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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现状，为提高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出建议。方法：针对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进行了贸易竞争力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国际竞争力评价指

标测算，以及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国际竞争力分析。结果与结论：相较于制药强国，我国生物制药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并需要进一步提高，建议要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积极开拓多种融资渠道，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速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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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Methods: For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exes, such as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were analyze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as also analyzed based on the 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pharmaceutical power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is weaker and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be focused 
on,  various financing channels be  actively explore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e improved, the 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e accelerated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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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钱景怡，余正*（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南京 210000）

·产业发展·

生物制药综合了生物学、化学、生物化学、

药学和医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通过生物制药技术

将生物原料制成药品。21世纪以来，生物制药产业

作为一项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为许多发达国家

占据国际医药市场竞争制高点的途径，其国际竞争

力的大小也将影响一国的国际地位。我国该产业自

起步以来，就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但是，与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还较弱。本文通过对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国际竞

争力评价指标的测算及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国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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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分析，为提高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建议。

1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
的测算
1.1   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

TC）是指某国某产品或产业的净出口值与该国该

产品或产业进出口总量的比值[1]。计算公式：

TC=（Xi-Mi）/ （Xi+Mi）

其中，Xi表示某国i产品或产业的出口值，Mi表

示该国i产品或产业的进口值。TC＞0表示该产品或

产业处于竞争优势状态，反之处于竞争劣势状态。

由于生物制药产品没有单独门类列出，而联

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品分类中3002类列出的

产品数据（包括血液制品、疫苗、毒素等产品）与

生物制药产品总体上保持一定的正向比例关系，

通过整理相关数据所得结果见表1，即我国血液制

品、疫苗、毒素等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该指数可

大致反映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竞争力情况。

根据测算结果可知，我国生物制药产业近年

来均处于竞争劣势状态。

1.2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IMS）是某国的总出口值占世界总出口值的比重，

从中可以看出该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大小。某国某

产品或产业的总出口值占世界该产品或产业总出口

值的比重，可以体现该产品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计算公式：

IMS=Xi/Xt

其中，Xi和Xt分别表示i国某产品或产业的总出

口值和世界这一产品的总出口值。IMS值的大小代

表该产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品分类中

3002类的数据进行计算，结果见表2，即我国血液

制品、疫苗、毒素等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该指数

可大致反映生物制药产业的竞争力情况。

表1    我国血液制品、疫苗、毒素等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年份 出口金额/亿美元 进口金额/亿美元 贸易竞争力指数

2013 3.0 34.0 -0.84

2014 3.9 40.3 -0.82

2015 3.9 51.5 -0.86

2016 6.3 56.6 -0.80

2017 5.7 70.2 -0.85

数据来源：根据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数据整理。

表 2   我国血液制品、疫苗、毒素等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地区

出口金

额 / 亿美

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瑞士 239.1 21.06 259.0 20.58 249.4 20.53 263.4 20.30 280.7 17.95

德国 207.9 18.31 223.4 17.75 219.9 18.10 228.2 17.58 248.9 15.92

比利时 140.5 12.38 167.3 13.29 133.5 10.99 131.7 10.15 141.8 9.07

美国 116.6 10.27 148.3 11.78 176.7 14.54 190.9 14.71 203.2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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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算结果可知，我国生物制药产业总出

口值占世界总出口值的比例有所提高，但是与欧美

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可见我国生物制药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1.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是i国j产品的出口值占本

国总出口值的比重除以世界j产品的出口值占世界

总出口值的比重所得指数。RCA的计算公式：

RCA =（Xij /Xit）/（Xj/Xt）

其中，Xij为i国j产品的出口值，Xit为i国的总出

口值，Xj为世界j产品的总出口值，Xt为世界的总出

口值。RCA＞2.5时，表示i国j产品拥有非常强的国

际竞争力；1.25＜RCA＜2.5时，表示该产品拥有较

强的国际竞争力；RCA＜0.8时，表示该产品缺乏

国际竞争力。

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品分类中

3002类的数据进行计算，结果见表3，即我国血液

制品、疫苗、毒素等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根据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结果可知，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远小于

0.8，可见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2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钻石模型理论由迈克尔·波特提出，可以分

