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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通过调查,揭示了目前我国中医药企业工业产权的基本状况,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指出:我国中医药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呈逐年增高的趋势,工业产权的数量也迅速发展,但两者在总体上

联系不紧密,其发展关系不相一致;我国中医药企业无论在规模、知识产权意识和运用能力、研发投入、

创新政策、市场保护、中介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对中医药知识产权创造、利用、管理、保护不利的一面,需

要在政策上予以适当调整。

关键词:中医药企业 � 工业产权 � 专利 � 商标

�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知

识产权已成为一个国家及地区乃至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

#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006年 %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也指出, 技术创

新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中国加入WTO 8年来,我国的医药产业虽然取得

了很大的发展,每年以平均 18%的产值增长,但是, 由

于医药市场的开放和医药产品关税的降低,我国医药

企业越来越感觉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TR IPS)所带来的技术威胁和专利压力。表现在:

1. 由于对国外药品实行了全面的专利保护, 使得

以仿制药生产为主的国内医药企业由于不能随意仿制

国外技术而遭受巨大冲击;

2. 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对中医药传统品种不能提供

有效的保护,抑制了中医药产品的生产和传统创新;

3. 国外医药企业和产品借助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

大量涌入我国,而中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受到技术

壁垒、绿色障碍、观念冲突,难以融入国际市场;

4. 国外利益集团利用自身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

大力挖掘中医药传统产品并抢占国内外中医药市场。

国内民族医药产业整体规模由于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其创新和发展速度

缓慢,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医疗

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的系统理论知识,但它并不当

然就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 也还没有成为我国民族

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资源。如何在中医药领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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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发展战略, 如何提升我国中医药企业自主知

识产权的拥有量和运用水平, 是我国医药界的重要问

题。

一、全国中医药企业的工业产权现状分析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的主体,它是以营利

为根本目的的独立经济组织。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

的细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社

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 是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

步的主要力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企业作为平等的市场经济主

体,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优

化并合理配置其自身的各种经营资源, 努力提高其市

场竞争力。在知识经济的今天, 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

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各种经济主体相互竞争的重要

资源, 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谋求最大利润的有力武

器。那么,我国中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拥有量如何?

是否已经发挥出了最大的潜能? 是否在国民经济中起

着重大的作用? 弄清这些问题至关重要。通过调查,

目前我国中医药企业工业产权的基本状况大致如

下
*
:

1. 中医药企业数

近年来,由于受到医保目录的调整、抗生素限售及

化药仿制成本增高等因素的影响, 全国中医药企业的

数量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经统计: 2001年, 国内中成药工业企业有 1059

家
[ 1]
。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供的统计数据,

2002年我国纳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计口径的

中药生产企业 (包括中成药工业企业和中药饮片工业

企业 )总计有 1150家。 2003年中国的中药制造企业

共有 1364家
[ 2 ]
。 2004年 5月全国有药品生产企业

5605家,其中生产中药的企业有 2412家
[ 3 ]
。经过%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 GM P标准 )改造,有一大批中

药生产企业因在规定时间内达不到 GMP 标准而

转业或歇业。到 200 5年 6月 , 全国通过 GMP认证的

药品生产企业 (不含包装材料 )为 5621家, 其中通过

GMP认证的中药生产企业有 956家 (包括生产中药饮

片的企业 528家 )
[ 4]
。截至 2006年 9月,全国药品生

产企业增长为 5801家, 其中生产中药的企业有 1752

家
[ 5]
。图 1显示出了全国中药生产企业近几年的发展

情况。

2. 中药专利情况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资料, 我国中药专利情

况
**
如下:

截至 2006年 12月 30日,中国中医药类专利约有

29157件 (其中授权的为 7244件 )。全国中医药专利

中,北京、辽宁、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四川、广东、

江苏、上海 10城市占 12077件, 具数量对比见图 2。

表 1提供了 1985年 4月至 2006年 12月中国 10省市

中医药类专利申请情况。

从表 1中可见,中医药类专利近年来增长迅速, 在

前 10位的城市中, 北京最多 (但授权比例并不是最

高 ) ,其次是经济发展处于中下等的城市如山东、辽

宁、河南、河北等 (授权率高 )。而经济基础比较好, 发

展比较快的上海、江苏的中医药专利数量并不在前位。

这从一个角度说明, 目前中医药专利的申请数量与授

权量并不与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3. 中药商标情况

( 1)关于中药商标的数量。

据统计,截至 2006年 4月, 中国的注册商标累计

总量约为 249. 9万多件
[ 6]
, 其中第 5类中明确标注使

用在中药 (以中药成药、补药为例 )上的有 62531条,

占全部商标的 2. 5%。平均每中药生产企业占 36件。

中国与中药有关的商标中, 以广东为最多,吉林次之,

图 1� 全国中药生产企业近年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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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企业知识产权主要涉及到专利和商标制度,故本课题主要围绕企业工业产权 (专利、商标 )来进行研究。

