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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印两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对比研究

摘 要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使得医药产业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国际化发展作为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更高层次的体现也成为重中之重。中国和印

度是发展中国家中医药产业国际化水平较高的两个国家，但是在国际化发展的过

程中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所以本文从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为出发点，从两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现

状、国际化历程以及国际竞争力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两国的医药产业国际化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两国存在差异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

和外部两个方面，最后在借鉴印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医药产业未来的国

际化道路提出建议，促使中国的医药产业国际化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关键词：印度 医药产业 影响因素 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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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make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ecome the focus of people's attention ag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 the embodiment of a higher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China and India are two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u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So this article from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as a starting

point, from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dustry

internationalization present situ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mparing the three aspects and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finally, in

India, on the basis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to our country

medicine industry recommendations to fu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prompting China'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

Keywords ： India;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ffecting factor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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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影响，无论是从物质层面

的生产生活，还是从精神层面的思想状态，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质的改变。随之

而来的是，我们在关注金融、教育、法律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医疗健康的关

注度，据中青报社调查中心对年轻人就 2021 年两会议题的调查，占比较高的三

项分别是就业，教育，和医疗，这说明医疗健康已经成为民生热点，从而促使了

医药产业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重点列示在国家政策中。但是面对全世界共同的

难题，我们仅靠一国之力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全球人民一起努力，共同解决，所

以医药产业的国际化是必然结果，也是迫切所求。就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阶段来

看，我国确实很早就开始了走国际化的道路，一些大型医药公司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与知名跨国公司合作，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联系。所以从历史

和现状来看，医药产业的国际化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放眼于国际医药市场，欧美医药企业兼备技术与资金优势，占据了大部分专

利药市场，作为仿制药领域竞争对手的印度占据着较大规模的仿制药市场，同样

是发展中国家，同样以仿制药为主，印度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要比我国先进很多，

但是中国和印度仿制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具体在哪些方面存在差距？影响因素

又是什么？ 印度的医药企业的国际化能够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启示？

综上所述，一方面医药产业的发展不仅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具有深远意义，同

时国际化的道路也是必经阶段和政策导向。另一方面是印度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发

展能够为我国医药产业提供成功经验。最后是因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但是

存在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

所以本文将同是发展中国家，同样以仿制药为主的中国和印度为研究对象，

以两个国家医药产业的国际化为研究内容来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探究影响两个国

家医药产业国际化存在差异的原因，获得成功经验的启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印两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对比研究

2

1.1.2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医药行业的现状，国际化路径和国际竞争力，分析

两个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位于全球医药行业的第三战略集团，与欧洲的

仿制药巨头牢牢掌控着全球中高端仿制药市场，而中国则位于第四战略集团，处

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的原因，在总结出现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印度国

际化发展的优良做法，结合中国医药产自身的特定寻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医药产业

国际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从而提升我国医药行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缩小与

其他领先国家的差距。

1.1.3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现有的有关国际化的理论和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化行为

为起点，且主要以传统行业为研究背景，并且针对某一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和战略

研究居多，对于作为新兴产业的医药行业国际化的整合的理论相对较少。在知网

上搜索“国际化”出现 114889 条结果，而搜索“医药国际化”仅有 105 条结果，

仅占“国际化”这个大词条的 0.09%，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研究我国医药行

业国际化的文献很少，而对比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医药行业国际化的文献更是少

之又少。

因此，本文以中国和印度的医药行业为研究背景，整合和总结其国际化的现

状和进程，是对该领域研究内容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其次，通过对比两个国家医

药行业进行国际化的情况，分析我国与印度甚至发达国家在仿制药领域存在差距

的原因，找出不足之处，吸取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化取得如此成绩的优良经验，给

予中国医药产业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一个科学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化战略

选择的理论参考模板。

（2）现实意义

医药产业是新兴产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进

行国际化是能够达到促进其快速且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经济的快速增长，老龄

化问题的出现，亚健康人数的增加，这些原因都促进了全球医药市场规模的扩大。

近些年，全球药品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增长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根据数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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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23 年全球医药总支出规模将超过 1.5 万亿美元。中国医药市场近年也

呈现飞速扩展的态势，从 2014 年的 1.1 万亿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1.64 万亿元，

无论是增长的数量还是速度都是惊人的。

而疫情的出现更是让世界各国加强了对医药行业的关注，我国更是大力发展

医药行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无疑将会对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起到推动

作用。所以在新的环境下研究我国医药行业的国际化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

义，同时也对其他想要走出国门的医药企业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1.2 研究思路框架和方法

1.2.1 研究框架

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选题依据、研究目的和意义、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体框架，

并阐明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部分，对国内外医药产业国际化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进行回顾，梳理和

总结。

第三部分，通过对外贸易情况、海外注册和质量合规以及收到的 FDA 警告信

三个方面将中国和印度医药产业的现状进行对比，找出两个国家在该领域存在的

差距，指出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第四部分，主要从中印医药产业国际化的历程和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将两

个国家进行对比，从而更深层次的探究两国存在差异的表现和情况，使得文章结

构更加完整。

第五部分，主要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印两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存在

差异的原因，从而给我国医药产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理论指导。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从理论角度和现实角度论证了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化水

平高于我国的事实，从印度的成功过程中总结经验，给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化以借

鉴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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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技术路线图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2.3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学者在国际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总结，

在适当地借鉴科学有效的研究体系的基础上，找到与本篇论文相匹配的思路和方

法。

（2）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中国和印度代表性的医药企业，分析其国际化

的过程和战略，总结出有助于目前或有需求进行国际化发展道路的中国医药企业

的可取之处，提升其国际化战略实施水平，进而提高全球竞争力。

（3）比较分析法。将中国和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化进行对比，指出中国医药

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借鉴印度医药企业国际化的成功经

验，给中国的医药产业国际化提供可行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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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能的创新点和及不足

1.3.1 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以中国和印度的医药行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横向对比和分析，可以更

清晰地知道两国国际化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劣势，是在新时期下对该领域研究内容

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第二，总结中国和印度医药行业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和战略，对比中印两国医

药产业的国际化现状、和国际竞争力，使两国的对比结果更加客观。

第三，通过三个方面的对比，总结整理导致两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存在差异的

影响因素，使得结论更具说服力，同时也弥补了该方面的空白。

1.3.2 不足之处

第一，国际化经营具体的操作流程、发展规划及关键数据指标，均属于内部

机密，所以深入挖掘难度较大，一手资料难以获得。

第二，文章涉及到印度医药产业的相关数据，在获得的完整性上存在一定的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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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产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2.1.1 国际化的动因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利润永远是其发展和追求的目标所在，但是随着公司的

不断发展壮大，国内市场不再能够满足其发展的要求，追求更高的利润也就意味

着寻找更大的市场，所以根据多数公司的发展轨迹来看，一旦当一个企业发展到

一定规模和水平，都会试图在保持原有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开拓国际市场，走国

际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但是也会遇到更多的机会，

其中丰富的资源、高科技的技术、高水平的人才、充足的信息都会给企业带来前

所未有的空间和视野。所以专家们总结出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因素基本可以分为市

场、信息、资源和技术。

追求更大的市场从而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例如

制造业企业为进入国际市场，通常会通过将产品销往海外的方式，但是关税成本

和人工成本等等因素都会是企业的成本增加，从而缩减企业利润，所以为了保证

最大利润的打入国际市场，企业会在当地直接投资，从而减轻企业的成本压力，

同时可以使企业更加合理高效的运营。

Luo 和 Tung（2007）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化进入的理论，提出了“跳板”的理

论，其认为新兴市场企业进行国际化进程不一定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可能

会出现跳级的现象，同时新兴市场企业以获取战略资产并规避国内制度限制为动

因，更加倾向将国际扩张作为跳板，以激进方式进入海外市场。

追求资源从而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会采取在海外市场设立分公司的形式实

现目的。武常歧（2014）将资源进行了分类，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

和基础资源。有些公司为了获得必要的资源生产产品或者控制企业成本，会将自

己的分支机构开设在能满足生产要求的海外。而有些公司为了便利自身销售特定

商品至海外市场时，也会采取在海外市场设立销售中心的方式。同时由于技术、

劳动力等因素阻碍企业发展时，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同样是其最佳的选择。

追求信息和技术从而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也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达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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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已经成为国家间共同的愿景和实践，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达，企业对全球信息的需求渴望是迫切的，对技术的更新换代也是必不可

少的。国家想要发展，企业想要壮大，只能进入到更大的国际范围，获取最新的

信息，学习最先进的技术，才能提高自身的实力，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表 2.1 国际化动因及方式

国际化动因 方式

市场驱动 对外直接投资

资源驱动 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信息、技术驱动 建立合作联盟、研发中心、猎头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所得

2.1.2 国际化的阶段

约翰森、瓦尔尼及保罗（1975）为代表的北欧学派将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了

分类，主要包括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过代理商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从

事海外生产和制造等四个阶段，同时指出这四个阶段是不断递进，逐渐完善的。

Bamberger、Evers（1994）将企业跨国经营分为了五个阶段，即国内经营阶

段、出口阶段、试探性的国际化经营阶段、试探性国际营销活动、积极投入的国

际化阶段以及国际战略阶段，这样的划分标准和规则更加的细致和具象，将企业

具体应该进行的活动也都列示出来，提供了更详细的范例。同样将国际化经营阶

段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学者还有日本的小林规威，他在 1998 年提出了海外经营五

阶段学说，具体包括以母公司为中心的国际化、当地经营阶段、区域联系阶段、

以全球战略进行跨国经营以及全球战略经营的深化。

美国理查德·罗宾逊（Richard D.Robinson）（2006）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

提出了六阶段论，即将国际化阶段划分为起步阶段、出口阶段、国际经营阶段、

多国经营阶段、跨国经营阶段和超国界阶段等六个阶段。同时还有部分较为激进

的学者提出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对于简单的普通公司可以通过渐进阶段的方式来

进行划分，但是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其发展过程复杂交错，仅靠单一的渐进论

理论很难描述清楚其成长和发展的速度和结构。同时对于一些欧美或者日本的企

业来说，国际化进程可能不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可能会存在跳跃式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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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渐进论的结论并不能适用于这些企业。

