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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近年来，我国中药产业的转变有目共

睹。中药材从传统农业生产向以 GAP 为核

心的现代化农业生产转变，建设了一批中药

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形成了中药与农业发展

的结合；中药饮片进入了GMP认证时代，大

生产、机械化生产取代了小生产和手工生

产，逐步建立了标准化的生产和质量控制体

系；国家中医药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相继建

立了一批国家工程中心、技术中心和重点实

验室。在不断地努力中，大中药产业正在逐

渐成形。

然后，我国中药产业的国际化之路却

非一帆风顺。以中成药出口为例，我国中

成药出口在世界份额中占比较低，8 成以上

的市场为日韩等国占据。不仅如此，对外

出口的中药药材往往在国外经过加工后再

返销到国内，利润的大头并没有落入国内

企业手中。

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形成这一局

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国中药产业

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经历从手工作坊到工

业化生产的根本转变，也就是改革开放 35

年来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一转变仍在进行

中，相关产业标准也在不断完善，客观上的

差距依然存在；其次，国际上对中药的接受

也是一个逐渐发生改变的过程，很长一段

时间内，中药在国外并未被管理部门看做

药品，而是根据食品的标准来进行检测，这

大大限制了中药产业在海外的发展；此外，

尽管全球医药保健品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我

国中药产业带来了诸多潜在的发展机遇，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以

及中药产业固有的短板，已成为提高我国

中药国际化水平的障碍。

中药产业的快速发展，根本上来说得

益于国家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大力推

动。不断推动我国中药产业国际化水平，

必须牢牢抓住中药现代化这个“牛鼻子”，

一方面不断推动中药产业的标准体系、产

业平台以及人才梯队建设，通过不断创新

来推动产业与国际对接；另一方面，也需要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加快培育

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

要求，积极参与国际上有关中药药品评审

法规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在保证药

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争取相应的话

语权，为我国中药产业走出国门提供更多

的助力。

要想要想““国际化国际化””先抓先抓““现代化现代化””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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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 国 际 化 正 在 艰 难 破 局
本报记者 李春霞

中药进军国际市场再有中药进军国际市场再有

新突破新突破。。近日扶正化瘀片成近日扶正化瘀片成

功完成美国功完成美国IIII期临床试验期临床试验，，

向进入处方药市场目标又近向进入处方药市场目标又近

一步一步。。

面对拥有独特优势的中面对拥有独特优势的中

医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中难寻医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中难寻

一席之地的局面一席之地的局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的国内中药企业开始认识的国内中药企业开始认识

到到，，中药走向世界中药走向世界，，必须适应必须适应

现代医学的现代医学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积积

极探寻让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极探寻让世界各国尤其是西

方人理解和接受的方人理解和接受的““现代现代””中中

药国际化之路药国际化之路——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 （记 者 王 立 彬）

2013 年东北秋粮收购即将全面启动。今年国家玉米、
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在价格水平、仓容利用、贷款方式以
及购销组织等方面将有一系列新变化。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购销计划部部长周毅 19 日
在东北秋粮收购新闻通气会上说，从当前市场情况看，
东北新粮上市后将全面启动托市收购。为缓解主产区仓
容紧张矛盾，中储粮总公司被允许在委托收储库点仓容
不足、收储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租赁社会仓容或经国
家有关部门批准适当搭建露天储粮设施。为解决传统露
天储粮设施防火标准低、安全隐患大的问题，东北地区
搭建露天储粮设施费用标准由以往 70 元/吨一次性提高
到 117.35元/吨。

据介绍，以往由中储粮总公司统贷统还的政策，东北
秋粮收购中也将作出较大调整。在中储粮总公司作为临时
收储政策执行主体的前提下，玉米、大豆临储收购资金由
原来中储粮总公司统贷统还，调整为由收储企业分别向农
业发展银行贷款。此外，还将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的粮食购
销组织引导，在中储粮总公司无收储库点或仓容不足地
区，组织本地企业积极收购，保证农民售粮需要。

周毅说，根据市场形势，中储粮将全力以赴做好秋
粮收购工作。针对仓容偏紧、收储压力大、监管矛盾等
问题，中储粮总公司在做好直属企业收购准备工作同
时，严格、规范开展整体租用社会仓容，抓紧完成跨省
移库任务，争取腾出 1200 万吨有效仓容。继续抓好国
家下达的 200万吨简易罩棚仓建设，在秋粮收购中全面
投入使用。目前中储粮总公司已安排收储库点 2017
个，收储能力 3985万吨。

东北秋粮将全面启动托市收购
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将有一系列新变化

近日，中成药扶正化瘀片成功完成美
国 II 期临床试验，并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DA）的高度认可，有望成为首
个获准进入美国主流医药市场的复方中
药，为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再添浓
墨重彩的一笔。