与中药相关的 IPC分类号主要有 A61K3584、A61K3580、A61K3579、A61K3578,本文按此分类检索并进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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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位居第 18位 (表 2)。

从 2004年统计的全国中药企业数量及分布来看,

广东地区的中医药企业拥有第五类商标较多, 其次是

吉林地区。而中部沿海地区由于其本身的中医药企业

相对不多,故其占有第五类商标的数量也少。可见,我

国中医药企业拥有商标的数量基本可以满足企业的需

要,但从商标的质量来看, 其显著性和区别性还有待加

强。

( 2)关于证明商标。

截至 2006年 4月, 我国共受理中外证明商标申请

936件,其中第五类证明商标共有 40件
*
,直接涉及到

中药材的有 23件,包括中宁枸杞、柘荣太子参、涪城麦

冬、岷县当归、川白芷、磐安白术、磐安浙贝母、文山三

七、磐安元胡、磐安玄参、磐安杭白芍、宁夏枸杞、蜀汉

麦冬、库车药桑、玉树虫草、焦作怀菊花、焦作怀地黄、

焦作怀牛膝、焦作怀山药、遂宁川白芷、陇西黄芪、陇西

白条党参、贵州苗药。

根据我国道地药材的数量以及中医药市场的需

求,中医药类的证明商标还远远不能满足其国内外市

场的需求。

( 3)关于驰名商标。

近年来, 我国驰名商标的增长速度较快, 截至

2006年 8月, 全国共认定驰名商标 945件。其中, 属

于第 5类的有 84件 (包括红桃 K、青春宝、片仔癀、安

尔乐、地奥、胡庆余堂、华北、三金、肤阴洁、养生堂、再

林、快克、敖东、东北、羚锐、月月舒、金鹿、三精、同仁

堂、江山、新华、东阿、鲁抗、丽珠、龙虎、999、新开河、建

民、太极、汇仁、盖天力、甘露、CSPC、神奇、利君沙、云

表 1� 1985年 4月至 2006年 12月中国十省市

中医药类专利申请数情况

名次 地区 总数 发明类
实用

新型类

授权数 (占

总数比例 )

1 北京 3370 3341 29 636( 18. 87% )

2 山东 1986 1944 42 611( 30. 76% )

3 辽宁 1924 1915 9 518( 26. 9% )

4 河南 1680 1651 29 500( 29. 76% )

5 河北 1568 1545 23 471( 30% )

6 黑龙江 1444 1432 12 409( 28. 32% )

7 广东 1368 1355 13 310( 22. 66% )

8 四川 1343 1327 16 392( 29. 19% )

9 江苏 1038 1034 4 256( 24. 66% )

10 上海 788 783 5 154( 19. 54% )

16509 16327 180 4257

表 2� 中国与中医药有关的商标的分布情况

(截至 2006年 4月 )

省别 中药成药 补药 (药 ) 总数 名次

广东 6317 1166 7483 1
吉林 5378 1403 6781 2

海南 2693 240 2933 3

浙江 2355 552 2907 4
北京 2415 489 2904 5

江苏 2392 489 2881 6
山东 2303 511 2814 7

陕西 2395 418 2813 8
辽宁 2025 422 2447 9

四川 1978 390 2368 10
黑龙江 1882 442 2324 11

湖北 2006 246 2252 12
江西 2016 229 2245 13

河南 1742 244 1986 14
河北 1593 277 1870 15

安徽 1195 213 1408 16
山西 1195 202 1397 17

上海 1041 209 1250 18

图 2� 全国各主要城市中药专利申请量分布图 (截至 2006年 12月 )

南白药、神威、海王、护佑、九芝

堂、克胜、千金、斯达舒、哈药、仲

景、丰山、晶珠、前列康、欧意、东

宝、康王、采乐、天士力、奇正、达

克宁、康乃馨、洁尔阴、昂立、太

太、彩虹、鲁南、长青、江中、马应

88

* 其中北京 6件、四川 6件、浙江 5件、河南 5件、黑龙江 3件、甘肃 3件、江苏 2件、宁夏 2件、新疆 2件、吉林 2件、福建 1件、贵州 1件、青海 1

件、云南 1件。 (该资料来源于国家商标总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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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瑞泽、修正、全无敌、三江源、益佰、好舒爽、邦迪、亚

