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创新发展 推动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2月3日-4日，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全面深

化中医药改革，进一步促进中医药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表示。

分析人士认为，振兴发展中医药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政策推动中医药资源

扩容和渗透率提升，产业加速转型升级。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对于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黄璐琦介绍，主要包括强化中医

药发展政策支撑、健全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深化中医药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

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

在强化中医药发展政策支撑方面，黄璐琦称，要发挥好改革试点的示范突

破作用，有力带动全局性改革协同推进。 推进建立适应中医药行业特点的公立

中医医院薪酬制度和编制动态机制调整，建立完善中医药全面融入健康中国建

设的长效机制。

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深化中医药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中

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推动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实施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重点专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升中医医院

临床研究成果转化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以创新促进中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 ”黄璐琦说。

在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方面，推进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国际标准、

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中医药类产品海外注册服务平台等建设，实施新时代“神

农尝百草”工程，探索在条件成熟的国家建设中外友好医院，持续派遣中医援外

医疗队。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办城市，北京大力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完善中医

服务体系，千人口拥有中医师1.14人，居全国前列。

在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北京建设了30家中西医结合研究

所和40个基层中医药学科团队基地；实施“中医药高质量研发工程” ，发挥北京

科技创新中心优势，促进中医药循证医学发展、标准化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数

字化赋能中药产业，保障中药产品质量安全；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促进中医

药与养老、食品、互联网、文化等深度融合，探索“中医药+” 新产业、新业态。

作为本次大会的承办单位之一，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副区长舒毕磊介绍，

中医药已融入朝阳区居民的生活。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2023年在朝阳区中医

药门诊就诊的人次达到860万，占总门诊量的26.5%。 家庭医生团队通过中医调

理和治疗，服务居民440万人次，占总服务量的28.1%。

舒毕磊表示，朝阳区在双桥燕京中药饮片厂建立了“燕京炮制技术传承基

地” ，实现了中药饮片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标准化、规模化的转变；与北京中医药

大学共建“数智中医药谷” ，推动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

西安、天津等地出台政策，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 今年11月发布的《西安市

中医药强市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提出，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机制，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着力打造中医医疗高地、传承创新高地、人才高地、

文化高地，加快推进西安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健康西安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在加快发展中药产业方面，《行动方案》提出，优化中药产业发展布局，推

动全市中药种植、加工、生产、商贸和健康产品、健康服务快速发展，中药产业成

为全市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增长点。 同时，明确恢复万寿路国家级中药材专业

市场功能，建设专业化中药材综合交易（物流）中心。 到2026年，培育一批创新

型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龙头企业，力争打造3家年产值超10亿元、2家年产

值超20亿元的旗舰企业。

开展国际合作

中医药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对外合作的重要领域。 我国已

建设31个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上市公司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 片仔癀拥有品牌优势，在海内外享有很高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多年来位居我国中成药单品种出口创汇前列。

达仁堂涉足海外市场较早。近期，达仁堂国际化布局接连实现新突破。 11月

初，公司收到来自新加坡、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注册许可。 取

得境外商标注册许可，为公司海外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达仁堂以‘长城

牌’商标行销全球。 目前，公司产品已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海外

市场营业收入突破4000万元。 ”达仁堂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岭药业创新中药国际化进程加快。 目前，以岭药业的通心络、参松养心、

八子补肾等专利药品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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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集中度 中药行业整合加速

●本报记者 傅苏颖

近期，片仔癀、云南白药等中药头部

企业发布设立产业基金、 并购以及股权

投资相关公告， 加大力度布局产业链上

下游。 业内人士认为， 中药行业加快整

合，推进产业升级，未来会有更多中药企

业开展并购重组， 以强化自身的市场地

位和竞争力。

实现优势互补

云南白药11月29日晚公告称，公司

拟与专业投资机构中银国际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中银国际投资” ）共

同设立云南省中医药大健康创新基金，

认缴出资总额为70亿元。 其中，公司作

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50亿元。

云南白药称， 本次与专业机构共同设

立投资基金， 可以充分发挥各方专业能力

和资源优势，通过项目投资实现资本增值，

为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服务， 提升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

片仔癀发布的公告显示， 全资子公司

片仔癀投资与多家公司共同设立产业基

金。 片仔癀投资与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闽山生命健康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盈嘉科达投资有限公司、漳

州高鑫发展有限公司、 三明市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福建片仔癀盈科

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简称“片仔癀盈

科基金” ）。 其中，片仔癀投资作为有限合

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2.9亿元，占比为

29%。 片仔癀盈科基金已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手续。

今年9月，片仔癀发布公告称，片仔癀

投资与漳州战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漳州片仔癀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漳州市

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漳州市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漳州圆山大健

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

中， 片仔癀投资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2亿

元，占比为20%。

片仔癀称， 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

发展的前提下，将以基金投资为抓手，充分

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资源、 管理及平台优

势，加速医药产业聚集发展，提升公司产业

整合能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一

步激发公司创新活力。

部分药业企业通过并购进入新赛道。

康缘药业今年11月初公告，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2.7亿元收购中新医药100%股权。 中

