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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产业链管理提升

现代 中药业 的 系统竞争力

口 闰希军 吴通峰 薛汉喜 天津天士力集团 天津

摘 要 伴 随着产业 结 构的 演化
,

企业的组织 管理模式也 必 然会相应 变化
。

中药业 正从传统产

业 向现代 高科技产业 演化
。

产业链管理把现代 中药业 看成一 个 高度 专业化 又 高度集成的链条
,

要

求提 高整个 中药产 业 的 系统竞争力
,

具体是 提 高现代 中药产业链整体 的运行效率 促进现代 中药

产业 的 结 构优化
,

提 高现代 中药产业 的 盈利 能 力
。

只 有使整个产业 有更高的 盈利 能 力
,

现代 中药产

业 才有可能 实现持 续快速发展
。

关健词 产业链管理 系统竞争力 现代 中药产业

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揭示
,

由于科技革命带来

的产业进步
,

企业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

大中型

企业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主导力量
。

这种大

型企业组织 已不再是单一实体的企业
,

而逐渐演变

为跨地 区
、

跨行业经营的由多元实体结合而成的企

业联盟
,

引起了工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和社会分

工体系的巨大变动
,

而这种变动是传统 的工业组织

和产业结构所无法包容
、

操作和管理的
,

它必然要求

一些新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
,

以协调 和管理工业

品生产和销售中的各种问题
,

并保证这种巨大的工

业生产系统所需要 的各种供应和服务得 以实现
。

一
、

产业链与产业链管理

中药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产业
。

长期 以来
,

中药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 回 日期 一 一

联 系人 薛汉喜
,

工程师
,

博士后

业没有进入现代工业文明
,

我 国中药市场也主要局

限于 国内
,

游离于国际化的经济循环之外
。

随着中药

现代化
、

国际化进程 的推动
,

中药业逐渐显示出高科

技产业 的某些特征
。

但是
,

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也

显示 出
,

越益需要加强产业体系的协调运作
,

从整个

产业链上 寻求质量改进和产品创新
。

现代消费市场

越来越要求安全有效
、

质量可靠的中药产品
,

而市场

服务要求越益贴近消费者
。

这些 因素表明
,

创新对中

药产业的管理正是关键时期
,

必须寻求新的管理机

制或管理模式
,

以适应 中药产业的发展
。

产业链是 由生产
、

贸易及相关服务活动的一体

化的集成
,

这些活动实现了价值增值
,

并将特定产

品或服务传递给消费者
,

这个过程包括决策
、

研发
、

生产
、

配送
、

营销
、

商业服务等多个环节
。

在开放的
、

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

产业链上 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优势
,

也不应该在产

,

研究方 向 现代 中药产业发展研究
, 一 ,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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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的所有环节 都处 于劣势
。