析一个国家某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波

特认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

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这四个决定因素之间具有双

向影响，构成了钻石体系的基础。此外，还有两个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地区

出口金

额 / 亿美

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出口金

额 / 亿

美元

国际市

场占有

率 /%

法国 71.7 6.32 71.7 5.70 50.5 4.16 54.5 4.20 54.5 3.49

日本 6.3 0.55 5.0 0.40 5.0 0.41 6.2 0.48 8.2 0.52

韩国 3.9 0.34 4.8 0.38 9.3 0.77 14.4 1.11 18.6 1.19

中国 3.0 0.26 3.9 0.31 3.9 0.32 6.3 0.49 5.7 0.36

数据来源：根据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数据整理。

续表2

表 3   我国血液制品、疫苗、毒素等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年份

中国血液制品、疫苗、

毒素等产品出口额 /

亿美元

中国出口总额 / 亿

美元

世界血液制品、疫苗、毒素

等产品出口总额 / 亿美元

世界出口总额 /

亿美元

显示性比较

优势指数

2013 3.0 22090.0 1135.3 189528 0.02

2014 3.9 23422.9 1258.4 189677 0.03

2015 3.9 22734.7 1215.0 165189 0.02

2016 6.3 20976.3 1297.7 160287 0.04

2017 5.7 22633.7 1563.7 177300 0.03

数据来源：根据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中国统计年鉴和国际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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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政府和机遇。完整的钻石模型则由以上

六个因素构成，如图1。钻石模型从产业价值链角

度出发，结合了国家、产业和企业，可全面分析影

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并强调了国家的能动作

用[3]。以下使用钻石模型对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进行定性分析。

机会

生产要素

企业战略、结

构和同业竞争

需求条件

相关及支持

产业
政府

图1   波特的产业竞争钻石模型

2.1   生产要素

2.1.1   自然资源

生物制药的原料源于天然的人体、动物、植

物、海洋生物和微生物等或人工生物原料。我国拥

有丰富的生物种质资源，可以利用生物技术从这些

资源中提取出有价值的活性物质，为药物开发提供

更多的机会。目前我国拥有的植物种数约为世界总

数的十分之一，其中高等植物超过三万种，位居

世界第三；脊椎动物超过6300种，约为世界总数的

14%，共有1900多个家养动物品种和类群[4]。不可

否认，我国在自然资源方面有着巨大优势，为产业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我国生物种质资源开

发利用相对滞后，资源流失情况也比较严重，需要

完善相关保护制度和管理体系。

2.1.2   人力资源

生物制药产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产业，从研

发、管理到生产，都要求大量高素质人才的供给。

我国拥有大量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为该产业提供

丰富的人力资源。表4是我国生物药品制造R&D人

员折合全时当量。

表 4   我国生物药品制造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年份 生物药品制造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 人年 占医药制造业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比例 /%

2013  9701 10.31

2014 10723 10.68

2015 11088 12.00

2016 11374 12.34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由表4可见，我国生物药品制造研发人员折合

工时不断增加，占医药制造业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但是，目前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紧缺高层次专业人

才，特别是拥有创新能力的实用型及复合型人才。

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不准

确，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脱节，短期内无法培养出

大量满足需求的高层次人才[5]。此外，还有大量人

才流失到国外。当前，高层次人才缺失是制约我国

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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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资金资源

生物制药有巨大的资金需求，属于资本密集

型产业，一些大型企业的研发经费甚至超过其销售

额的50%[6]。并且其研发周期长，风险较大[7]。绝

大多数企业难以通过内部资金做到“投资、盈利、

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因此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

支持。近年来，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资金总量不断

增加，但企业资金缺口依然较大，主要原因是融资

渠道较少、融资体系不完善。首先，我国金融机构

贷款条件较高，总体批准率低，许多企业缺乏足够

的担保，无法申请贷款；其次，我国风险投资公司

力量较弱，并且数量有限，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第

三，政府对生物制药企业的财政投入力度有限，无

法补足企业的资金缺口。

2.2   需求状况

随着我国人口总数的增加、经济的持续增

长、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人们对医药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大。特别是生物药

品，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药品消费市场。表5

是我国生物药品制造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出口交货

情况。可见我国生物药品制造产业的国内外需求不

断增大，推动了产业不断发展。

表 5   我国生物药品制造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出口交货值

年份
生物药品制造主营业务

收入 / 亿元

占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

入比例 /%

生物药品制造出口交货

值 / 亿元

占医药制造业出口交

货值比例 /%

2013 2403.7 11.73 194.1 16.39

2014 2801.3 12.00 234.5 17.87

2015 3160.9 12.29 273.5 20.38

2016 3285.5 11.65 311.2 21.31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3   相关及支持产业