宝、世一堂、吊桥及图、千里明、花红 HUAHONG及图、

东盛 TOPSUN及图、柘荣太子参 ZRTZS及图、念慈庵、

白云山、妇炎洁、万通、天和宏济堂 ), 占驰名商标总数

的 8. 9%。

� � * � 国家 FDA提供的统计数据。

� * *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贺兴东在 # 2004国际医药卫生产业发展大会 ∃上的介绍。

� * ** � 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 2005年 9月 25日在 #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 ∃上的讲话。

可见,我国中医药行业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在近

年来对商标的培养也确实垮了一大步, 第五类驰名商

标的增长数以超过 10%的比例上升。说明商标的作

用对中医药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4. 中药产值和利润

根据%医药行业 2005年行业报告 &和 %中药行业
2005年研究报告 &分析, 1999年,我国中药工业的总产

值为 385亿元, 约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20%
[ 7]
, 2001

年,中药行业销售收入 (含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为 560

亿元
[ 8]
, 2002年, 中药工业产值为 732. 23亿元, 完成

销售收入 698. 91亿
*
, 2003年, 中国中药工业总产值

达 801亿元
* *
, 2004年, 全国中药工业总产值达 958

亿元, 销售收入 892亿元
* * *
, 2005年, 中药工业总产

值达 1202亿元
[ 9]
。近年来中药行业一直保持着稳定

的增长,销售收入增长约在 15%左右, 利润增长约在

7%左右 (图 3)。

二、影响中医药企业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原因分析

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虽然逐年上升,但主要影响

因素是投资加大、流通加快和销售点增多等,与中医药

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关联度不大。影响中医药企业知

识产权发展和运用的主要原因有:

图 3� 全国中药工业产值增长趋势

� � 1. 企业规模小,研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企业多属中小企业,产业规模

比较小。由于行业协会及两级管理等问题,相互之间

地域分散、信息沟通少。一部分由于 GMP改造而兼并

或倒闭, 通过的企业由于进行 GMP改造投资巨大, 使

得很多企业缺乏资金, 研发投入极少。另一方面又缺

少优秀的研发人才, 使得企业的整体竞争力缺乏。上

海除了有前述的共性外,还有研发成果偏少、收入主要

在销售的特点。

中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低下, 特别是知识产

权管理和经营意识更为缺乏, 与目前医药行业的知识

产权竞争需要有较大差别, 不利于中医药企业的生存

和长久发展。

2. 中医药创新的政策导向偏离中医发展轨道

中医药的很多科研政策、创新导向、产业模式目前

仍主要以化合物药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设置, 忽略了

中医药自身发展的特有的内在规律。在这种科研政策

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医药企业片面理解中医药现

代化的含义,摈弃中医药传统的医药合一的创新思路,

片面追求现代西方制药产业的研发模式、创新方式,按

照 #基因组学 ∃、#蛋白组学∃等的研究方式花费巨资寻

找有效成分,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其结果

并不有利于中医药自身科研水平的提高,难以形成中

医药自身的科技成果,最终丧失中医药自身的特色优

势和竞争优势。

3. 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产学研联合创新体系未真

正形成

医药行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利润

的行业,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需要资金、技术、产业、

销售等行业的全面合作。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在

2006年 3月与我国知识产权官员座谈时谈到,美国激

励私营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让大学、联邦机

构和私营机构相互交流想法和新的技术,以保证企业

对研发出的技术感兴趣。

但是,目前很多中医药企业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

的理念还没有形成,汲取知识产权的行动还比较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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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企业平均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 2%用于研发投

