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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医药行业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国的产业体系和经济增长中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口总

量的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民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十

年来全球医药市场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根据 IQVIA 的报告，

全球药品支出从 2017 年的 1.1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2 万亿

美元，预计 2019 年全球药品支出为 1.3 万亿美元，复合增长率 4%-5%。

预计至 2023 年，市场仍将保持 5%左右的增长水平，全球药品支出将超

过 1.5 万亿美元。 

根据谨慎财务估算，项目总投资 31149.4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4039.9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7.18%；建设期利息 330.76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1.06%；流动资金 6778.7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1.76%。 

项目正常运营每年营业收入 64000.00 万元，综合总成本费用

51492.15 万元，净利润 9142.21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22.78%，财务

净现值 14854.23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 5.46 年。本期项目具有较强

的财务盈利能力，其财务净现值良好，投资回收期合理。 



经初步分析评价，项目不仅有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其社会救益、

生态效益非常显著，项目的建设对提高农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构

建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项目在社

会经济、自然条件及投资等方面建设条件较好，项目的实施不但是可

行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本报告基于可信的公开资料，参考行业研究模型，旨在对项目进

行合理的逻辑分析研究。本报告仅作为投资参考或作为参考范文模板

用途。 

 



第一章 市场分析 

一、我国医药产业总体发展情况 

医药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

我国人口总量和老年人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因全球气候变化、

流行疾病发生频率增加等因素，使我国对医药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

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药市场。 

2012 年至 2017 年是我国医药行业的高速发展期，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12 年至 2017 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数量从 6,075 个

增长至 7,697 个；主营业务收入从 17,083.26 亿元增长至 28,185.5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0.53%；利润总额从 1,731.68 亿元增至

3,314.1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3.86%。 

自 2018 年开始，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两票制”、“药

品集中采购”、“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制度相继落地，标志着我国

医药行业进入整合转型期，2019 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企业数量减少至

7,382 家，相比 2017 年减少 315 家，下降 4.09%；主营业务收入从

28,185.50 亿元减少到 23,908.60 亿元，下降 14.90%。 



医药行业的不断整合，在淘汰一批不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企

业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医药行业向着“集约型”、“规模化”和“创

新型”方向不断发展，药品回归疗效，药企回归研发，整个行业环境

越来越健康，为优质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19 年，在规模以上医

药企业数量、主营业务收入不断下降的趋势下，企业利润却较 2018 年

实现了增长，也证明了行业内企业的经营质量在不断提升。 

随着医疗改革和国家政策的不断深化推进，我国医药企业不断加

大对仿制药、创新药的研发以及制药水平的提升，我国医药行业未来

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我国医药产业总体发展情况 

医药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

我国人口总量和老年人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因全球气候变化、

流行疾病发生频率增加等因素，使我国对医药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

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药市场。 

2012 年至 2017 年是我国医药行业的高速发展期，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12 年至 2017 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数量从 6,075 个

增长至 7,697 个；主营业务收入从 17,083.26 亿元增长至 28,185.5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0.53%；利润总额从 1,731.68 亿元增至

3,314.1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3.86%。 

自 2018 年开始，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两票制”、“药

品集中采购”、“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制度相继落地，标志着我国

医药行业进入整合转型期，2019 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企业数量减少至

7,382 家，相比 2017 年减少 315 家，下降 4.09%；主营业务收入从

28,185.50 亿元减少到 23,908.60 亿元，下降 14.90%。 

医药行业的不断整合，在淘汰一批不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企

业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医药行业向着“集约型”、“规模化”和“创

新型”方向不断发展，药品回归疗效，药企回归研发，整个行业环境

越来越健康，为优质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19 年，在规模以上医

药企业数量、主营业务收入不断下降的趋势下，企业利润却较 2018 年

实现了增长，也证明了行业内企业的经营质量在不断提升。 

随着医疗改革和国家政策的不断深化推进，我国医药企业不断加

大对仿制药、创新药的研发以及制药水平的提升，我国医药行业未来

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二章 项目投资背景分析 

一、我国医院药品销售市场情况 

近年来，我国医院销售市场保持增长态势，2018 年中国医院药品

市场总销售额达到 7,718 亿人民币，全年增长率为 3.3%，增速与去年

持平，但较以前年度放缓，主要是由于受到自医疗改革以来一系列政

策的影响，如限制用药和控费趋严、医保支付改革、药占比控制等。 

2018 年，招标中心采购、高价药品谈判等政策多管齐下，跨国企

业和本土企业全年销售额分别为 2,084 亿人民币和 5,634 亿人民币。

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以及高价药谈判的影响下，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

药品的市场销售额增长均因价格下跌受到影响，而销售量依然是主要

的市场增长动力。 

从地域上看，国内一线城市销售增长率远低于二线、三线及其他

城市，表明一线城市医院药品需求已经基本饱和，而基层医院的药品

需求不断被开发，保持高增长的态势，将成为医院药品销售的主要增

长点。 

2018 年，中国县域医院药品市场规模达 1,931 亿元，同比增长

4.4%，增速高于城市医院。县域医院慢病药物的市场增长率明显高于

整体，如糖尿病用药、高血压用药的增速分别达到 14.4%和 18.0%。 



二、行业主要壁垒 

1、行业准入壁垒 

我国医药制造行业受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管制，存在较

高的准入壁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开办药品生产

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生

产许可证》，并必须具有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及工程技

术人员及相应的技术工人、具有与其药品生产相适应的厂房及设施及

卫生环境、具有能对所生产药品进行质量管理和质量检验的机构及人

员及必要的仪器设备、具有保证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该法规同时规

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规定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 GMP 的要