图 2.1 国际化进程阶段图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所得

2.1.3 国际化的进入模式

Kogut 和 Singh（1988）研究了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外企业，在考虑文化差异

和风险规避成本的因素下，将国际化进入模式划分为三种，主要表现为出口、授

权和对外直接投资。Barkema（1996）通过对股权式进入模式的研究，根据股权

的模式和多少分别将其划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股权的模式划分为绿地和收

购，另一种是根据股权的多少将其划分为全资和合资。Contractor 和 Kundo

（1998）以企业所有权视角将进入模式划分为特许经营、契约、合资和独资。Pan

和 Tse（2000）利用折衷理论等得出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因素，将国际化进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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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为非股权式和股权式。其中，非股权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以直接出口和

间接出口的出口方式，另一种是以许可证、研发合同、战略联盟等的契约方式；

股权式包括合资方式（股权<50%、股权=50%、股权>50%）和全资方式（新建、收

购等）。金占明（2011）将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分为出口、特许经营、合资及战

略联盟，同时其认为虽然这些模式在复杂程度和参与程度是递进关系，但是这并

不代表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企业发展的特性，所以每个企业所采取

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会多种模式共同使用，有的会跳跃其中一个阶段，直

接进入下一阶段，这些都要看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张英、张倩肖(2021)

通过研究中国研发活跃度较高的 4个行业 269 家上市企业,提出开放型双元吸收

能力是后发国家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2.1.4 国际化战略

伊戈尔·安索夫（1957）提出了产品与市场相匹配的观点。他提出企业战略

是一个组合，主要组成部分是现有产品和市场以及未来产品和市场，并且他给予

了四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具体总结为市场渗透，即将现有产品和现有市场进行结

合；产品开发，即在现有市场上开发未来产品；市场开发，即用现有产品进行新

的市场开发；多角化战略，即表现为未来产品和未来市场相结合的战略。这就是

“安索夫矩阵”的初期形成的原型，并为战略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德勒（1962）提出了有关于企业战略方面的两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是“企

业跟随战略”，另一个是“公司的战略必将决定其结构”结论。他认为对于企业

战略的管理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从战略的制定到实施再到效果评价以及最后的运

作管理，这四个部分是相辅相成，互相连贯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国际化经营

战略主要包括 d种族中心型、多中心型、地区中心型以及全球中心型等四种类型。

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会绝大程度上影响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影响国际化进

入的方式和模式。之后，伊戈尔·安索夫（1976）还提出了企业战略管理需要将

企业的日常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的理论。斯琴德尔和霍弗在其基础上提出

了战略管理分为四个层面，具体划分为职能层面、业务层面、公司层面和企业层

面，企业战略的管理需要依靠多方面、多层次的共同作用才能发挥最大效力。

Kuemmerle（1999）以 32 家世界著名电子和制药公司为研究对象就行调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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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他发现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分界线，在这只之前，这些公司中只有 6.2%在

海外进行研发，但在这之后他们纷纷在海设立研发机构，开始研发的国际化道路。

到了 1999 年，海外研发机构已经达到 156 个，平均每家公司就有 4.9 个，在当

时的年代，布美施贵宝就已经在 6个国家一共有 12 家研发机构。小艾尔费雷德.

钱德勒（2005）利用编年体的方式回顾总结了全球制药产业的发展历程，并且分

析总结了制药产业的发展路径，主要是先通过构筑产业进入壁垒，然后确定产业

战略边界。同时他还指出了制药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原因。

F. M. Scherer（2008）对全球制药产业进行了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和研究，

他强调了专利的保护对于制药产业来说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他还认为政府的政

策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医药产业抢占市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Richard

Evans、 Katherine Wallace（2009）认为，制药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需要根

据经营环境的不断改变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他还指出制药业应该注重研发投入

的成本以及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

沈鲸（2013）提出企业国际化动机对于其战略布局、战略选择和实施步骤有

一定影响性。周寅猛等（2012）将海外发展战略归结为以成本经济学等理论为基

础的研究以及以企业在境外的商业行为为基础的研究，其主要为了达到用商业现

象佐证理论成果和消除企业开展境外商业行为的阻碍因素等目的。

2.2 中印医药产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2.2.1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柯尊洪（2017）指出我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并正在大踏

步地向前积极迈进。但同时指出我国医药产业目前仍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在此基

础上，作者为促进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黄礼健、

杨宇、吕海秀（2019）通过分析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认为其取得成就的同时

也存在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并且总结了影响医药制造业发展的因素，主要

包括人口老龄化、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全球研发水平的提高以及医改的推进。

娄霁月（2019）指出我国医药制造业经营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和管理指

标稳步提升，但我国医药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而且对新药的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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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足的现状。同时我国医药制造业目前处于中低端阶段，主要以仿制药为主，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很少。傅鹏，路江杰，孙双勇（2020）通过研究我国

各级政府出台的医药产业的相关政策，分析其对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及作

用。同时指出医药研发外包将会在未来 10 年实现飞跃式的发展。

于盟、李辉（2019）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历程》一文中

作者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高速发展的情况，主要包括走出去、

引进来、注册认证以及多元国际化。万志宏、王晨(2020)指出中国跨国公司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进展也明显加快，但是我国百强

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领域，但是在其他领域例如教育和医疗

领域，只有 1家公司上榜。同时指出了影响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因素，最后作者

指出了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提升国际化的建议。

黄礼健、杨宇、吕海秀（2019），娄霁月（2019）分析了我国医药制造业发

展较快的原因，并且在金融投资方面给予了建设性的建议，提供充分的资金准备

和支持使其认为推动医药产业发展壮大的有效措施。丁力潮（2020）强调了“互

联网+”对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肯定了该模式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在

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

郭晓丹（2020）重点分析了我国西药制剂外贸运行的特点，指出新兴医药市

场的地位越来越明显，为医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动力和信心。我国不少制

药企业也找到了新的发展模式，这对于我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布局无疑是有利

的。陈均尉（2020）主要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医药工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表

示当前正是医药工程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医药工程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时期，

必须把先进的制药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应用到医药工程中，不断地推动我国医药工

程的健康发展。

方永艳（2014）主要介绍了华海药业国际化的过程和采取的战略，肯定了其

在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带头作用，并通过对华海药业国际化的深入研

究，总结其国际化发展的成功做法，为其他的医药企业提供更多的方向。张珊

（2017）总结分析了复星医药国际化的模式，认为其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得

益于并购战略的实施，是典型的依靠研发与创新为导向进行国际化。王法明

（2018）主要介绍了中国传统中医药企业天士力的国际化战略，指出了中国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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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际化需要典范，需要有代表性的企业先走出去，通过其国际化的成功经验

来给与我国其他医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走出提供借鉴性的建议，推动我国药企

的国际化的步伐和水平。申远、孟源（2017））主要通过因子聚类分析以及定性

分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药市场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在我国医药企业

的基础上，提出开拓新兴海外市场的有效建议。

2.2.2 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朱晓卓、吴坚（2008）主要对印度的医药政策进行了解析，指出印度制定了

统一的国家医药政策，同时非常注重药品专利的研究和运用，这些措施都为印度

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李文娟、高山行（2016）认为印度仿制药能

够快速发展，占领国际市场，拥有国际竞争优势主要得益于印度政府出台的一系

列扶持政策。王莉（2010）主要以兰伯西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兰伯西国际化进程

发展、兰伯西国际化因素分析以及印度医药行业对中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的启示

三个方面。刘燕、余正（2010）对印度制药业发展现状和国家化策略进行了介绍，

通过印度药企开拓国际化的策略和路径给我国药企“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做

法。钱惠良（2013）重点分写了印度 4家的制药企业，分别是 Ranbaxy、Dr.Reddy’

s、Suven 和 Unique，指出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注重科研创新，强

调了创新对医药产业国际化的作用。谈俊（2013）首先对印度医药产业的发展现

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次指出印度制药产业目前存在的机遇和挑战，主要体现

在仿制药、生物制药和合同制造与合同研究等方面，最后作者通过这些方面提出

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启示。

Mukund R. Dixit; Sudhir Yadav（2015）分析了印度制药公司在国际化初

期的经验，重点讨论了印度医药企业进行国际化的动机，进军国际市场的机会，

产品选择以及遇到的障碍，同时区分了早期国际化者和后期国际化者的经验。作

者指出早期的国际化者相对于后期的国际化者遇到了更多的障碍，他们需要通过

利用公司内外部环境中可用的一切来培养新的能力，形成新的优势。而后国际化

者获得了行业经验，从而集聚了加快行动的能力。

陈文静、臧运森、汤少粱（2017）介绍了印度制药企业新的发展模式，主要

对印度的代表企业-太阳制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试图通过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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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中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找到一条合适且有效的出路。澜亭资本（2018）

认为印度医药企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通过国际并购的方式，同时认为印度

制药企业的国际并购理念与国际接轨也是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通过

总结印度与中国医药产业的差距，认为人才、产业、行业、政策是这三十年来拉

开中印药企差距的四大主要因素。贺正楚、刘亚茹（2019）指出医药产业是印度

的三大支柱性产业之一，并且被称为“世界药房”，印度医药产业之所以取得如

此辉煌成就的原因是其政策的扶持。并且通过产业的结构政策、组织政策、布局

政策以及技术政策四个方面对印度出台的医药政策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试图能在

这一方面能为中国医药产业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方法。

2.2.3 中印两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的比较研究

张蕊（2006）通过产业格局、研发优势、专利保护、国际通行证和生物技术

五个方面对比了中国和印度两国制药产业的状况，同时指出两国的制药企业有惊

人的相似之处，所以医药行业在国际化方面具有竞争性，但是两国之间业存在一

定的互补性。

李建青、黄泰康（2007）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印度，但是在医药产业

国际竞争力方面却远低于印度的事实，同时指出了影响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

要因素。作者在此背景下通过 SWOT 分析，总结了我国与印度医药产业在优势、

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四个方面的不同，指出我国与印度相比具备的优势和存在的

劣势，并分析了我国医药行业国际化所遇到的机会和挑战，最后总结全文提出有

利于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的建议。

王莉（2010）在文中通过分析印度医药行业的代表企业的兰伯西的国际化的

道路和模式，总结兰伯西的成功经验，给中国的医药企业国际化提出了四点建议。

刘燕、余正（2010）指出中国和印度医药产业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例如人口

数量、药品市场规模、低成本优势、行业集中度等等，但是在医药产业国际化进

程中却相差较大并总结了差异的主要表现为：国际化程度，制药产业的出口额以

及获得国际认证的制药企业数量。

李明珍（2011）认为印度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成就以及模式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家的代表，也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参考的成功案例。首先介绍了印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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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路径，然后总结了印度医药企业的发展特点和成功的经

