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药企业“精实增长”之路

中国医药产业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地变革，产业增速在从过去20%以上降到2015年
的个位数。市场减速的同时行业的利润增速也在变缓（见图一）。降价压力大、新药
上市难等成为摆在中外制药企业面前的难题。在此背景下，诸多企业开始做出相应调
整并重新确定了战略方向。这一过程中要避免两大误区：一大误区是“摊大饼”式的
多元化扩张，另一大误区是“一刀切”式的裁员和削减成本。避免这两大误区需要整
体考量：梳理公司的核心能力并持续投资，同时剥离或者削减非核心业务。

 
投资核心能力促增长

尽管面对诸多挑战，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增速最快的医药市场之一。同时，与市场降
速相伴则是中国消费者多种尚未满足的需求，例如高质量药的匮乏，日益增长的数字
化医疗需求，低线城市医疗资源的不足。因此，中国医药行业仍是一个朝阳行业。各
个企业自身情况各异，但从中长期发展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制药和医疗器械企业
应该投资打造以下三种核心能力：

• 产品研发能力：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研发环节的重要参与力量，2015年中国医药
制药研发经费支出高达442亿元，过去几年的复合增长率接近30%（见图二）。跨
国制药企业纷纷在华建立研发中心，全球前10家生物制药企业中有8家在上海设立
了研发中心。中国企业不应仅仅专注在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未来的竞争更是
要靠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一部分有远见的中国企业经过近十年在研发方面积极投
入，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例如恒瑞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PD-1
单克隆抗体项目有偿许可给美国Incyte公司，获得累计7.95亿元的里程碑付款；仿
制药和中成药起家的绿叶制药，在研发上选择剂型创新方向，其研发的利培酮微球
注射剂不需再进行任何临床试验，可在美提交新药上市申请（NDA），有望成为第
一个获批在美上市的“中国新药”。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也积极协助领先的中国
企业建立创新能力，包括打造创新研发管理体系，寻找国际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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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中国医药工业发展现状

信息来源：工信部，思略特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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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中国医药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情况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 
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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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管理及学术推广能力：随着两票制、营改增、招标阳光采购，以及医院零加
成和医药分开等政策的推进，未来中国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渠道将发生巨大变
化。尤其是对于医疗器械企业和传统的中国制药企业，经销商起到非常重要的角
色。未来商业将进一步整合，并且渠道利润将下降，因此企业应该重点提升渠道
管理能力，包括建立系统和规则掌握更加准确透明的渠道信息，并增强对平台和
经销商的管理，除了销售指标外，还应包括市场推广活动、物流、现金流、信息
流、合规等方面的管理；除了对渠道的管理，企业也应该增强直接对终端客户特
别是大客户的直接管理和服务。同时随着“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行，基层医疗机
构将成为未来增长的重要驱动点，尤其是县医院将会迎来高速增长。基层市场更
加分散，企业如何能够有一个差异化的渠道和推广方式满足基层医疗的需求是企
业基层市场发展的重要课题。

• 数字化创新能力：中国“互联网+”的大潮不断席卷各个行业，利用数字化手段
解决医药行业中的痛点已经成为药企和患者不断接受的共识。调查显示，移动医
疗不仅能够提升医院内部的流程和沟通，同时也可以有效提升病患的服药依从性
（见图三）。药企可以自建团队开发数字化医疗工具，也可以与第三方平台合
作。同时大数据及人工智能（AI）的发展日新月异，给大健康产业未来发展带来
了无限想象。我们认为未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更会是行业和商业模式
的转变：未来企业是否能够掌握数据（如控制数据入口和数据整合），是否能够
将新科技和医学相结合将变得极为重要。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医疗健康领域的阿里
巴巴，通过打造医疗健康领域的平台打通目前断裂的各个环节，成为新的规则制
定者和赢家。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打造数字化创新能力对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
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十分重要。 

图三
移动医疗服务调查结果

信息来源：《中国移动医疗：
设计致胜的业务模式》，思
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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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and.pwc.com。

降本增效

除了投资核心能力为长期增长保驾护航外，还需要“降本增效”这一记组合拳。在专
注核心能力的同时，需要剥离非核心业务，降低运营过程中的冗余成本，同时运用信
息化、渠道创新等多种方式提升效率。

• 瘦身：随着专利保护期临近，新药研发进展缓慢、投资回报不均衡，过去无限扩
张的模式难以为继，这时需要对企业重新定位，向优势产业聚焦，以利于企业在
某些治疗领域形成较强的竞争和防御态势。例如跨国医药巨头纷纷将其非核心产
品剥离以更加专注于核心产品。拜耳将旗下包括“白加黑”在内的5种品牌药的中
国区商业运作权交予上海医药；葛兰素史克剥离了中国区的泌尿产品生产和供应
业务；阿斯利康5亿美元向康哲药业出售波依定、依姆多的中国销售权；礼来中国
宣布将其抗生素产品希刻劳和稳可信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分销及推广权出售给亿
腾。

• 降本：外部环境变化、公司战略方向调整都会造成价值链某些环节的成本冗余。
为了提高盈利表现，这时就需要对冗余成本进行削减。出于成本控制，多家跨国
制药企业已经开展了包括裁员在内的成本紧缩计划：到2015年底 GSK宣布已裁减
40%中国销售代表，一线销售代表已从5000人缩减至3000人左右；从2014年7月
至2015年4月，百时美施贵宝裁员近1000人，几乎涉及其中国区所有的事业部。

• 增效：近几年跨国企业加速了在华本土化的进程，做出该决定不仅仅出于成本和
政策的考虑，同时也提升了对本土需求的响应速度。葛兰素史克的艾滋病产品特
威凯和乙肝产品韦瑞德都已实现本土化生产，未来计划实现轮状病毒疫苗的本土
化生产。此外辉瑞在苏州投资9500万美元兴建新厂，加强其在OTC业务的布局。
物流环节，中国协力厂商医药物流发展也带来了契机，而以国药集团、上药集团
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也开始著力发展协力厂商物流，为市场提供更
加专业化、细致化、系统化的物流服务。

综上，中国医药市场“精实增长”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盘考虑，以战略为
引领，通过投资核心能力促增长，同时通过降本增效保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