企业为实现利润最

大化
,

必须权衡考虑产业链上的诸个环节
,

保留和

控制 自身的优势环节
,

对处 于劣势的环节可 以通过

联 合
、

合作等形式分散 出去
,

这样将有利于利润最

大化及经营 目标 的实现
。

产业链管理就是将整个产业看作是一个彼此相

连
、

环环相扣的链条
,

但是并不是这个链条上 的每
一

个环 节都创造同等价值
,

每个节点企业为最终消

费的产 品或服务担负着不 同的功能
,

创造不同的价

值
。

其中有些战略性环节
,

决定着这个产业的盈利

水平
,

也决定 了企业 的竞争力
。

商业 战略的一个中

心 问题就是如何组织纵 向链 条川
。

每条产 业链 的 目标都是使整体价值最大化
。

在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
,

在研发设计
、

信息传递
、

交易

谈判
、

生 产
、

仓储
、

运输
、

资金转移等活动上都要付出
,

定的成本
。

产业链管理要在产 业链上 寻找收人 的

来源和控制成本的渠道
,

产业链 的赢利水平越高
,

产

业链管理就越成功
。

保证产业链赢利并在产业链上

适 当分配这些利益
,

是产业链管理的根本 目标
。

二
、

提升现代 中药产业的 系统竞争力

和 、 在其《价

值链研 究 手册 》
、

中提出
“

系统竞争力
” 。

的概念
,

认为随着劳动分工和生产的全球化的不断

力强
,

系统竞争力 日益重要 ‘” 。

这个核心概念
,

可 以

解释对现代中药产业 实施产业链管理 的意义所在
。

提 高现代 中药产业 整体 的运行效率

产业整体的运行效率涉 及到企业 内部的运行效

率和企业之 间的运 行效率
。

按 照亚 当
·

斯 密 的观

点
,

随着市场扩展
,

要求每个人都是专业化的
。

职能

的专业 化使得每个 人和每个地 区都能最有效 地使

用其特殊 的技能和资源 的有利之处 ‘” 。

从效率管理

的观点来看
,

从 世纪 年代到 世纪 年代

占主导地位的是泰勒 的科学管理理论
,

科学管理理

论的中心 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但从 世纪

年代开始
,

关于工厂 内部和企业之间的生产组织 的

方法转向 了更加系统化的特点
。

从产品或服务的运行过程这个角度
,

产 业链就

是一种业务流程
,

它包含了一 系列节点企业
,

节点

企业在需求信息驱动下
,

通过产业链 的职能分 上 ’

合作
,

以物流
、

资金流
、

信息流 为媒介
,

整合链 上的

企业资源
,

实现整个产业链 的不断增值
。

在传统的中药产业模式中
,

中药业各环 节之 间

联 系松散
,

产业水平高低不一
,

有关顾客需求的实

时信息无法及时反馈到产业链上游
,

甚至发生 信 息

扭 曲 这种对需求信息反应的滞后或畸变
,

通 常是

造成整个产业效率低下 的最大原 因
。

科学技术的进

步促进 了对中药产业 的系统性思考
。

在企业 内部 ’

以 实现 电子 自动化
,

通 过 技 术协调 不 同的

厂
、

车间或部 门
。

在企业之 间
,

便捷 的交通 与通讯使

物流
、

信息与资金 的流转更加 畅通
。

现代中药产业链管理既要从供应的角度生产特

定质量水平 的现代中药
,

并且 以尽可能低 的价格供

应 市场
,

还要从需求 的角度满足 消费者 的需求
,

控

制从下游到上游 的各种活动
。

市场竞争意味着要使

产品更快地到达市场
,

相应地就要求在开发
、

设 计
、

生产和营销之间搭起通畅的桥梁
。

快速 的产 品创新

要求这些 先前 相 互 分 开 的功 能 在平行 协同的过 程

中合作
。

消费者的需求要求现代中药产业 的 一 系列

中间生产商必须在产 业链上采用 同样 的标准 规范
,

共同提高现代中药产业链 的系统竞争力
,

促进现代 中药产业 的 结 构优化

现代中药产业 的兴起在很 大程度 上得益于政府

的推动
,

但是产业发展 的根本动 因应从产 业 内部寻

找
,

所 以现代中药产业链管理的一个重要 目的就 是

利用产业结构演化的内在规律
,

促进 中药产业的结

构优化
。

传统 中药产业专业分工不 明显
,

而高度分化 ’。

高度集成则是现代高科技 产业 的突 出特点 因 此
,

高科技产业 的结构要 比传统产业复杂得 多
,

关联性

也大得多
。

产业分化与产业集成 的结果就是 产业链

的重组
,

一些新 的产业开始 出现
,

如 中药饮 片
、

中药

颗粒
、

中药 中间提取物等等的 出现
,

一些老的产 业

环节开始整合
,

如药材基地 的大量 出现
,

这些现象

表征着现代中药产业链管理的意义所在
。

漪 “ 。 。耐 ,、、火 哪 肠山 众 。 、。 沈 , 。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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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特点
,

现代中药产业链管理要进一步

协调各企业间的关系
,

在各节点企业之间形成集成

化
、

协调化
、

一体化
,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克服产业

链上 的
“

软肋
”

与
“

瓶颈
” 。

提 高现代 中药产业 的盈利 能力和竞争能力

产业系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效果应该是提高整

个产业的盈利能力
。

传统中药产业是粗放式的
、

低

附加值的产业
,

但现代 中药产业要形 成集约化经

营
,

成为高附加值的产业
。

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越来越要求加强产业链上

的协调与合作
,

并且要沿整个产业链削减成本
。

市

场要求要不断有新的产品问世
,

将这些产品投 向市

场 的时间要求更有效率的机制
,

以便抢 占市场竞争

中的有利位置
。

现代消费人群 日益关注有安全
、

有效
、

质量可靠

的现代中药
。

所 以有必要从整个产业链人手
,

保证

现代 中药产品达到消费者的要求
。

只有使整个产业

有更高的盈利能力
,

才有可能维持现代中药产业的

可持续竞争力
。

三
、

天士力集 团的产业链管理实践及其基本经验

天津天士力集团较早地提 出了
“

现代中药产业

链
”