求进行认证，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药品 GMP 组织生产。 

2011 年 3 月 1 日，《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作

为我国药品 GMP最新修订版开始实施，对药品生产企业的全面质量管

理体系建设、从业人员素质、操作规程、药品安全保障、质量风险控

制等方面进行了更为严格和细化的规定，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设施

及生产环境等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药品生产企业的

准入门槛。 

2、技术积累及知识产权保护壁垒 



医药制药行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自主研发能

力是制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药品研发对企业技术开发能

力要求非常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在我国开发一项创新药物需要经

过长时间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查，从开

始临床前研究到新药获批的所需时间一般超过 10 年。 

我国对药品生产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药物受到《药品注

册管理办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的保护。《专利法》中规定，

发明专利权的专利权期限为 20 年。药品研发成果一般会申请发明专利，

如新化合物、生产工艺等均可以申请发明专利。发明专利一旦获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授权，即可获得自申请日起 20 年的专利权保护。 

3、人才壁垒 

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等领域对人才的需求较高，在新产品注册、

生产质量控制、生产环节管理、市场研究、市场开发等环节均需要大

量的药学技术人员、生产技术人员等专业人才，以及一些具有专业背

景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药品研发领域，对于研发人员的技术水平、

经验积累等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而新进入医药制造行业的企业，

很难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因此人才也是医药制造行

业的进入壁垒之一。 

4、资金壁垒 



随着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日益规范化和产业化，医药制造企业在

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研发、生产、销

售、环保等方面，存在较高的资金壁垒。在研发方面，成功研发一项

创新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生产设施方面，药品生产所需专用设

备多，有些重要仪器设备依赖进口，企业还需要建设符合 GMP 的厂房，

费用昂贵。2011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新版 GMP，对药品生产

技术要求更是大幅提高，制药企业需按此标准增加更多投入改造相关

现有生产设施。在销售方面，企业需在市场推广与销售队伍建设过程

中投入大量资金，研发的新药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占领市场。 

5、环保壁垒 

环保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家环境保

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医药制造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制药

企业需要投入一定资金用以建设环保设施以满足相关环保规定，若防

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将被责令停产并处罚款。 

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制药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开始施行，并于 2010 年 7月 1 日开始在全行业全面实施，进一

步提高了医药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增加了医药企业的环保成本。 

6、品牌壁垒 



医药产品与居民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在消费过程中，人们普遍

会选择购买知名度高、质量好的产品。新建医药制造企业的产品往往

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获得医生、患者的认可。因此，医药制造企业

品牌的市场认可度也是医药制造行业的重要进入壁垒。 

7、一致性评价壁垒 

根据我国一致性评价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优先纳

入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逐步被调出目 

录。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

制药，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

原则上应在 3年内完成一致性评价。对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药品生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原则上不再

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因此，若仿制药制造企业的产品无法

通过一致性评价，则可能面临淘汰风险。 

三、行业有利因素及不利因素 

1、行业有利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大力支持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医药行业的发

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行业的发展壮大。 



201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提出了未来 15 年将加快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在分级

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综合监管制度等 5 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同年 11 月，

工信部等部委颁布了《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提出“十三五”期

间要全面落实建设制造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实现医药工业中高

速发展和向中高端迈进。同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了《“十三五”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科学

有效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高效运行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规范有序

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严格规范的综合监管制度等。2019 年《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常见慢性病防治，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

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继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稳步推

进分级诊疗，提高居民基本医保补助标准和大病保险报销比例。上述

政策的出台，为医药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人口老龄化推动医药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全球性趋势，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 7%

即是一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受 80-90 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影

响，我国提早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2019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总人数的比例为 13%。 



老年人群体抵抗力低下，其容易兼患心脏病、脑血管病和高血压

等多种慢性疾病，对于药品的绝对需求相对更高。随着我国老龄化程

度不断的加深，将带动相关药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3）居民医疗支付能力的提升促进医疗市场规模扩大 

随着我国医保制度、医疗体系及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我国医疗

卫生机构和医疗规模的不断增加。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底，我国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5,436 万人。2013-2019 年，

我国医疗保险基金收支两端持续增长，有利于医疗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2、行业不利因素 

（1）企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 

在医药商业领域，2017 年我国销售额前 100位的药品批发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为 12,087.57 亿元，占批发市场总额的 70.7%；销售额前

100 位的药品零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1,231.69亿元，占零售市场总

额的 30.8%；而同期美国前三大医药商业企业，即 Mckesson（麦克

森）、Cardinal（康德乐）和 AmerisourceBergen（美源伯根）占到了

美国医药流通市场 92%的市场份额。相较之下，我国医药商业企业规模

偏小，行业集中度较低。 

在医药工业领域，我国医药制造企业数量较多，通常规模较小且

结构不合理。根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2018 年全国工业及化学制



药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

企业 2,380 家。目前，我国医药工业企业仍存在数量多、规模小、产

品缺乏自身特色，附加值低等特点，与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相比，在

产业集中度方面均有很大差距。 

（2）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较弱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医药行业相比，受医药工业软硬件条件的制

约，我国医药行业研发投入仍显不足，影响了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和

创新能力，导致国内医药企业普遍以生产仿制药为主，技术水平较低。

因此，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技术创新，增加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

数量，尽快实现我国医药生产由仿制为主向仿制与创新相结合的转变，

是今后医药制造企业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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