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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是一个科技含量高、集约化和国际化程度高的产业，与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

质量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被称为是“永远的朝阳行业”。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医药行

业一直保持较快发展速度，产品种类日益增多，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过

去的十年间，药品市场总规模由 2000 年的 1572.00 亿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6194.00 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16.5%，中国已成为世界医药生产大国。但是，我国医药行业发展中结

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技术水平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生产集中度

低等问题十分突出。运用并购手段推动医药行业整合重组将成为医药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

之路。

1. 中国医药行业并购重组动因

中国医药行业存在多方面的并购动因，从医药行业的四个典型特征来看，未来的整合推

动因素主要有：

（1）国家的医药产业政策主导并购前行

医药行业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政策主导性。国家医药管理局曾多次表示要加快医药行

业的并购重组，并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医药企业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

的并购。“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即在现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基础上，

通过股票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着力培育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大型医药企业

集团。并且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推进，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等政策的逐步实施，强者更强的马太

效应将继续发挥作用，整合有利于行业龙头继续做大做强。

今年，医药行业各类政策与工作安排陆续出台，政策导向加快促进产业集中度提升。

2010 年 4 月，卫生部公布了《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 2010 年度主要工作安排》，提出

了国家就 8500.00 亿元医药改革投资细化到 2010 年的具体举措，而医药“十二五”规划则

大力鼓励提高行业集中度，并且近期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

意见》，明确了行业整合方向以及调整组织结构的 5 大具体目标，希望通过“十二五”五年

的调整，使发展方式明显转变，逐步实现我国医药行业由大到强的转变。这些目标分别是：

基本药物主要品种销量居前 20 位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应达到 80%以上；在化学药领域，争取

有 10 个以上自主知识产权药物实现产业化；在生物技术药物领域，争取有 15 个以上新的

生物技术药物投放市场；在中药领域，培育 50 个以上疗效确切、物质基础清楚、作用机理

明确、安全性高、剂型先进、质量稳定可控的现代中药，同时促进民族药的研发和产业化，



促进民族药标准提高，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在医疗器械领域，培育 200 个以上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销售收入超过 1000.00 万元的先进医疗

设备。

表 1 2010 年医药行业重大政策回顾

时间 部门 相关文件

1 月 21 日 卫生部
印发《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卷)(2010 年版)》，其指导和规范临

床合理用药的目的非常明确。

2 月 1 日 卫生部
出台《关于改进公立医院服务管理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的若干意见》，专门强调了

要在公立三级医院实行预约诊疗的基础上，稳步向二级医院扩展的目标。

2 月 2 日
国务院 常

务会议

原则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开

的原则，由各省（区、市）分别选择 1 至 2 个城市或城区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

2 月 10 日 卫生部
印发《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对如何有效组织开展处方点评、发现不

合理处方如何干预作出具体规定。

2 月 11 日
卫生部 等

五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公益性为核心，

逐步取消药品加成。

4 月 6 日
国务院 办

公厅

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 2010 年度主要工作安排》，围绕五项重点改

革三年目标，提出了2010年度的16项主要工作任务，明确了牵头部门。

5 月 11 日 国药监局
明确对基本药物实行全品种电子监管工作相关事宜，规定凡生产基本药物品种的

中标企业，应在 2011 年 3.31 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

6 月 3 日 卫生部
《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于 8.1 起正式实施，要求向社会

主动公开三类信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透明度，保障患者的就医知情权。

6 月 17 日 国药监局 进一步明确做好基本药物全品种电子监管实施工作的具体要求。

9 月 28 日 卫生部 印发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利用 1 年左右的时间，开展试点工作。

10 月 9 日
工信部 等

三部

制定了《关于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结构调整目标和措施，

重点内容是扶持创新及技术提升、推进并购重组、提升行业集中度。

10 月 28 日
十七届 五

中全会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
二五规划建议” 勾勒医药行业未来发展蓝图。

11 月 19 日
国务院 办

公厅

印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将

基本药物的采购权统一回收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11 月 26 日
国务院 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

放宽了社会资本的准入范围，鼓励多元化办医格局。

12 月 10 日
国务院 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补偿政策。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整理 2011.02 www.zdbchina.com

（2）高投入的行业特征驱使着并购的发展

医药行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是其发展的核心。制药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持续开发出新药，这样企业才能在新药的专利保护期内，

获取较多的利润以弥补研发的开支。医药研发的特点是周期长和投入大，显然，高昂的研发

投入和巨大的研发风险是众多的中小型制药企业难以承担。这样，并购就成了国际范围内制

药企业常采用的手段。并购不仅扩大企业规模，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避免重复生产与开发，

合理调整产品结构，还能增强跨国市场经营网络，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3）产业集中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医药行业的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成熟市场的行业集中度很高。在世界范围内，前 100

家全球医药企业供应着全世界的 80.0%药品。并且，全世界近 90.0%的药物生产是来自发

达国家：美国占 30.0%，日本 24.0%，德国 13.0%，法国 9.0%, 英国 6.4%，瑞典 4.0%。

全球前十强的制药企业已经占有国际药品市场份额的 50.0%，而中国医药工业前十强只占

有国内市场的 25.0%，相对而言，中国医药市场的集中度严重偏低，束缚了整个医药产业

的发展，调整医药产业结构及产业特征已迫在眉睫。而并购重组是加快产业集中进程的有效

手段。只有通过大刀阔斧的结构性调整和整体产业化的升级，通过并购重组优胜劣汰等方式

进行产业链的整合，才能解决产业集中度偏低的问题，推动行业的快速发展。

（4）外资进入压力加大，在华医药行业并购加速

医药需求的世界性和医药经营的跨国性是医药行业的又一特征。医药产品是国际贸易最

广泛的产品之一，使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医药市场上实现了跨国经营。根

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埃及的 32.0%、阿根廷的 50.0%、印度的 70.0%、巴

