利成功的企业，给

予一定税收优惠，或建立国际专利申请国家经费

等，切实推进我国中药产业的国际化。（4）立法

者深度分析我国专利制度的立法缺陷，完善《专利

法》对传统中药的保护。专利制度起源于西方，

没有考虑到我国中药的复杂特性。西药成分单一

明确，容易确定化学结构，“在对其创造性进行

认定时，只需把获得的化学成分和公式与现有获

得专利的西药进行对比分析即可得出其是否具有

创造性的结论。”[15]而中药多是复方，很难确定

其中具体的成分，在质量控制、生产工艺、药理

毒理、临床使用等标准上也不同于西药，几乎无

法适应基于化学药品而产生的西方专利制度[16]。

现有专利制度对中药专利权的申请与保护造成了

极大障碍，建议我国参考国外的传统药品立法制

度，如借鉴美国药品专利宽松的审查标准，适当

降低新颖性标准，比如采用“混合新颖性”评判

规则，从反面定义新颖性的满足要求[17]，从而因

地制宜完善我国专利制度，增强中药专利申请的

积极性与可行性。

综上所述，建议中药企业能够进一步重视专

利申请与保护，企业、个人、国家能够进一步梳

理我国专利申请存在的问题，从多方面完善、提

高我国专利申请质量，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规

模与收益，实现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宏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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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本文不足之处：未对有效专利、无效专利进

行划分。秦宇等[6]指出，我国的中药专利申请绝大

多数是中药复方专利申请，许多申请的专利只是在

前人组方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药物剂量和成分的改

变，长此以往阻碍了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且专

利有效量较低。后续研究可在本文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有效专利对中药企业收益的影响，或进一步分

析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分别对

企业收益的影响，从而为中药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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