验，并且针对中国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麦丽谊，陈昕，安金蒙，蒋杰，杨峋（2018）在文章中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医

药产业国际化的现状，首先以美国市场为例对比了中印制药国际化的情况，其次

对比了中印制药企业仿制药的研发生产能力，主要从中印医药企业的产业格局、

国际化历程和科研投入、认证层面等三个方面给来论证中印医药产业国际化的不

同，指出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和水平与印度和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

距，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印度制药产业国际化的方法和模式，为我国仿制药国际

化发展提供有用的建议。

2.3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研究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的文献有很多，尤其是近两年我国一系

列医药政策出台后，在医药创新和国际化成为医药政策的主题的背景下，该方面

的文章越来越多，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跃升为大众和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可否认的

是，近些年我国医药行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确实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国际化

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但是同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其他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

距。所以之前大多数的文章也都是重点聚焦于分析我国医药行业国际化的现状，

存在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和蔓延，把医药行业推上了风口浪尖，这对于我国

来说，是一场全民面对的挑战，但是对于医药行业来说，无疑也是一次转型升级，

加速国际化水平的机遇，所以现在国内的学者重点分析在疫情的情况下我国出台

的相应政策以及我国医药行业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机遇。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并

且也确实能够为我国医药行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相应的借鉴方式。

反观印度医药企业国际化和中印对比的相关研究和学术资料却不多，但是印

度和中国同是发展中国家，同样以仿制药为主，但是我国的医药企业的国际化水

平却低于印度，所以研究印度医药行业的国际化和对比中印的情况是很有意义

的，对我国医药行业加快国际化步伐具有借鉴性的价值。本文以中印两国医药行

业国际化为研究背景，以中印两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分析，深入研究，

从而丰富中印医药行业国际化对比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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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印医药产业国际化现状对比

3.1 医药产业的内涵

3.1.1 医药产业的构成

按照中国医药产业统计年报的标准进行分类，医药产业大致可以分为八大

类，主要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中成药饮片、生物制造、卫生材料、医疗器

械、制药机械及药用包装品。制药产业和生物医学工程产业无疑是现代医药的两

大主力,在医药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生物医学工程一门综合性学科，

需要将生命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相结合，并且从工程学的角度出发，以

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乃至整个人体系统为对象，多方面深层次的认识人体结

构、功能和其他生命现象，然后研究出用于防病、治病、人体功能辅助及卫生保

健的人工材料、制品、装置和系统技术。

制药需要从理论和技术两方面出发,追求两者的融合,促使理论和技术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最终通过科学、现代的模式,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仿制药是

制造产业中的重要成员，它是一种区别于原药的药物，但是在成分、剂型、给药

途径以及治疗作用方面却与原药相同。仿制药在中国医药产业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同样也意味着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所以想要发展医药产业，仿制药的

发展壮大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仿制药领先国家的印度在这一方面具

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所以本文主要从仿制药角度展开分析，对比中国和印

度在仿制药方面的不同，吸取印度在该方面国际化的成功经验，达到促进我国制

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3.1.2 医药产业的特点

（1）研发投入高

医药产业的特点之一是高研发投入。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销售等各环节都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撑，而研发作为始端承担着重大的作用和责任，研发

能力是保持产品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研发费用的支出是衡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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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和潜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各个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医药产业研

发领域的投入，期望借此占领创新高地，获得更高的利益。根据 2019年全球创

新指数分析，医疗保健行业是最重要的投资创新行业之一，仅次于信息技术行业，

制药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企业位居全球研发投资最多的企业之列。WIPO公布的

最新年度数据中显示，医药生物行业的研发投入达到 18.8%，占全球研发投入比

例位于第二位，仅次于 ICT硬件和电子设备（23.5%），由此可见，医药产业研

发创新越来越成为关注和发展的重点。

表 3.1 2018-2019 年度 全球研发支出部门所占份额（单位：%）

行业类别 百分比 行业类别 百分比

信息通讯技术硬件和电子设备 23.5% 基础工业 2.5%

制药、生物科技 18.8% 航空航天和国防 2.5%

汽车 15.6% 医疗设备和服务 2.0%

软件和信息通信技术服务 14.4% 银行及金融服务 1.7%

工业工程与运输 3.8% 石油和天然气 1.3%

旅游、休闲和个人物品 3.1% 电信 1.1%

建筑及工业材料 2.9% 食物和饮料 1.1%

化学物质 2.7% 家庭用品 1.0%

其他 2.0%

资料来源：根据WIPO公布的 2018-2019年度数据整理所得

由于医药行业高研发投入的传统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因，头部医药企业纷纷

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力度，即使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困难时期也不会减少研发投

入。根据 2020年度全球各大主要制药产业的数据来看，瑞士的罗氏销售收入及

研发投入均稳居第一，但是总体来看，美国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仍然占据较

大比重，多家企业上榜，占据前列位置，美国的百时美施贵宝和强生占据第二第

三的位置，研发投入分别为 93.81亿美元和 88.34亿美元，而美国礼来的研发占

比却高于前三名的比例，高达 25.07%。中国医药企业也越来越重视研发投日，

江苏恒瑞医药以 33.44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上榜，开始进研发创新领域，通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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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已经占据了医药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

除了通过研发投入分析研发创新能力，全球创新指数同样是衡量创新能力

和研发能力的的重要手段，其分析结果能够为企业决策者以及相关专业人员提供

参考，帮助其做出更正确和更加专业的决策。根据 2020 年 5 月发布的医药创新

指数和医药发明指数排行榜来看，瑞士的两个企业罗氏和诺华纷纷上榜，分别在

创新指数方面排列第 1位和第 3位，而美国的艾伯维在创新指数方面排名第 2在

医药发明指数方面排名第 7。恒瑞医药是中国医药企业中唯一入围的企业，在创

新指数方面和医药发明指数方面列为第 13 位和 15 位。

表 3.2 2020 年医药企业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国家 厂家 创新指数排名 医药发明指数排名

瑞士 罗氏（Roche） 1 10

美国 艾伯维（AbbVie） 2 7

瑞士 诺华（Novartis） 3 4

美国 福泰制药

（Vertex Phamaceuticals）

3 9

美国 礼来（Eli Lilly） 5 3

英国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6 1

美国 亚力兄（Alexion） 7 24

美国 默沙东 8 7

日本 盐野义制药（Shionogi&Co） 9 17

美国 再生元 10 6

美国 强生 10 13

英国 葛兰素史克 12 12

丹麦 诺和诺德 13 29

中国 江苏恒瑞医药 13 15

美国 辉瑞 15 11

资料来源：IDEA Pharma 各大企业 2019 年财报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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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风险高

医药产业伴随着高风险。由于医药产业研发周期长，投资回报周期长临床试

验通过率低等等特性，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具有较高的风险。对于一种新药的研

发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进行试验，之后还会面临专利到期，时效性丧失，从而

降低竞争优势，而且由于人体的特殊性，可能会对药物产生副作用，一旦这种情

况产生造成严重影响的话，对新研制的药物来说就会面临退出市场的结果。

以中国为例，根据 2018年对于 7家化学药研发药企以及 8家生物药研发药

企临床试验通过率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国内临床整体通过率大约位 34%，其中

生物药通过率为 42.9%，化学药约为 27.6%，相较于以前年度有所上升，但是仍

然会存在大量药品审批不过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对于企业前期的研发投入会造成

巨大的损失。除了通过率不高之外，研发周期长同时会给企业带来压力，据数据

统计发现，美国新药的研发周期各不相同，短则 3年，长则 9年，其中抗精神病

类药物平均需要 9.3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企业要不断投入资金保证研发，而且

要承担利润回报周期长的风险。

（3）技术要求高

医药产业是高技术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意识的提升，人们开始追求更高

质量和更高效率的生产生活，而医药产业与人类的生命健康具有直接的影响作

用，所以在这一领域的开创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一影响促使了医药

产业的不断更新演化，开始涌现出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和医疗设备，例如电磁技术、

激光技术、计算机技术、放射技术等等，提高了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通过也提高

了疾病的治愈率，降低了疾病了复发率。与此同时，技术和设备的更新迭代，也

就需要引进更多的高水平人才，所以医药行业不再只是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单一

关系，其已经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跨学科的高技术产业。

（4）产业附加值高

医药产业附加值较高是其又一大特点。虽然新药的研制会经历较长的周期，

投入较高的成本，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回报率。当研制的新药一旦成功批

准，取得技术专利，就会获得专利保护，一旦进入市场，就以为着高昂的价格，

从而也就会给企业带来同等程度的利润。

销售利润率高也是医药产业的一大特色，销售利润率=利润总额/主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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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以中国为例，根据 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按行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为 1067397.2亿元，利润总额为 65799亿

元，从而可以得出销售利润率约为 6.16%。通过比较各行业销售利润率和平均利

润率，总结如下表 3.3所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作为垄断行业仍然位居榜首，

而医药制造业则超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烟草制品业等垄断行业位居第三位，从

而展示了医药产业的巨大贡献率。

表 3.3 2019 年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在平均销售利润率以上的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

行业 销售利润率 行业 销售利润率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8.75%% 烟草制品业 8.3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4.91% 专用设备制造业 7.69%

医药制造业 13.3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7.08%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2.9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9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1.6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