生物制药技术产业的兴起为生物制药产业开

辟了新的前景和发展空间。生物制药技术结合了生

物制药理论和先进技术，可以提高制药水平以及产

品层次，是生物制药的重要支撑产业。目前，可用

于生物制药的技术主要有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

酵工程、酶工程等等。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

生物制药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但是相关技术转为生

产力的转换率较低[8]，从产业链上游转入中下游的

可应用产品数量有限，不易形成产品“梯队”。

2.4   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我国生物制药企业众多，总数不断增加，已

从2013年的889个增加到2016年的959个。其中也有

较多上市企业，整体发展较快，但还是以中小型企

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较弱。随

着企业数量的增加、行业整合的推进、政府监管的

加强以及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物制药企

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促进了企业不断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小型企业将

被淘汰，而少数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生产

能力和产业化能力的企业具有较大竞争优势，共同

占据了国内主要市场份额。这种激烈的国内竞争也

推动了制药企业向国际市场的延伸。

2.5   政府

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提高了生物制药

的产业化速度。早期的《生物技术发展政策》及

“863”“973”研究发展计划等，推动了生物医药

产业快速发展[9]。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促进生

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从国家政策层面

上推动了生物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支柱。

2010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生物产业列入国家七大战

略产业中，并提出要加快研发重点生物创新药。

“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了生物医药行业作为国家

战略前沿的地位，目前也已在相关产业政策方面给

予一定的倾斜，并且出台了相应的生物制药产业发

展规划[10]。    

2.6   机遇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不断

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拉动了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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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品的需求。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的发病率不断升高，而生物药品在防治这些疾病

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其药理活性可达普通药物的几

十倍，并且毒副作用较小，兼具一定的营养价值。

目前我国的老龄人口有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和高龄

化的特点，将更多地依赖生物药品。预计未来生物

药品的市场份额将超越化学药、中药，生物制药将

成为医药市场的支柱产业。

3   提高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若
干建议
3.1   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我国应该积极扩建高素质的生物制药专业人

才队伍，为生物制药产业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国

家应积极推动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方式，

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各种形式的专业化培训与实践教

学[11]，同时引导制药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

联合培养出大批满足产业现实需求的创新型和复合

型人才。生物制药企业应改进人才策略，积极吸引

国内外优秀人才。

3.2   积极开拓多种融资渠道

国家应持续发挥科技计划的作用，加大战略

性高技术产业专项资金投入，对生物开发项目提供

特别贷款[12]。此外，应积极开拓其他融资渠道，加

快完善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并建立健全投资风险约

束机制。通过建立相应的科技担保公司和融资担保

专项基金，形成针对科技型企业的担保网络，并鼓

励金融机构放低对生物制药企业的贷款要求，加大

放贷力度。同时支持满足要求的生物制药企业发行

债券和上市融资，吸引外部资本。

3.3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体

系[13]，加强生物科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建立

先进的科研基地[14]，支持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并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发明激励机制，调动企业

与个人创新的积极性。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意识，

加大创新和研发投入。通过校企合作等形式进行创

新与再创新，同时利用好生物技术成果，加快创新

和研发进程，提高创新质量。

3.4   加速产业规模化发展

要努力推动生物制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逐

渐形成相关的产业联盟，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

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已

初具规模，产业结构日益完善，但是企业还远未

达到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也不明显[15]。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

间接引导和规范企业并购，为我国生物制药产业

规模化发展提供有利的宏观环境。企业仍然应该

以横向并购为主，继续发展主业[16]。

3.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应努力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制度，

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鼓励发明创造，保护和管理

发明创造成果，助力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同时

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保障[17]。具体

来说，应加大侵权行为惩治和打击力度、规制知

识产权滥用行为、健全预警防范机制、完善注册

审查制度、加快专利许可制度改革、加强交易平

台建设等；要密切关注医药领域创新发展的现实

需求，跟踪重点专利问题；通过修订法律和调

整标准，及时调整专利保护政策等[18]。生物制药

企业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通过专利[19]、商

标、新药监测期、外国药品行政保护等方式，及

时为创新成果申请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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