新医药是生物药新药研发公司，目前聚焦

代谢性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领域，已获取

4个创新药的6个临床批件，皆进入临床试

验阶段。公司控股股东康缘集团持有中新

医药70%股权， 对应转让价款为1.89亿

元。 南京康竹（康缘集团全资子公司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中新医药30%股

权，对应转让价款为0.81亿元。

拓展业务领域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

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教授邓勇看来，近年

来，中医药领域的政策持续出台，为行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 引导企业通过并购整合等

方式，实现产业升级，提升竞争力。同时，优

化审评技术要求，提高中药审评审批效率。

在此背景下，相关企业通过并购扩大规模，

同时加快技术和产品创新。

“中药头部企业资金实力雄厚， 有能

力通过并购实现外延式扩张， 拓展业务领

域。 一些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具

有优势，通过并购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同时完善产业链布局。 ”邓勇说。

邓勇表示，近年来，集采、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等政策常态化实施，倒逼企业加快

创新转型。 通过并购整合，企业可以实现

规模经济和降低成本。 同时，近年来中药

材价格波动较大， 促使企业向上游延伸，

并购中药材种植、加工企业，稳定原材料

供应和质量。 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企业通过并购可以提高市场份额，推动行

业集中度提升。

浙商证券认为， 在医保基金收支压力

渐显、 医保统筹支付范围扩大和药品价格

体系治理持续深化的背景下， 药品价格面

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而龙头中药企业对下

游话语权较大， 产品出厂价受政策影响较

小。另外，一些品牌中药兼具药品和消费品

属性，终端黏性较强，复购率较高。

加大研发投入

中药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创

新能力，同时优化产品管线。

面对多学科跨领域融合、 数智深度赋

能的新药研发趋势， 片仔癀深化协同创新

合作，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多个在研新药

项目取得新进展， 同时持续丰富新药研发

项目。在夯实科研创新平台方面，片仔癀持

续强化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院士专家工作

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平台建设。

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 多家头部企业

实现业绩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云南白药推

动新兴事业部重构调整， 滋补保健品事业

部、美肤事业部、医疗器械事业部业务发展

快速推进。今年前三季度，云南白药实现营

业收入299.15亿元，同比增长0.76%；实现

归母净利润43.27亿元，同比增长4.93%，今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超过2023年全年，

提质增效效果显著；实现扣非净利润42.65

亿元，同比增长10.68%；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40.73亿元， 同比增长

57.29%。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对于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措施，黄璐琦介绍，主要包括强化中医药

发展政策支撑、健全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

体系、 深化中医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中医药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中医

药对外交流合作。

在强化中医药发展政策支撑方面，黄

璐琦称， 要发挥好改革试点的示范突破作

用，有力带动全局性改革协同推进。 推进建

立适应中医药行业特点的公立中医医院薪

酬制度和编制动态机制调整， 建立完善中

医药全面融入健康中国建设的长效机制。

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深

化中医药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 中国中医

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 推动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中心建设，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中医药现代化重点专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发展， 提升中医医院临床研究成

果转化能力， 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

体系，以创新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

黄璐琦说。

在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方面，推

进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国际标准、中医

药国际合作基地、 中医药类产品海外注册

服务平台等建设， 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

草”工程，探索在条件成熟的国家建设中外

友好医院，持续派遣中医援外医疗队。

12月3日-4日，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全面深化中医药改革，进一步促进中医

药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表示。

分析人士认为， 振兴发展中医药是重要的国家战

略，政策推动中医药资源扩容和渗透率提升，产业加速

转型升级。

传承创新发展 推动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开展国际合作

中医药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提

升，成为对外合作的重要领域。我国已建设

31个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服务贸

易快速发展。

上市公司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 片仔

癀拥有品牌优势， 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多年来位居我国中成药单

品种出口创汇前列。

达仁堂涉足海外市场较早。近期，达仁

堂国际化布局接连实现新突破。 11月初，

公司收到来自新加坡、捷克、斯洛文尼亚等

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注册许可。 取得境外商

标注册许可， 为公司海外业务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达仁堂以‘长城牌’商标行销

全球。 目前，公司产品已销往全球20多个

国家和地区，2023年海外市场营业收入突

破4000万元。 ”达仁堂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岭药业创新中药国际化进程加快。 目

前，以岭药业的通心络、参松养心、八子补肾等

专利药品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上市。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办城市，北京大力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完善中医服务