和制鞋业
6.75%

水的生产和供应 10.69% 通用设备制造业 6.70%

仪器仪表制造业 9.91% 家具制造业 6.65%

非金属矿采选业 9.69%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6.51%

食品制造业 9.17% 其他制造业 6.4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69% 汽车制造业 6.34%

资料来源：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3.1 2019 年按行业规模以上部分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单位：%）

资料来源：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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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垄断性高

医药产业是一个相对垄断的行业。无论是放眼于全球范围内还是本土范围，

医药产业都具备集中化程度高，行业规范严格的特点，为了保准药品的质量安全，

维护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各个国家都对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制

定了严格的法律规范，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才能进入市场，要想进入国际市

场，还应当适应国际药品准入规则。

中国也不例外，我国为了维护医药市场的稳定和谐，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

策法规，而且对某些特殊的药品实行国家统一生产及特许经营，例如一些精神和

麻醉药品、毒性药品和计划生育药品等等。

（6）具有全球竞争性

医药产业具有全球竞争性。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各国医药企业已经不再只是与本土同类

企业竞争，而是想要进入和争夺国际市场，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壮大自身实力提

高国际竞争力。所以各国大型药企开始进行进出口贸易，将产品销往海外，开始

走国际化道路，这一结果使得医药产业具有了全球竞争性。

3.2 中印医药产业进出口现状

3.2.1 中国医药产业进出口情况

中国医药产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壮大，目前已经在国际医药市场上占据重

要地位，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还是原料药大国，同时在制剂和中小

医疗器械生产方面也具有强劲的竞争力。中国医药企业正在以高质量快速度向国

际市场展现强大实力。

2010 年至 2019 年，中国医药产业的对外贸易数量的得到极大的发展，发展

速度也在飞速提高，进出口额从最初的 526.87 亿美元增至 1456.91 亿美元，10

年增长 2.8 倍；进口增长强劲，体现出中国医药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医药

贸易市场日趋多元化，新兴市场占比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几年在“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医药企业加大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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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医药产品的出口情况

近年来，中国医药品出口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出口数量以及金额均呈现逐年

增加的态势，出口数量已经从 2015 年的 87.59 万吨增长至 2019 年 110.09 万吨，

出口金额也从 2015 年的 1350.55 亿美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1727.04 亿美元。这些

数据证明中国的医药产品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越来越受欢

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医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国际市场认可度和接

受度也在不断提升。

表 3.4 2015-2019 年中国医药产品出口数量及金额

年份 医药品出口数量（万吨） 医药品出口金额（亿美元）

2015 87.59 1350.55

2016 94.50 1360.42

2017 101.25 1508.36

2018 103.23 1743.15

2019 110.09 1727.04

资料来源：通过中国海关公开数据整理所得

通过对中国医药产品、中药类产品、西药类产品以及医疗器械类产品在

2010-2019 年的出口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得知四类产品整体上均呈现逐年增长的

态势，并且同比增长趋势大致相同，其中西药类产品比重最大，而中药类产品位

居末端。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危机，导致各国经济受挫，2020-2011 年在

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迎来复苏，国际医药市场需求稳定增长，中国医药产品

出口额连续两年实现快速增长，同比增长分别为 21.36%和 34.9%，并在 2011 年

达到近十年来的最高点。同时，由于全球制药产业布局的转移，中国承接了部分

原料药的供应，也引来了更多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原料药和西药制剂得到了快

速发展，高端医药产品出口也随之大幅提高，尤其是医疗设备增速最为显著；部

分西药出口企业纷纷加入在新兴市场开拓的力度，提高了中国医药产品在新兴市

场的占有率。

2012-2018 年，中国医药产品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是增速较前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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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慢，欧美药品监管制度日趋严格，贸易保护

加剧以及大宗原料药等部分产品国际市场趋于饱和等因素。

2019 年中国医药产业出现了逆势反弹，医药产品出口额为 738.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6%，西药产品、中药产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出口

额分别达到近十年的最高额。得益于医药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市场的开拓，

中国医药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水平逐步提高。

图 3.2 2010-2019 年中国医药产品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所得

在 2010 之前，我国出口的药品产品种类、出口市场都比较少，出口药品主

要以原料药为主，出口市场也是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市场，除了出口产品和市场

少的问题除外，我国医药产品的专利申请也比较少，研发能力也较为薄弱，与欧

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不断

提升，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医药产业的重要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医药产业

国际化的发展规划，促使出口额稳步增加的同时，也使得医药产业的出口结构相

较于以前得到了优化和改善，其中西药制剂、诊疗设备出口分别增长 2.6 倍、

1.7.。中国医药产品出口仍然以亚洲地区为主，同时除了保持传统的海外市场的

稳步增长外，新兴市场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这为我国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发展方向。

中国西药原料药不仅在中国医药产品出口贸易中占据最大比重，也在全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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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产业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2019 这 10 年间，我国西药原料药出

口额逐年大幅增加，占比呈现逐年降低的态势，2010 年原料药的出口额占整体

医药出口的 52.67%，到 2019 年下降至 45.62%，10 年间下降了 7 个百分点，这

说明我国医药产品的出口种类也来越丰富，结构也越来越优化。

西药原料药的出口量在这 10 年间仍然保持着增长状态，从 460.36 万吨增至

1011.85 万吨，相较于之前增长了 2.2 倍，这一数据说明中国原料药的势力在不

断增强，在全球医药市场上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2010-2019 年，中国原料药出口市场保持稳定，亚洲、欧洲、北美洲为中国

原料药出口的前三大市场，2019 年，中国原料药出口至该三大市场的总额占据

中国原料药出口总额的 89%。目前，中国原料药共出口到 189 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印度是中国原料药最大出口国，2019 占比较 2010 年提高了 2个百分点。印度

的医药产业国际化水平虽然整体高于中国，但是在原料药的生产上还要依赖于中

国。

图 3.3 2010-2019 年中国原料药出口印度市场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整理所得

中国原料药世界原料药市场上所占据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我国除了追求

数量上的优势，同时也追求更深度的发展，期望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根据科睿唯安 Newport 数据库显示，全球从事原料药生产的企业超过 3200

家，其中中国、印度、美国是全球供应链市场原料药生产厂家、数量占比最高的

三个国家，中国占据了 37%，印度占比 25%，美国占比 14%。2019 年全球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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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约为 1822 亿美元，预计到 2024 年将达到 2452 亿美元，除此之外，随

着全球医药市场规则的不断改变也会给予中国原料药行业一些新的机遇和新的

思路，加速中国原料药国家化的脚步。

表 3.5 供应链市场原料药生产厂家、数量分布

国家 百分比 国家 百分比

中国 37% 意大利 3%

印度 25% 德国 2%

美国 6% 法国 2%

日本 4% 西班牙 2%

韩国 3% 瑞士 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所得

2010-2019 年十年间，中国的西药制剂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及时抓住发展

的机遇开拓海外市场，同时中国制药企业也在研发、生产、管理运营等多方面提

升自身实力，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中国西药制剂国际化发展的步伐。

近十年，中国西药制剂的出口额成倍增长，从最初的 15.51 亿美元增加至

41.09 亿美元，同时占据的比重也快速提高。截至 2019 年 12 月，中国企业自有

品牌制剂在海外上市的数量达到 288 个，地区分布广泛，但是以新兴市场国家和

地区为主。其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于美国、瑞士和德国，上市数量分

别为 20 个、8个和 5个。从剂型方面来看，中国出口的制剂主要包括空腔制剂、

注射剂、局部用药以及其他制剂，其中口腔制剂占据较大比重，上市数量为 156

个，注射剂和局部用药则分别为 85 个和 31 个，两种相加的总和远低于口腔制剂。

中国医药企业在产品质量控制、研发创新方面有了显著提升，部分制剂产品

质量与国外大型药企生产的质量相当。越来越多的国内药企致力于欧美发达市场

开拓，推进产品商业化，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2）中国医药产品的进口情况

中国医药产品不进出口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口贸易也取得了傲人的

成绩，2010-2019 年十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医药产品进口最快、潜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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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医药政策的推陈出新、老龄化情况的

普遍性都加强了对于医疗健康领域的关注和投入，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国内医药

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从而加快了进口贸易增长的步伐，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医药产

品的进口。

2010-2019 年，中国医药产品进口规模不断增大，进口量逐年增加，2019 年，

进口额同比增加超过 40%，实现近些年来最大的增速情况，其中增速最为明显的

是西药类产品，增速超过 60%，医疗器械类产品进口同比增长速度也快速提高。

西药制剂、诊断与治疗设备、西药原料药、生物制品和生化药是中国主要进

口医药产品、四大类产品合计占比约 90%。十年间，进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原

料药进口占比由 28.79%下降至 14.96%，而原研药、专利药以及生物制品和生化

药进口数量和比重都呈现增加态势，其中生物制品和生化药的表现最为强劲，进

口占比从开始的 7.2%提高到 17.06%，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

2019 年，西药制剂、生物制品和生化药以及原料药进口额和增长速度都大

幅增加，西药制剂的进口额达到 199.1 亿美元，生物制品和生化药进口 122.6 亿

美元，医药原料药进口 107.5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52.79%、同比增长

157.95%、24.7%。近些年，由于环保压力和部分原料药垄断等因素，中国的原料

药开始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为解决这一困境，中国部分医药企业开始寻找进口替

代品。同时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和新药上市申请使得中国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原

料药，从而提高了对于西药原料药的进口幅度；诊断与治疗设备进口 186.6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3.39%，占中国医药健康产品进口总额的 25.97%。

图 3.4 2010-2019 年中国进口医药产品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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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口市场来看，中国医药产品主要从三个地区进口，分别是亚洲、欧洲、

北美洲，进口国家重要是美国、德国和日本。2010 年数据显示，中国总计从三

大地区进口占比高达 96.26%，2019 年三大地区占比总计 94.24%。根据 IQVIA 统

计数据可以得出，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在 2018 年达到 1370 亿美元，预计到 2023

年将在此基础上再增加 400 亿美元，并且中国的医药市场规模在未来五年仍然将

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医药市场向全世界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并吸引了更多