的概念
,

并为之进行了 多年的探索实践
。

现

代中药产业链 已成为夭 士力参与市场竞争 的集成

式的基本单元
,

产业链管理 已经成为天士力集团构

筑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
,

形成了独特的超越单项竞

争优势的系统竞争力
。

天士力现代 中药产业链管理 实践

在天士力集团建设现代中药产业链的历程中
,

针

对不同的产业环节
,

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
,

比较清晰地

勾勒出实施产业链管理的脉络
。

从中药产业的运行流

程来看
,

首先源于中药材的采收
、

选购和初加工
。

但是

长期 以来
,

传统中药业的药材来源比较零散
,

受 自然环

境
、

资源条件的影响
,

各地药材质量不一
,

成分差异较

大
,

而且对药材中的重金属及农药残留缺乏有效的控

制
,

对中药产品的成分与质量有直接的影响
。

为了解

决这一难题
,

借鉴欧共体国家发展植物药的经验
,

天士

力从 年起就开始建设标准化的药材基地
,

通过实

施标准化的操作规程
,

保证药材质量的稳定性和均一

性
。

年国家开始实施 认证
,

月份天士力在

陕西商洛的丹参药材基地首家通过 认证
,

成为现

代中药生产的
“

第一车间
” ,

从源头上保证了中药产业

链的质量控制
。

为了使产业链管理贯通整个产业链过程
,

天士力

对提取生产的标准化管理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

在传统

中药业中
,

采用的多是
“

水煮醇沉
,

明火直取
”

的后工或

半手工提取生产方式
,

因而提取生产的落后与薄弱成

为制约中药产业发展的
“

瓶颈
”

环节
。

从工艺流程的特

点来看
,

提取生产是中药有别于化学药
、

生物药的一个

特点
,

这个环节涉及到提取分离
、

浓缩
、

层析
、

萃取
、

结

晶
、

过滤
、

干燥等多项单元操作
,

每个单元操作都对中

药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

为了突破这一产业
“

瓶颈
” ,

天

士力集团在 年 和 举办的
“

中药与植

物药国际高级论坛
”

上
,

提出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 的概念
,

用于中药材

为原料的提取加工生产过程
。

与其相适应
,

天士力成

立 了专业的提取生产公司
,

建立了提取工程中心
,

现代

中药产业化生产的
“

第二车间
” 。

通过 的实施
,

使

中药提取加工生产的全过程都得到科学
、

全面的管理

和全方位的质量控制
,

从而确保提取物的质量
,

也就为

生产质量可靠的药品打下 了物质基础
。

在中药制剂生产环节
,

建立了符合 标准的生

产基地
,

针对滴丸剂的生产工艺
,

开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

产权的滴丸剂生产线
,

年 月通过国家 认

证和 国际认证
。

为了使产业链管理延伸到终端消费者
,

天士力建

立了 自主控制的营销体系
,

年 月天士力医药有

限公司通过了国家 认证
。

从药材种植
、

中间提取
、

制剂生产到医药营销
,

使现代中药的生产和销售达到

了标准化
、

规范化
、

规模化的水平
,

在这个产业链平台

上
,

使现代中药业实现了现代先进制造和现代营销
,

才

有可能培育出现代中药
“

大产品
” 。

天士力产业链管理的基本经验

根据天士力实施产业链管理的实践
,

可以总结出

几点基本经验
,

以推动现代中药产业链管理的进一步

完善
。

肠
记玻 》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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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式的
、

系列性的标准化管理
。

现代中药业的标准化管理应该是高起点的
、

与国

际接轨的标准化
。

这种接轨不是简单地拿来国际标

准
,

照搬到中国的中药业
,

而是从两个方面的双向接

轨 一是借鉴国际标准 二是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
,

要

创立标准
,

完善标准
,

并力求上升到国家标准
,

推广为

国际标准
,

天士力提出的 标准
,

就是基于这种思

路
。

通过全程式的标准化管理
,

突破产业的薄弱环节
,

使现代中药产业链在同等水平的标准上实现各环节的

衔接
,

把中药业推向一个高水平
、

高标准的现代产业
。

在中药产业链上
,

应 用现代质量控制技术
,

提

高现代 中药产品 的质量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指纹图谱技术作为对中药材
、

中药提取物
、

中成药

等含有混合物质群的质量分析检测方法
,

已经成为国

际医药界的共识
,

也是美国 和欧共体对植物药要

求的检测标准
。

年 月
,

由天士力集团和浙江大

学药学院
、

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等联合承担的国家
“

十

五
”