体系，千人口拥有中医师1.14人，居全国

前列。

在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方面，北京建设了30家中西医结合研

究所和40个基层中医药学科团队基地；

实施“中医药高质量研发工程” ，发挥

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优势，促进中医药循

证医学发展、标准化建设和知识产权保

护；数字化赋能中药产业，保障中药产

品质量安全； 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

促进中医药与养老、食品、互联网、文化

等深度融合，探索“中医药+” 新产业、

新业态。

作为本次大会的承办单位之一，北京

市朝阳区委常委、 副区长舒毕磊介绍，中

医药已融入朝阳区居民的生活。以2023年

的数据为例，2023年在朝阳区中医药门诊

就诊的人次达到860万， 占总门诊量的

26.5%。 家庭医生团队通过中医调理和治

疗， 服务居民440万人次， 占总服务量的

28.1%。

舒毕磊表示，朝阳区在双桥燕京中药

饮片厂建立了 “燕京炮制技术传承基

地” ， 实现了中药饮片从传统生产方式向

标准化、规模化的转变；与北京中医药大

学共建“数智中医药谷” ，推动中医药科

研成果转化。

西安、天津等地出台政策，支持中医药

产业发展。 今年11月发布的《西安市中医

药强市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提出，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深化

中医药领域改革，着力打造中医医疗高地、

传承创新高地、人才高地、文化高地，加快

推进西安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为健康西

安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在加快发展中药产业方面，《行动方

案》提出，优化中药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全

市中药种植、加工、生产、商贸和健康产

品、健康服务快速发展，中药产业成为全

市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增长点。 同时，明

确恢复万寿路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功

能，建设专业化中药材综合交易（物流）

中心。 到2026年，培育一批创新型中药饮

片加工、中成药制造龙头企业，力争打造3

家年产值超10亿元、2家年产值超20亿元

的旗舰企业。

多地进一步优化楼市政策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多地出台新一轮住房公积金政策，降低居民购房

成本，缓解购房压力。部分地区对多子女家庭提高住房公积

金贷款额度，并给予购房补贴。 业内人士认为，多地进一步

优化楼市政策，有利于提振市场情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12月3日，微信公众号“贵阳发布” 消息显示，为充

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 进一步支持缴存人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自今年12月1日至2025年12

月31日，实施五项住房公积金新措施，包括支持购房首付

款代际互助、提高贷款额度等。 此次实施的五项新政具有

“一提两优一互助” 的特点，无论是单缴存人、双缴存人

家庭，还是购买首套房、二套房，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

度统一提高至100万元； 多子女家庭由100万元提高至

120万元， 首次在贵安新区购房的最高可贷144万元。 此

外，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套数认定仅以缴存人家庭在全国

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次数为准， 进一步扩大公

积金贷款受益面。

12月3日，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发布的通知

明确，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定调整。

2024年度缴存基数为职工个人2023年月平均工资（2023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总额除以实际工作月

数）， 最高不超过市统计局公布的南京市2023年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3倍（39900元），最低不低于南京市职工最

低工资标准（目前执行标准为2490元）。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人士介绍， 公积金的缴

存基数通常在每年7月份例行调整，今年由于种种原因延迟

至今。

南京2023年度缴存基数为职工个人2022年月平均工

资，最高不超过市统计局公布的南京市2022年在岗职工月

人均工资的3倍（38700元），最低不低于南京市职工最低

工资标准2280元。

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多个城市住房公积金优惠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根据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日前发布的《关于调整

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购买新建自住住房的，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

款额度由70万元调整至80万元，夫妻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

最高贷款额度由100万元调整至110万元；购买二手自住住

房的，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由40万元调整至

60万元，夫妻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由70万元

调整至90万元。 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在海南省购买新

建、二手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上浮20%。

部分地区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补贴。

湖北省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和武汉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日前联合发布的 《关于多子女家庭购房奖补政

策的通知》提出，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

购买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20%，并在

贷款套数认定时核减1套，即购买的第二套住房认定为首

套，购买的第三套住房认定为二套。 《通知》发布之日前

符合国家生育政策已生育二孩的武汉市户籍家庭，自《通

知》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止在武汉市新城区（含

长江新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一次性给予6万元购房

补贴。 生育三孩的武汉市户籍家庭，一次性给予12万元购

房补贴。

取得积极效果

住房公积金支持居民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进一

步发挥住房保障作用。

12月3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获悉，截至2024年10月底，北京市建立住房公积金单位

68万家，缴存职工1339万人，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累

计为158万家庭发放公积金贷款10018亿元， 社会效益明

显，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实际住房困难，有效满足了职工合

理住房消费需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介绍，目前公积

金个人贷款已占住房市场成交量三成左右，2024年1-10月

公积金贷款发放6万笔，金额526亿元，公积金贷款及撬动

的商业银行贷款发放额共计约1100亿元，占到市场贷款发

放总额的50%左右。

下一步，北京将继续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减少贷

款环节，提高服务效率，提升借款人满意度，有效发挥住房

公积金的住房保障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 住房公积金政策对于有效满足居民合

理住房消费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作用较

为明显。 多地进一步优化楼市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缓

解购房压力，有利于提振市场情绪。

●本报记者 傅苏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