了海外药企纷纷进驻中国市场，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医药政策都为国外

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表 3.6 2010、2019 中国医药产品前十大进口国

2010 2019

1 美国 德国

2 德国 美国

3 日本 日本

4 瑞士 爱尔兰

5 法国 法国

6 意大利 瑞士

7 比利时 意大利

8 爱尔兰 瑞典

9 英国 英国

10 瑞典 丹麦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3.2.2 印度医药产业进出口情况

印度制药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作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行

业之一，为全球的医药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11-2017 年印度制药也全球市场

规模由 210 亿美元增至近 300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 3，尤其是在仿制药领域占据

全球领先地位，被誉为“世界药房”。

在全球产业链中，印度制药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存在及发展大大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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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业链的完善和壮大。其中对于印度制药业的对外贸易来说，出口贸易占据了

半数份额，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每年出口的药物为印度带来的贸易顺差高达

110 亿美元，近 3年，印度医药产品的出口为印度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来了 20

多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印度医药产业的发展进程，减轻了制药企业的成本

负担，同时为印度政府带来了直接的财政收入。

据数据统计显示，2018-2019 年印度的药物出口额为 191.3 亿美元，增长率

为 10.72%，占印度出口商品总额的 5.79%。其中，主要出口药物产品包括制剂、

原料药和药物中间体，出口额占全国商品出口额的比例分别为 70%、20%。同时，

印度是全球排名第一的疫苗生产国，疫苗产量占全球的 60%，这些数据均说明了

印度制药业的国际竞争力及综合实力。

表 3.7 2017-2019 年印度药物出口细分市场情况

种类 2017-2018 财年 18-2019 财年 增长率（%） 贡献率（%）

（单位：亿美元）（单位；亿美元）

阿育吠陀药物

原料药和药物中间体

药物制剂和生物制剂

草药

外科手术用药

疫苗

总计

1.44

35.25

120.94

3.11

5.52

6.53

172.81

1.47

38.95

135.61

2.98

5.69

6.61

191.34

1.96

10.48

12.13

-4.12

3.19

1.31

10.72

0.77

20.36

70.87

1.56

2.98

3.46

100

资料来源：Pharmaceutiak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 India

从出口目的国来看，2018-2019 财年印度药物的出口目的国达到 210 个，出

口额前 25 位的目的国占其药物出口总额的 68.3%，其中 48 个出口额超过了平均

值 9520 万美元，8个国家的年增长率达到了 22%,是平均年增长率的 2倍。

从出口目的国地区分布来看，排列顺序以此为北美、非洲、欧盟、东盟、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等，占据份额分别为 32%、18%、16%、7%、7%及 5%，

由数据可以看出，北美是出口比例最大的地区，这也印证了印度出口药物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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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就是欧美市场这一结论。

表 3.8 2017-2019 年印度药物出口目的国（前 10 位）

序号 国家 2017-2018 2018-2019 增长率（%） 贡献率（%）

1 美国 5118．20 6820.41 13.72 30.42

2 英国 556.65 630.17 13.21 3.29

3 南非 582.99 619.08 6.19 3.24

4 俄罗斯 468.77 485.55 3.58 3.54

5 巴西 382.72 452.05 17.81 2.36

6 尼日利亚 466.67 447.95 -4.01 2.34

7 德国 389.24 445.78 14.53 2.33

8 加拿大 229.80 325.26 41.54 1.70

9 比利时 242.95 277.49 14.22 1.45

10 法国 252.12 276.66 9.73 1.45

资料来源：Pharmaceutiak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 India

3.3 中印医药产业注册审批现状

3.3.1 中国医药产品注册审批情况

医药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医药产品作为直接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品种，其

对于质量的认证要求和标准较其他行业来说也更为严格，一旦获得专业机构的认

可也就意味着在国际医药市场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竞争力。所以各国在追求

更高的出口额的同时也致力于追求药品的研发和质量，争取获得更多的注册认

证，从而占据相对有利的市场地位，争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据数据统计，截止到 2019 年 12月 31 日，中国原料药企业已经持有超过 2300

件，在 2015-2019 年间，中国新增了超过 50 个美国 DMF 备案。对比中国和印度，

中国在美国 DMF 备案数量不如印度，但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除了 2015

年爆发式的 200间 DMF备案外，2016-2019 每年新增注册数量均保持在 1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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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与主要竞争对手印度在 DMF 持有数量上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制药企

业在某些细分领域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从2015-2019年欧洲CEP新增数量来看，

中国制药企业平均每年有 55 件左右，而印度每年数量均在 100 件以上，所以两

国在数量上对比与印度仍有较大差距，这与欧洲本土原料药生产供应能力以及复

杂注册申报程序有一定关系。

根据 2015 到 2018 年各类注册申请完成情况来看，IND、补充申请、进口再

注册和一致性评价数量都基本呈现上升的态势，其他的在不同的年份会有或多或

少的波动，但是整体上表现良好。中国仿制药 ANDA 获批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甚至在 2019 年达到获批数量的最高点 170 件，但是相较印度在同年获得的 290

件差距显而易见。

表 3.9 2015-2018 年中国各类注册申请完成情况（单位：件）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类别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IND 655 961 908 1094

验证性临床 2725 3275 596 240

NDA 390 690 294 296

ANDA 3668 3655 4152 2388

补充申请 1970 2749 2283 3095

进口再注册 181 288 296 536

复审 12 450 192 101

一致性评价 0 0 52 238

资料来源：根据 CDE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整理所得

3.3.2 印度医药产品注册审批情况

印度始终在药品注册获批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通过 2018 年印度在美国和

欧洲进行注册和审批的情况来看，印度药企在美注册的 DMF 批号达到 3980 个，

而且通过 FDA 认证的印度制剂企业有 53 个，通过欧盟 GMP 认证的工厂有 76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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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取得目前的成就跟其在欧美市场获得的注册和认可是密

切相关的，为印度药企及药品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

从 2015-2019 年欧洲 CEP 新增数量来看，印度仍位列世界第一，中国企业

CEP 新增数量占据第二位，但中国与印度在 CEP 上的差距明显小于美国 DMF 备案

数据。美国仿制药注册数量整体呈现增加态势，印度在这其中始终保持着全球第

一的位置，与其他国家拉开较大的差距，其中也包括中国。印度无论是在 FDA 的

审批数量还是在 DMF 及 ANDA 注册审批书数量上都要高于中国，拥有绝对的占比，

这些认证和许可都给印度药企的国际化道路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促

使其更好的向新的海外市场进行开拓和扩充。

表 3.10 2018 年印度在美国、欧洲注册获批数量

监管机构 注册情况 数量

美国

向 FDA 提交 DMF 文件的印度公司 195 家

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原料药和制剂工厂 700 家

印度药企在美注册的 DMF 批号 3980 个

ANDA 获批文号 4325 家

通过 FDA 认证的印度制剂企业 53 家

欧洲

获得 CEP 证书 1597 份

持有 CEP 证书的印度药企 194 家

通过欧盟 GMP 认证的工厂 769 家

MHRA 批准的上市许可 1950 个

获得爱尔兰 CEP 证书 300 份

在瑞典药监局获批的上市许可 209 个

拥有瑞典药监局上市许可的印度药企 14 家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药品出口促进会统计数据整理所得

3.3.3 中印企业警告信对比情况

全球医药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依赖于各个国家自觉遵守国际规则，接受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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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为医药产业的正常健康交易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达到国际国内

双丰收的目的。而 FDA 具备相应的审查资格，同时也承担其审查责任，而 FDA 行

驶这一权利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给检测不合格的企业或个人发送 FDA 警告信，这

一警告信想当与美国官方告知书，一旦接到警告信，就说明该产品被禁止进入美

国医药市场。

细数 2013-2018 年美国 FDA 发出的警告信可以得出，2016-2018 年的现场检

查和警告信爆发期使得 FDA 发出的警告信数量大幅增加，与美国本土企业相比，

美国境外企业收到警告信的数量是境内的 3倍，而中国和印度分别占据了第 1和

第 2 的位置，近几年获得总数分别是 65 和 60，相差无几，这就说明中国和印度

的制药企业在药品质量的把控上存在较大缺陷。

表 3.11 2013-2018 收到 FDA 警告信国家 TOP5

国家和地区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 2 5 2 15 17 24 65

印度 7 7 8 10 14 14 60

欧盟 7 3 3 5 8 9 35

加拿大 4 1 1 3 5 14

韩国 2 9 11

资料来源：FDA，Cortellis Regulatory Intelligence

通过对比 2018 年 FDA 发出警告信总数和发出出口警告信的数量可以得出，

不论是占据比例较大的中国和印度，还是收到警告信 TOP5 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其中出口警告信都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中国在 2018 年收到的警告信总数为

24 封，出口警告信就有 21 封，比例高达约 87%，印度相较于中国情况较乐观，

出口警告信只有 6封，占据比例约为总数的 43%，这说明印度的药品出口情况相

较于中国来说更加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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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印医药产业国际化历程及国际竞争力对比

4.1 中印医药产业地国际化发展历程对比

中国和印度的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至今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和探寻，几十

年的潜心钻研，几代人的呕心沥血，不断地从失败中汲取经验，从困难中找寻方

法，才达到现在的成绩和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原料药第一大生产国，印度也

被称为“世界药房”，在仿制药领域占据绝对地位。

4.1.1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及路径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医药产业也是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性飞

跃，目前，中国医药产业正在努力的追求转型升级，从开始的追求高速度发展转

变为高质量发展，这也迎合了中国想要从制药大国变为制药强国的目标和愿望。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化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医药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必将会加快国际化发展的步伐，而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的进

一步加快也同样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从而反向促进医药产业朝

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医药外贸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最开始