科技攻关重大项 目
“

指纹图谱应用示范研究
”

通过

验收
,

项 目成果
“

复方丹参滴丸指纹图谱分析及质量控

制技术
”

也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

现在
,

天士力集团已经

将指纹图谱技术应用于现代中药产业链的全程
,

从而

为保障生产工艺的稳定和实现
“

药材 —中间体 —中成药制剂
”

的质量控制奠定了技术基础
。

要确 立产业链管理的市场导向
。

无论是提高产业链的运行效率
,

还是要优化产业

结构
,

市场都是最根本的驱动因素
。

市场对产业链管

理的导向作用就在于
,

要立足于客户 或消费者 的消

费需求
,

以此为准则来规制现代中药产品的开发与生

产
。

以复方丹参滴丸为例
,

对其开发的动因首先在于

消费者的需求及巨大的市场空间
。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

是世界上威胁人类的最常见病之一
,

逐渐成为威胁人

类健康的
“

第一杀手
” 。

化学药的局限性迫使人们寻求

更有效的药物
,

昂贵的医药费用给各国政府和广大消

费者造成沉重负担
,

迫切需要一种安全有效
、

费用低
、

病人可以长期服用的药物
。

所以复方丹参滴丸从一开

始就将 目标市场锁定在这一细分区域
,

为消费者创造

安全有效
、

质量稳定可控的现代中药产品
。

当然
,

产业链管理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

从天士

力集团的遵循提高系统竞争力这一 目标
,

从系列标准

化
、

现代技术及市场导向等关键因素着手
,

将进一步完

善产业链管理这一模式
,

不断提高现代中药产业的效

率和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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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将启 亏汐车专老东因鼠无开究计划
欧盟批准投资 万欧元

,

用 年时间有计划地

研究老鼠基因组中每一个基因的功能
。

该项目预计在老

鼠胚胎千细胞中产生 万个基因变异
,

并将其保存在德

国海德堡
,

供全世界研究人员使用
。

该项目将于 年启动
,

使用两种生物技术获得

基因突变
。

一种技术方法是
“

基因诱捕
” ,

通常将一个

成分嵌入到基因中
,

使基因随意产生变异
。

这项技

术不仅能够破坏基因
,

而且还可鉴别基因在什么地方被

破坏
。

另一种方法称为
“

基因标的
”

仅在基因的特定部位

嵌入
,

破坏一个基因
。

两种方法均可产生
“

条件突

变
” ,

这样可以在不同组织
、

不同时段及不同发育阶段开

关基因
。

德国发育遗传学研究所主任沃尔夫冈认为
,

欧

洲科学家在条件突变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沿
,

该研究将

使科学家能够更精确地分析生物基因的功能
,

可以更近

似地模仿人类疾病
。

目前
,

转基因鼠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科学研究
,

据统

计
,

英国每年约使用 万动物应用于科学研究
,

其中

是啮齿动物
,

而且该数字一直稳定攀升
。

英国医学

研究理事会喃乳动物遗传学家史蒂夫认为
,

研究 万个

老鼠基因突变的意义十分重要
,

因为人类基因的 均

可以在小鼠中表达
。

也许在未来 到 年
,

人类就可

使老鼠基因组中每一个基因产生突变
,

进而了解到该基

因的突变会导致何种疾病
。

文 摘

论二。

哪 杨 讼 。 。

肠 比 , 耐 ‘ 材 〕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 英文摘要

板

抽
对“ 刀召 咭 咭 叮 口 ,

哪
,

哈

笋

巧
, , ’

叮
,

巧
’

巧

叮
,

’

卿

砂
, ,

厂 二
,

’’ 口

乖

罗

, ,

砂
,

斗 叮

, ,

, , , ,

八君 了
,

君八

仁

口 ” ”

,

一 一

、 、

,

肠 二。 山 汕
。 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