入 (远远低于国外一些医药生产企业 17% ~ 18%的研

发投入水平 ); 另一方面政府虽然逐年增高对中医药

的科研投入,但与中医药科研实际需要还有差距,各种

政策的引导又不足以吸引企业的投资;再则,技术研发

机构和投资机构、生产制造机构信息不通畅, 各自为

政,没有真正形成产学研官的合力。

由于产学研联合创新体系没有真正形成, 使得中

医药核心技术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 难以形成技术

含量高的自主知识产权。

4. 药品监管制度不利于鼓励中医药产业的自我创

新

中国加入WTO以后的药品市场, 将是一个全球

性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市场上, 企业一方面要

和众多的竞争对手进行 #拼搏 ∃, 以求得自己的生存空
间;另一方面必须向广大的消费者负责,严格按照法律

的规定去经营自己的企业。

国内目前实行的药品标准化管理 (如 GSP、GMP、

GAP等 )就是一种规范, 但这些规范多是采用西方的

化合药标准来设立的,没有充分考虑到中药的特殊性,

一些规定不利于中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中药新药

的开发、评审与推广, 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 中医

临床的 #实践标准 ∃不被承认, 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

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

再如,由于中医药的销售与特定的文化有着密切

的关系,而由于 GSP的限制, 使得我国的中药经营企

业的普及率不足, 一些 OTC中药难以进入市场, 不利

于中医药的可及性。。

再如,中药饮片企业、中药制造企业主要是依赖原

材料 (中药材 )来进行生产的, 其固定资产一般都比较

少,但按 GMP、GAP的要求,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的固

定资产,增加了企业的折旧费用和产品的成本,另一方

面人为扩大了产能,使一部分设备闲置而造成浪费,导

致一些中药企业在产品创新上缺乏资金保障, 甚至因

资金问题而达不到 GMP等标准要求而退出中药行业。

5. 企业运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不足

从统计数字看, 我国的医药企业特别是中医药企

业由于对知识产权所能产生的市场能力没有足够的认

识,因而疏忽对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和管理,对知识产

权的实施和经营更是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有限的资

金主要用于市场促销,而疏于对知识产权的创造;企业

自身申请或受让的核心专利技术少; 申报的企业商标

只用于当前的商品范围,没有覆盖到未来发展的空间,

容易被他人借力利用并使自己今后的发展受限; 企业

技术秘密管理制度不到位,无意间泄漏了自己的秘密;

没有把自身制订的产品标准和专利技术等结合在一起

等。

虽然中医药企业存在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

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其深刻的原因仍是制度的设置和

政策的引导所致。

6. 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处于法律缺位状态

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客体一般是某个局部技

术、某类知识的一个片断或某个特定的符号等,针对的

是微观的显著变化。而传统知识特别是中医药传统知

识是一个比较宏观、系统、完整的知识群。由于中医药

传统知识多是处于公开状态的知识, 现行的知识产权

制度认为该类知识由于没有新颖性而不能予以保护。

如果某企业将中医药传统知识 (如已经处于公开状态

的经典方剂 )经药理、毒理分析后形成中成药而产业

化,那么依据现行的药监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其他的

企业不必经过首次开发厂家的同意也可以生产该品

种。再如,一个企业的秘密处方如果以中成药的形式

产业化,则受到现行药监制度要求配方公开的制度阻

截,并且其他企业还可以通过变化处方或提取有效成

分等方法使拥有秘密处方的企业失去应当占有的市场

份额。

7. 鼓励中医药企业发展知识产权的政策力度不够

企业知识产权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

创新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各项政策有利于资金的自由

流动,有利于竞争秩序的规范, 有利于信息的畅通可靠

等。

目前国内中医药企业一方面要抵御国外大公司对

我国医药市场的进攻,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国内医疗改

革的各种压力,如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中药

在医保目录中的比例整体不高,药品价格政策性下调,

税收优惠不明显,研发投入偏少等,这些都给中医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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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近年来,国家各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出台了很多

鼓励中医药企业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 但由于总体上

是宏观规定,将中药与西药统一化管理,没有充分尊重

中医药发展的自身规律,使得在实际操作中难有成效。

8. 中医药知识产权中介服务能力不能满足实际需

要

技术创新的成果只有走向市场才能实现它的自身

价值, 如果创新的成果不能成为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

并得到市场的确认,那么这项创新就失去了意义。

中介服务在技术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但是, 目前中医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还不尽

如意, 一方面由于产学研的脱节问题,再一个就是中介

服务差、没有规范。目前的中介只是想办法把成果推

出去, 目的只是为了盈利, 而不是真正地为企业服务。

企业受让了成果后又难以产业化, 使得企业更排斥对

知识产权的吸纳。

另外,各地普遍缺少中医药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

人才, 现有的专利代理人队伍的技术背景有中医药的

很少,难以准确表达中医药方面的技术特征和权利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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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 Intellectual P roperty: Development and Problem s

Song X iaoting

( Shanghai R esearch C enter of TCM Intellectual P roperty Shanghai 201203, China)

The papermakes a rev iew of the deve lopm ent o f inte llectual property in Ch ina( s TCM industry, and assoc iated

problems. Au thor believes that Ch ina( s TCM industry has enjoyed a sustained annua l increase o f its tota l outpu,t and so

has the number of inte llectua l propert ies the industry has produced. Unfortunately, the tw o are no t c lose ly assoc iated,

norw e llm atched. China( s TCM industry has someth ing obv iously no t in line w ith the creation, utilization, m anage�
men,t and protection o f TCM IP, in term s o f the industry( s sca le, IP aw areness and app lication, R&D expend iture,

po lic ies, m arket protect ion, and intermediary serv ice. This means a ta ilored policy is needed for a better TCM IP man�
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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