的出口原料药、仿制药到复杂的制剂、创新药，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全球产业合

作、深度布局发展升级，中国制药正在寻求高水平的发展，不断地向上攀登。中

国医药产业近些年不仅在产品贸易的种类方面还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具体模式方

面完成了自我蜕变，从而使得中国医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具备话语权，推

动了中国从跟随者向领军者身份的转变。

中国的医药企业采用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以及海

外生产的方式进行国际化经营，并且通过出口、合资、制造研发外包、设立子公

司、跨国并购、对外投资、许可等方式打开国际市场，进行对外贸易，改变了我

国缺医少药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转变成为世界原料药生产和出口的第一大国，即

使是突发的疫情也没能改变中国在全球医药市场上的地位。目前中国除了直接对

外投资、跨国并购等方式，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进行全球研发，在海外开展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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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建立研发中心，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已经不再只是单一的进行产品进

出口交易，而是多方面、多领域、多角度开展国际合作，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

更完善的经营方式。

图 4.1 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从对外贸易国家及地区来看，中国医药产业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最初的亚

洲、欧美等传统医药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

进程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中国开始将贸易方向向这些新兴国家

倾斜，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在原有的市场基础上，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截止 2020 年初，中国已经和 138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其中所包含的人口数量、市场容量都为医药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连续开展与中东欧、东盟、非洲在“健

康卫生”领域的经贸合作的做法，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程度，

而且也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信心和动力。新兴市场的不断壮大体现出了中国医药

产业多元国际化的新思路，为医药产业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国际化道路迈进

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4.1.2 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及路径

印度从最初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药房”经历了 50 年的时间，印度的 GDP

虽然与中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具有很大差距，但是在制药领域却比中国占据了更大

的世界市场，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发挥着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力，这主要依靠印

度给句医药产业强有力的扶持政策，以及对于医药企业的投入程度和关注程度。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重视和投入，医药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国际市

场上的地位也在逐渐增强，缩小了与其他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中国目前仍

中间商

间接出口
直接出口 设立海外销

售分部

海外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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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原料药为主，其他方面仍处于比较初始的状态，尤其是在仿制药方面与印度

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印度目前的仿制药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成

为美国的第二大药物进口地区，在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

纵观印度制药业的国际化历程，可以发现，印度制药产业的发展路线大致可

以归纳为五个步骤，依次表现为大宗原料药中间体、特色原料药、不规范市场的

专利仿制药、规范市场的通用名药物、创新药物。与此同时，印度重视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一方面印度政府给予印度医药产业的强有力的扶持政策使其快速发

展，与国外大型跨国企业争夺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利用原料药产业重心的转移

和非专利药市场的放大等机会，积极占领国际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印度迅速

掌握了国内国际市场，同时两个市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两个市场来说都起

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医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

通过分析印度医药企业的发展方向可以将其划分为 20 世纪 90 年代前和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两种企业类型，前者主要是国内市场为主，后者主要以占领国

际市场为目标。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化进程的阶段。

首先从较为宽松的市场，且市场监管要求与印度大致相同的地区入手，例如

非洲、东南亚等。这些地区除了市场监管和印度相似之外，其经济发展情况和疾

病情况也同印度有着相似的地方，从这样的地区开始会降低市场进入的难度，增

加药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从而增加市场和消费群体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这一阶

段企业主要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市场为目的，企业基本是采取出口的方式进入市

场，还有少部分企业采取合资或是建立合作的方式进入，这样既能降低企业的成

本，同时也能获取非洲和亚洲的市场范围。

其次是以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市场为主，这些地区额监管程

度处于非洲、亚洲和北美洲之间，较前者严格，但较后者宽松，所以属于半监管

的市场，同时这些市场在市场监管方面与印度相似，所以这就为印度医药进入该

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使其拥有更大的销售潜力，获取更多利润的能力。

然后是进入监管严格的美国和欧洲市场，美国和欧洲市场相较于前面两个阶

段的国家和地区来所具备更大的难度和挑战，需要更充分的时间准备，但同时也

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利益。所以在吸取先前国际化经验的基础上，印度医药企业

于 2004 年以后陆续走进美国和欧洲市场，这一阶段印度医药企业不再只是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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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依靠出口地方式，而是更多的采用企业兼并、开设海外子公司或者建立合资企

业的进入方式。美国和欧洲市场的认可对印度医药产业的国际化来说意义重大，

这一认可和接受奠定了印度发展成为“世界药房”的基础，为其之后的海外市场

的开拓发挥了重要意义。

接着是进入日本市场。2005 年日本医药市场的对外开放为印度医药企业提

供了机遇，开放初期的日本医药市场监管要求较宽松，这对于印度药企来说无疑

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类似于前几个阶段，印度制药企业同样采取了合资或建立

海外子公司的方式进入日本市场，这也意味着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化的规模不断扩

大，地位不断提高。

目前，印度也在积极不断地开拓中国的医药市场，随着中国医药市场的开放，

摆脱之前药品自给自足的状态之后，各国都看到了中国医药市场巨大的潜力，中

国的人口数量巨大可以为其他国家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劳动

力成本相对低廉又能为海外企业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提供便利。印度近些年来也

在积极的将本国的产品出口到中国，与中国进行医药合作，利用中国的市场增强

其国际化的水平。

4.2 中印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对比

国际竞争力对于一国产业来说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意味着该产业在国际市

场上所占据的地位及所拥有的话语权。但是对于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测量需要进行

多方面指标和数据的对比及分析，工作量大，数据获取不完善都会造成对这一水

平测量的不准确。医药产业是一项高技术产业，对于其国际竞争力的评判标准主

要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主要是外在表现、内在能力以及发展环境。

印度和中国的医药产业目前在世界市场上都占有一定份额，且地位不断提

升，但是要想知道这两个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能否持续提升，需要通过

指标和数据来进行分析。本文分别这三个方面中选取一些代表性的指标来比较中

国和印度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水平，从而得出结论。

4.2.1 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全球市场中所具备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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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力，主要表现为该产业的出口总额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情况，数学

计算方法为：国际市场占有率=一国出口总额/世界出口总额。最后得出的数值越

大，就说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强，越小就表示越弱。这一数值不仅可以通过不

同国家间的同一产业来进行横向对比，从而说明哪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强，

同时也可以通过同一国家同一产业不同年份来进行纵向对比，可以看出该国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变动情况，从而更清楚直观的了解本国产业的国际竞竞争力目前所

处的水平和努力的方向。

通过列示 2015-2018年中国和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其排名，可以

看出印度医药产业连续四年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高于 2.0，远高于中国，而中国

的医药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 4 年整体稳定在 1.4%左右，但在 2018 年上升至

1.53%，说明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但仍然于印度有较大差距。从排名也

可以看出，中国医药产业市场占有率排名位于印度之后，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医

药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与印度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地发展，

不断地更新，从而提高医药产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强国际竞争力。

表 4.1 2015-2018 年中国、印度医药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从及排名

国际市场占有率（%） 目标年份排名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2015 1.43 2.58 16 10

2016 1.40 2.61 16 10

2017 1.40 2.45 15 11

2018 1.53 2.47 14 11

资料来源：更具 WTO 网站的数据计算而来

4.2.2 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别名又叫 TC指数。它的内涵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差额和

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对比，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

进口）。TC的高低代表了国际竞争力是否存在以及强弱情况，主要以 0和 1来分

别进行区分，以 0为界限分为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大于 0则表示具有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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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小于 0则代表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以 1为界限主要是区别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数值越接近 1，则表明国际竞争力越强，相反亦然。

从表 4.2可以看出，中国医药产业的 TC指数从 2015-2018年均呈现负数，

说明我国医药产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同时呈现逐年下降地态势，这一情况说明

中国的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正在下降。但是对比印度的 TC指数，可以得

出印度医药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TC指数从 2015-2018年都是正数而且接近

于 1，这说明中国和印度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差甚远，印度遥遥领先，占据世

界第一，而中国却排名靠后。

表 4.2 2015-2018 年中国、印度医药产业 TC 指数及其排名

目标年份 TC 指数 目标年份排名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2015 -0.470 0.772 50 1

2016 -0.495 0.770 50 1

2017 -0.550 0.754 49 1

2018 -0.518 0.748 47 1

资料来源：根据 WTO 网站的数据计算而来

4.2.3 研发投入

医药产业以高技术为特征，所以该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先进技

术和高素质专业人才，而技术和人才水平的提高取决于资本和经费的投入。近些

年，中国医药企业越来越重视药品的创新和研发，所以在医药研发地资金和人力

投入方面地力度也越来越大。

2018年，中国的医药制造业 R&D机构数达到 3183个，医药制造业研发人

员比例达到 7.20%，相对于高技术产业地平均水平来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总体

来看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例如化学药品制造业和生物药品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比

例分别是 8.56%和 10.35%，但是中成药制造业却低于平均水平，这就表示在该

方面的研发人员投入力度是不够的，仍然需要做出调整和努力。从 2012年到 2018

年，中国医药制造业的 R&D人员投入正在不断的增加，说明了我国医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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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技术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

研发投入方面，2018 年中国医药制造业 R&D 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1.63%，而印度的研发投入比例高达 8.50%，并且印度从 2012年到 2018年研发

投入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状态，均在 5%以上，遥遥领先于中国，这说明中国和印

度虽然同样重视医药产业的研发投入，但是数据显示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

差距。研发投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研发水平的强弱，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医药

产业想要获得创新和发展，还需要向印度吸取更多经验，加大研发投入，增强研

发能力，从而提高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2.3 比较优势

想要对比不同国家间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需要从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产

业规模三个方面给来进行对比说明。

中国和印度同是劳动密集型国家，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优势，但是随着中

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开始寻求从劳动密集型向高新技术型国家

转型，而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增加，相较于 GDP水平仍然比较低的印度来说，在

医药制造这一领域印度仍然保持着成本优势，所以这也奠定了印度以低成本的仿

制药占领市场的基础，成为全球的廉价药房。

在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方面，印度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的水平，从 2011

年的 209.5亿美元增长至 2017年的 296.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64%。由

于印度逐渐完善社会医疗基础设施与保障体系措施的实施，预计到 2020年印度

医药市场规模将再翻一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在 2016

年已经达到 2000亿美元，上升至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显而易见，中国与印

度就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相比，中国国占据了巨大的优势，这说明中国医药产业

虽然在很多方面距印度有较大差距，但是中国医药产业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和发

展潜力，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医药产业会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和活力，占据国际