西的 78.0%、厄瓜多尔的 90.0%以至许多非洲国家的 100.0%的市场份额都被跨国医药公司

所占领。跨国医药公司经过多年的激烈竞争和疯狂购并，已经形成了少数跨国医药公司统治

着国际医药市场的局面。医药企业通过跨国经营，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费用，实现

利润最大化，从而提高其竞争力，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随着中国药企的日益壮大，有市场价值的药品和企业的涌现，中国这个极富吸引力的大

市场必然成为世界医药巨头争夺的目标。目前外企在华并购加速增长，许多跨国制药企业已

经直接或间接通过独资、合资等方式，进入了我国医药市场，相当一部分已经在国内站稳脚

跟，正稳步扩大市场份额。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0 年的五年间，

医药行业外资并购共发生 10 起，交易金额达 7.55 亿美元。随着跨国制药企业在国内市场的

扩张，我国制药企业将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与跨国制药巨头相比，我国制药企业在资本

实力、销售收入上相距太远，巨大的差距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的快速兼并，寻求并购

的渠道。中国医药集团无论是联合抵抗还是加盟世界制药巨头提升层次，都会带来国内医药

行业格局的变化。

2. 中国医药行业并购追踪

在清科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内，2006 年至 2010 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共完成 92 起案例，

其中披露具体金额的并购案例共有 78 起，并购总额为 22.63 亿美元。2006 年医药行业并

购规模较小，仅发生了 6 起案例，并购总额为 4.64 亿美元。2007 年以来，医药并购市场维

持在较高的水平，2007 年全年完成 18 起案例，并购总额高达 6.08 亿美元。2008 年和 2009



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医药行业的并购放缓了步伐，并购案例数和金额都有所下降，分别

发生了 17 起和 10 起案例，披露金额的案例涉及金额分别为 2.96 亿美元和 1.67 亿美元。

2010 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共完成 41 起并购交易，同比增长高达 310.0%；披露金额的 36

起并购案例涉及金额 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336.3%，不论并购案例数量还是并购金额

都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其中，国内并购有 34 起，占并购总案例数的 82.9%；涉及金额 2.90

亿美元，占并购总金额的 39.9%。海外并购有 2 起案例完成，占并购总案例数的 4.9%，涉

及金额 7000.00 万美元，占并购总金额的 9.6%；外资并购有 5 起，占并购总案例数的 12.2%；

涉及金额达 3.68 亿美元，占比 50.5%。

表 2 2006-2010 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总体统计①

年度 案例数 案例数（金） 并购总额 (US$M) 平均并购金额(US$M)

2006 6 6 463.56 92.52

2007 18 15 607.93 493.94

2008 17 13 296.21 308.53

2009 10 8 166.93 192.90

2010 41 36 728.31 20.23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2011.02 www.zdbchina.com

图 1 2006-2010 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总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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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2011.01                                                                    www.zero2ipo.com.cn

注：
①
案例数（金）：指披露金额的案例数；

并购总额：指披露金额的所有并购案例的交易金额总和；

平均并购金额：指披露金额并购案例的平均金额；下同。



表 3 2010 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并购类型统计

并购类型 案例数 比例 案例数（金）
并购总额

(US$M)
比例

平均并购金

额(US$M)

国内并购 34 82.9% 30 290.24 39.9% 9.67

海外并购 2 4.9% 2 70.00 9.6% 35.00

外资并购 5 12.2% 4 368.07 50.5% 92.02

合计 41 100.0% 36 728.31 100.0% 20.23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2011.02 www.zdbchina.com

在清科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内，2006年至 2010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共完成 11起VC/PE

相关的并购案例，其中披露具体金额的并购案例共有 11 起，并购总额为 4.72 亿美元。2006

年医药行业整体并购规模较小，未发生与 VC/PE 相关的并购案例。2007 年和 2008 年分别

发生 1 起，并购总额分别为 178.09 万美元和 5,857.00 万美元。2009 年以来，医药并购市

场 VC/PE 相关的并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9 年全年完成 3 起案例，并购总额高达 1.15

亿美元。2010 年 VC/PE 相关并购更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共完成 6 起案例，披露价格的并购

有 6 起，并购总金额为 2.97 亿美元，平均并购金额为 4,955.86 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2010 年并购案例数增加 3 起，同比增加 100.0%；并购金额增加 159.4%。

表 4 2006-2010 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 VC/PE 相关并购趋势

年度 案例数 案例数（金） 并购总额 (US$M) 平均并购金额(US$M)

2006 0 0 - -

2007 1 1 1.78 1.78

2008 1 1 58.57 58.57

2009 3 3 114.63 38.21

2010 6 6 297.35 49.56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2011.02 www.zdbchina.com

图 2 2006-2010 年中国医药并购市场 VC/PE 相关并购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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