市场。

4.2.4 创新活力

创新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利申请数量，一方面是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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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2018年中国医药制造业分别在这两方面取得了 9580件和 10073项的成绩，

占比达到 9.86%和 10.29%。其中，化学药品制造业的表现最为亮眼，在两个方

面都占据最佳，数量分别为 4814 项和 5141 项，占据了整个医药制造业的 50%

的比例；中成药和生物药品制造在生产专利申请方面的数量分别是生产专利申请

2718项和 976项，在有效发明专利方面分别为 3442项和 835项。

近年来，印度药品行业迅速发展，使其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各种药品专利发

明者的中心。2013-2015 年间，在印度提交的 13 万项专利中，约有 15%来自本

土制造行业，据在印度昌迪加尔举行的第 69届印度医药大会上公开的信息，印

度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递交的药品专利申请的数量居全球第2，仅次于美国。

这足以看出印度在创新能力方面也领先于中国。

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技术投入、比较优势和创新活力三个方面的数据和现

状，可以看出中国医药制造业和印度医药制造业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但同

时又各具优势，印度在研发投入、创新活力上领先于中国，表现出强劲的内在实

力。同时中国也具备相应的比较优势，中国日益扩张的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以

及医药企业对于研发领域的高关注和高投入，这些方面都会成为中国医药制造业

进一步发展的源源动力。但是中国医药产业要想获得更大的提升和更高的国际地

位，就应该直面自己的问题，学习印度在这方面发展的有用经验，从而巩固和加

强自身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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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印医药产业国际化差异的影响因素

5.1 外部因素

5.1.1 政治环境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无论是对人类身体健康还是对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疫情的爆发让各个国家都更加关注药品的安全和质量，

所以对于药品的研发、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对于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所以医药制药企业想要进行药品生产，就必须具备相关领

域有关在部门的专业认证和许可。这一做法不仅能够把控药品的质量安全，还能

够规范药品市场，从而为医药制造业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中国和印度作为制药大国，都拥有大量的医药企业，也越来越重视药品的安

全问题，近些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加快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对医药

产业进行调整和转型，从而加快我国从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的转变。与此同时国

内医改政策也推动了中国医药产业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这一系列的措

施及政策，都为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提升自身实力的同

时也增加了国际竞争力，但是印度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具有很大差距，需要

我们付出更大的艰辛和更多的努力。

医药产业是印度三大优势产业之一，印度给予了其最大限度地政策优惠，印

度政府从很早地时期开始，就为促进印度医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制定

统一的药物政策，对标欧美领先国家产品质量准则，严格把控药品质量和安全，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印度生产的通过各种国家认证的药品非常多，同时是美国境

外有用最多 FDA 认证药厂的国家，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印度药品

的国际接受度和国际竞争力。

5.1.2 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方面。经济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产业发展的关键指标，代表着国家的

发展水平，影响着产业国际竞争力，所以拥有健康有序的经济环境对国家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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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危机的结束，使得世界经济开始全面复苏，从而带动

了医药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医药产业领域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使得全球药品市

场基本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同时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龄化速度不

断加快，医疗保健成为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从而促进了全球医药产业的快速发

展。

随着中国和印度对本国医药产业的关注和投入，两国的医药产业都达到了高

速发展的阶段，在国际医药市场上都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断

提高，贫困程度不断下降，但是仍然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生活水平较贫

困的地区，而经济水平直接影响了医疗水平，所以目前仍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

买不起药、吃不起药的情况。这时，作为原料药大国的中国和世界药房的印度就

拥有了大规模的市场，为两国的医药产业带来的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印度的药

品价格低，质量高，所以相对中国药品来说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更符合经济

发展水平低下地区人民的选择要求，这也成为了中国和印度医药产业国家化差异

的因素之一。

5.1.3 贸易环境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药品进口关税不断降低，进口流程更加简便，

引得众多大型跨国药企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投资设厂，这就会挤压中国医药企

业的生存空间，阻碍中国医药企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医药产品对外出口量也在不断增加，医药产业的

国际占有率也得到提高。

印度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了专利法的出台和落实、与国际市场接

轨的政策标准以及研发投入的加大等三方面的努力。医药产业是印度的强劲产

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各方面的便利，从开始专利法的扶持、但后来积极向欧美国

家看齐、再到后来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创新药品的研发，印度一直善于利用国际

规则，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增加其医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了大力发展医药

产业，印度早在 2007就颁布了《国际生物技术发展战略》，为鼓励企业积极引进

高端设备和人才，针对临床试验设备和实验用消耗品给予免除进口关税的优惠政

策，这对于印度医药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和药品研发来说都具备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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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直以来，各国之间的贸易政策、贸易争端问题屡见不鲜，尤其是作为

特殊商品的药品方面问题更加突出，随着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世界

市场对于药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也更加注重，审核标准也更加严格规范，所以药品

的进出口贸易面临着困难和压力。中国和印度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药品贸易问

题，解决这一问题，两个国家都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

增加国际竞争力。

5.1.4 技术环境

医药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先进的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素。医药产业想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良好的技术环境，过硬的技术

保障缺一不可。中国和印度虽然作为原料药大国和仿制药大国，但是都在自身基

础上追求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不断朝着创新药的方向发展，追赶欧美等医药强

国的步伐。

专利法的修改，药品被纳入了专利保护的范围，这给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以

及医药企业带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给其带来了压力，使得中国医药企业在与国外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竞争中落入劣势地位，并且还可能面临知识产权的纠

纷；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机遇，中国的医药企业纷纷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增加对药品的研发投入金额和力度，不断提高自身的研发创新实力。除此之外，

国家一系列有关支持创新和专利保护政策的出台和落实，都为中国医药制造业指

明了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利的技术发展环境。

印度医药产业国家化进程在近些年取得了巨大跨越，但是印度制药企业并不

满足于此，而是将目光瞄准了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同时也更加注重药品的研发

和创新。目前，印度医药企业为了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始与国外研发机

构和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经济合作，为其国际化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医药产业全

球市场布局做出巨大努力，并且提供有力的技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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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内部因素

5.2.1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初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地理位置

和天然资源；另外一类是高级生产要素，主要表现为知识、技术和基础设施等。

波特理论认为，初级生产要素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高级生产要素

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产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医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同

时以追求先进技术为特征，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和青睐，逐渐成为投入比

重前列的产业之一。而对于医药产业而言，高素质人才、高新技术设备、医药专

利和资本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它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产品研发和创新。

中国近年来在医药产业的投入比重越来越大，高级研发型人才数量逐渐增

加，主要是因为医药外包产业以及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随着中国医药

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型跨国医药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也为中国

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更多的先进技术和高级专业人才；中国数理化等工科

基础教育的发展也为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培育了一批技术型人才。但是就中国医

药产业目前状况而言，熟悉国际医药市场环境、熟知国际规则和国际营销及管理

人才的缺少仍然是制约医药产业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印度作为世界第一仿制药大国，其仿制药的市场规模巨大，占据了国际医药

市场的大部分，其国际竞争力水品遥遥领先。在仿制药发展稳定的基础上，印度

也逐渐开始攻占创新药领域，追赶欧美等国家的步伐。印度的医药领域人才大都

从国外引进或者进行海外学习，吸收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知识，熟知国际医

药市场规则的同时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经营理念，这样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于印

度医药产业国际化全面布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5.2.2 市场需求

波特钻石模型中所讲的市场需求主要侧重于国内市场。产业国际化要以国

内市场为根基，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开拓国际市场，国内国际同时抓能够促使产

业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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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市场需求呈现出规模大、增长速度快的特点，除此之外，公立医疗

机构买卖双向垄断也是其一大特点。一方面对患者进行卖方垄断，另一方面对企

业进行买方垄断段，这样的模式严重阻碍了本土医药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印度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口数量上都不比中国存在更大的优势，甚至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还要远远落后于中国，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人口数量较

大，就造成了印度人均 GDP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这直接影响了印度人民的日

常生活水平。印度作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国内贫困人口比例较大，极端

贫困人口更是世界第一。因此，对于这么庞大的穷困人口来说，医疗就是一个巨

大的市场，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同时西药又处于垄断的状态下，吃不起

药就成为了印度人民最大的生存难题，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困境的存在，激发了国

内便宜药的兴起，从而仿制药的低廉的成本优势也显现出来，就此来看，印度医

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是其重要原因。

5.2.3 产业集中度

从全球医药市场来看，医药市场越发达，产业集中度越高。医药产业作为资

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相对其他产业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全

球医药市场的 50%的市场份额掌握在全球前 15的制药企业中。从医药流通领域

来看，集中度程度呈现出更高的状态，美国前 3名的医药流通企业掌握了全美国

80%以上的药品销售额。这两个方面的情况足以看出医药产业的集中度对于医药

产业的国际化水平的决定性意义。

对比中国和印度医药产业的集中度可以得出，印度的生物医药企业在印度政

府的培养和扶持下，市场集中度不断增强，相继产生了一系列大型跨国医药企业，

例如太阳制药、鲁宾、迈兰和西普拉等等。其中太阳制药和鲁宾公司在 2017年

双入围全球处方药医药企业排名前 50 名，其当年的销售额分别为 48.04亿美元

和 24.9亿美元，但是作为制药大国的中国来说却无一企业上榜。中国医药产业

的集市场集中度相较于印度来说一直处于较低的情况，根据数据统计，2015年

中国医药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达到 46.3%，相较于之前有所提升，但是于发达国家

相对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这与大型企业的培养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医药企业的并

购主要是产业链下游的横向并购，而基于价值链扩展到纵向并购的力度不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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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就造成了中国医药产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所以这也成为了中国医药产业国际

化与印度相比有较大差距的原因。

5.2.4 产业政策及监督

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扶持队医一个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

国和印度在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都给予了有效的政策支持，但是就医药产业

在国家产业布局中的地位来说，印度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中国。

医药产业作为印度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印度政府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就

对这一产业进行大力的政策扶持，更是提出了要在 2020年建成生物技术大国的

目标。印度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给予了医药产业最大限度地优惠力度，使得印

度医药大中小型医药企业都能获得最有力的发展条件。印度医药产业的发展重心

主要又两个，一个是仿制药，一个是创新药的研发。为了吸引外资、提高研发技

术扩大印度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印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例如给予外国

投税收优惠、放宽持股比例、设立众多技术项目基金、成立研发机构、减免关税

等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努力地将医药产业发展成为核心产业。

中国在医药产业地发展方面也作出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

革，其中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大力促进医药企业地研发创新与国际化战略

转型，另一个是抓医保、打药价。在对于推进创新和国际化方面来说，中国政府

主要采取以下政策；核查临床试验数据、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加快创

新药审评审批、一致性评价和加入 ICH与国际接轨等。2018年中国政府更是接

连不断地进行顶层政策改革，这些改革短期内可能对于医药产业来说效果不大，

但是从长期来看，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且意义重大的，这也能看出中国在不断

的加强对医药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医药产业的实力和水平，加快实现中国从

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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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6.1 维持现有市场，开拓多元化市场

2020年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使得我国医药制造业受到影响,医药企业也不能

幸免遇难,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延迟开工、停工停产、运输阻碍、物流管制等等因

素均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而随着疫情的发展,影响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我国,

全球范围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无疑对大型跨国药企来说是一个重挫,国内市

场和国际市场同时受到打击,国际市场环境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保持传统的医

药市场、扩大国际主要市场的份额仍然是需要坚守的基础，但是在此基础上，开

拓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也是必要的选择。由于国际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同时欧

美等发达国家也受到疫情的冲击，这种情况对中国医药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

战，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可以促使其更进一步发展的机遇。近些年来，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我国与这些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

越密切，这些地区也成为我国发展医药产业的新兴市场，中国试图在保持原有市

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范围，促进医药产业国

际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努力打造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地另一个新高地。

6.2 加大技术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医药产业是多学科理论和先进技术相结合地物种，从中可以看出先进的技术

是影响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医药产业想要提高国际化程度和水平，技术

则是至关重要，所以只能不断的加大技术投入，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医药产业主要存在技术水平低、价格竞争激烈、利润低、研发投入少

的问题，从而使其陷入了恶性循环，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而反观印度医药产业，

其出口额在近几年实现了质的增长，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主要原因就是其经

历了从大宗原料药-特色原料药-仿制药-创新药的不断完善和进步的过程。所以我

国医药产业需要在原有技术基础上，寻求更先进更优质资源来实现技术进步和药

物创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印两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对比研究

47

首先，企业应该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其创新活力和品牌效力，在坚持自身特

色的基础上，进一步钻研技术创新，提高专利保护意识，取他国所长，补本国所

短，要勇于面对自身的问题，积极寻找解决困难的途径和方法，实现技术上的创

新和突破，形成独有的竞争优势。

作为实现国际化的主体，企业应该充分参与到技术创新的领域中，不能只一

味的依靠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企业自身也应该行动起来，承担起研发创

新的责任，积极与科研机构、科研院校进行合作，有条件者可建立自己的研发中

心，建设高水平的综合创新药物研发平台，寻求更高程度的创新水平，培育医药

创新的重要力量。

其次，鼓励发展合同研发服务。目前中国凭借着丰富的临床资源、医药开发

和研发和创造业的良好基础，综合成本低等优势条件已经超过印度成为亚洲首选

的研发外包地。这些都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我们要在这一良好基础

上，把握住机遇，努力增强自身的实力，开创出一条属于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发

展的大道路。

6.3 加快产业转化升级，提高产业综合水平

对于一个企业，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国家来说，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已有的

成就就不能再满足其追求更大的市场，更高的利润的愿望，所以海外的市场，全

球的资源势必会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同样的，进入国际市场才能使其具有更开阔

的眼光，发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吸收更先进的技术，获得更高水平的人才，从

而促使其更深程度的发展，所以进入国际化的市场，制定国际化的战略，利用全

球化的资源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径。

作为关注程度不断增强的医药产业，在 2020年疫情爆发的阶段显得尤为重

要，而其国际化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也成为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从我国医药产业

的现状来看，附加值较低是目前存在的一大问题，要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就必

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实现产业的全面升级。一方面，医药企业要进行全

产业链的布局，通过进行对外投资、企业兼并以及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来逐步完

善本企业的上下游产业，实现各个不同环节之间的相互结合，上下游之间的有效

整合，扩大规模，降低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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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医药产业链的调整短期内会给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压力和

困呐，但是在这一阶段，更应该关注国内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医药产业基

地、研发中心，利用好集群效应以及国际政策，这些方式都会给我国医药产业的

国际化发展带来好处和促进作用。

6.4 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是我国一直推崇的兴国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

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教育和科技更加成为我们不断发展不断追求的目

标 ，对人才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加深了各国之间的

往来和联系，促进了全球资源的整合，使得各国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

种环境下，具有国际化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为了企业争抢的对象。而作为以先进技

术为主的医药产业更是如此。

医药产业是典型的的高技术产业，而目前我国医药产业也在加速国际化的脚

步，所以具备国际化水平的专业人才势必是其一大助力。但是就我国医药产业目

前情况而言，我国缺乏熟知国际医药市场规则、具有国际视野、拥有国际化经营

管理的高素质人才，所以人才的培养也成为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指路

灯。

除了重视人才的培养，国际市场营销方式也能够为医药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添

砖加瓦。在这个“人人都是代言人“的时代，好的产品想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势必需要营造氛围，吸引人的目光。医药产业国际化的

道路想要走的更好更远，市场营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我们需要在产品的基础上

找准市场定位，为其进行包装宣传，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占有率，增强其国际

竞争力。重视市场营销的同时，服务网络建设也要同步优化，保证其售后服务的

及时性和有效性，从而进一步促进国际化的发展。

6.5 提高医药互联网和数字化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互联网的发展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生产工作还是日常生

活，都一改以往的方式。人们开始大规模的抛弃传统的纸张工作，采用电脑工作

的方式，可以足不出户就买到各个国家的东西。互联网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无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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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世界，一个充满惊喜和奇迹的世界。而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肆虐，更是让

我们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强大，在此次防疫抗疫中，“无接触”给我们各方面都造

成了影响，走出家门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而这时互联网的优势则得到了

成分发挥，信息服务、远程医疗等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开始网上订菜、网上买

药等等。这一变化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互联网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方式充

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企业应顺应这一形势，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快培育新

动能，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加强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开发和拓展，扩大医药产

品的销售范围，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6.6 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力度

医药产业的国家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

控，出台有利于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文件。一个产业想要长足发展

势必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印度医药产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如此高的水平，

得益于印度政府的保护和扶持。所以为了促进我国医药产业国际化进程，各级政

府都应该积极发挥作用，引导产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及时提供信息解决问题，

在给予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还要给予充分的财政和金融支持，为我国医药产业的

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首先要加强产业政策方面的引导。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为企业的

国际化发展指引方向，为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供解答思路，并积极推进

落实相关政策文件，为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环

境。同时政府还应当向国际准则看齐，制定与其接轨的政策法规，严格把控药品

质量和安全，提高中国医药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力度和竞争实力。

其次在财政金融方面也要给予相应的扶持力度。医药产业的高投入会给一些

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仅凭借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其发展，想要进行国际化更是难

上加难。所以国家要给与这些药企资金上的扶持，帮助医药企业解决在金融资本

上存在的困难，同时还要推行税收优惠政策和关税减免政策，减轻医药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所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开源节流”中的“源”对于医药产业面临资金

困难时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政府不能只一味地要求企业通过节省成本来完成

自己发展壮大的目标，应该帮助其拓宽资本的来源渠道，进行有效地资本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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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金融地助推作用。

最后要进行监管调控。政府应该充当药品质量把控的主导作用，制定严格地

监管制度，严格把控医药产品地质量安全，规范医药产业的市场环境，以加入相

关国际互认机构为切入点，建立监管一体化协调机制，在国际主流医药监管制度

的制定实施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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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转瞬间，3年的研究生学习即将告一段落。在这 3年的学习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

不可思议和处之泰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到一个离家乡有着 1000 多公里的地方开

启我作为研究生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想到兰州会成为我学生身份的终点。回首这 3年的

时光，过的真快，过的也真快乐。2018 年也差不多这个季节，我第一次独自坐上飞往兰

州的飞机来到兰州财经大学进行研究生的复试，当时的场景犹如昨天，当时的我还不知

道在以后的 3年，我会无数次地往返这座城市，这个地方。而兰州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

成长过的地方，兰州财经大学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我记忆中的一环。些经历和记忆都让

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更大的成长，我由衷的感谢。

首先要感激我的导师蔡老师，他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治学严谨、待人亲和，3 年

的地接触和交往，他教会了我很多。他让我知道拥有开阔的视野就拥有了更开阔的思想，

他让我知道学术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论文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是要做大量的

前期工作，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钻研和研究。在这 3年的时间中，无论从生活还是学习上，

蔡老师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对于毕业论文，蔡老师更是尽心辅导，从开始的选题方

向到论文最终完成，蔡老师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指导，及时纠正我论文中存在的问

题，同时帮助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也要衷心感激在兰州财经大学 3年的学习中所有教导、关心和帮忙过我的各位

教师。感谢他们为我上的每一节课，为我解答的每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尽职尽责，让我

在不同的学科中学习到不同的知识，体会到不一样的学习的快感。

其次要感谢我的室友以及研究生的同学们，他们陪伴了我 3年的研究生生活，从开

学第一天的陌生到后面 3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一起成长。他们会

在我开心的时候跟我一起分享，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让我 3年的学习时间

过的充实而快乐。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顺利完成我的学业，是他们对

于我从小到大的教育理念让我成长地如此快乐和美好。感谢每一个在我成长的路上给予

帮助的每一个人，是他们让我有了勇往直前的自信和面对压力的坚韧，我相信以后的路

上我还会遇到更多的人，相信每一次的遇见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的记忆和美好，让我能够

更好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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