近 10 年来，中药在国际化进程中取得
了不俗的成果。中国医药公司研发的丹
参药材标准被纳入美国药典，三七等 5 个
品种被纳入欧洲药典⋯⋯近期，成都地奥
生产的心血康也完成了在欧盟的注册。
另外，中成药美国 FDA 注册也取得了重要
进展。继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完成了
美国 FDA 注册后，上海现代中医药股份公
司研发的扶正化瘀片的 II 期临床实验也得
到了美国 FDA 的高度认可。

试水国际市场有突破

中 医 药 注 重 整 体 、标 本 兼
治、调节机体平衡等辩证治疗思
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

“面对当代许多疾病的挑战，特别是
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西方医学遇到了
很多困难。中医药注重整体、标本兼治、
调节机体平衡等一系列辩证的治疗思路，
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可以说，我国
中医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战略机遇
期。”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凯先院
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美国 FDA 正组织专家研究中
药的多靶点治疗效果。美国 FDA 著名肝
病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Hassanein
日前来华表示，“扶正化瘀片试验成功后，
FDA 聘请了多位中国医药专家，主动要求
申请认证的中国医药企业提交中文申请
资料，以增加对中药药理的了解。”

一些中药已经成功打入国外主流医
药市场。以北京同仁堂为例，其出口的中
药中，中成药占 90%，这家百年老店依靠

“以药带医”的模式，在海外 16 个国家和地
区开设了 74 家零售药店，几乎每家都有驻
店的中医大夫，通过中医治疗业务带动中
药销售，推动中药和中医成功走进了国际
市场。“扶正化瘀片将尽快启动更严格的
Ⅲ期临床试验。预计 4 至 5 年内有望作为
处方药在美国国内销售。”扶正化瘀方的

发明者、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平教授
告诉记者。

国际标准尚缺“中药版”

质量标准落后、有效成分和
作用机制不明确、可控性差等问
题阻碍了中药与国际接轨

目前中药在海外大多以健康食品的
身份注册，整体上没有药品地位。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已超 200 亿美
元，而作为中药起源的中国，却无与之
相 称 的 国 际 地 位 。 2012 年 在 中 药 出 口
品种中，中药提取物出口金额仅为 11.3
亿美元，占中药出口金额的 48.5%。中
药材和饮片的出口为 7 亿美元，仅占中
药出口额的 33%。

为什么中药走出国门的道路如此艰
辛？“中药现代化并非易事。”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大宁认为，“中药在
临床治疗中具有多靶位的独特优势，但
是质量标准落后、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
不明确、可控性差等问题也阻碍了中药
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欧盟在 2004 年颁布的 《传统植物注
册程序指令》 规定，药企需提供至少 30
年的药用历史以及其在欧盟地区不少于
15 年的使用历史，才可通过注册并以药
品的身份登陆欧盟市场。中药疗效尚未
得到国际标准认可以及其因人而异的研
究方法恰恰是其短板所在。

我国中药产业集中度不高，没有出
现过 100 亿元规模的旗舰式企业，超过
10 亿元规模的企业也寥若晨星。“创新
不足、低水平重复、规模小、产业集中
度差等问题是阻碍中药国际化进程的主
因，需尽早建立一个科学的、能够与国
际 标 准 接 轨 的 中 医 药 标 准 。” 中国工程
院 院 士 、 中 国 中 医 科 学 院 院 长 张 伯 礼
表示。

另外，中药资源、质量的参差不齐
也不利于中药形成自己的国际化标准。
近年来，我国中药材资源的供应危机和
质量下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究其原因
在于开采过度。张伯礼建议，将中药材
列为国家战略性资源，加强保护、研发

和合理利用，对珍稀濒危中药材进行人
工培育，促进资源恢复；对中药材资源
进行普查，加强中药资源监测和信息网
络 建 设 ； 严 格 控 制 中 药 材 资 源 的 开 采
量，根据稀缺程度，对中药材和提取物
出口进行严格限制，满足国内需求后才
可出口，对稀缺品种禁止出口。

同 时 ， 大 力 推 行 中 药 材 规 范 化 种
植，对重点中药品种、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和国家医保目录品种所涉及的药材进
行大范围规范化、规模化种植，保证中
药 材 的 可 持 续 供 给 ， 确 保 产 品 质 量
安全。

跨界合作研发是条捷径

国内药企开始尝试新药研
发的国际合作，推动跨学科乃至
跨国研发中药产品成为共识

如今，很多国内药企已开始尝试新
药研发的国际合作，推动跨学科乃至跨
国研发中药产品已成为业界共识。据了
解，扶正化瘀片的临床研究就是由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牵头，9 个美国临床中
心参与，项目运行遵循国际临床研究规
范，堪称中药国际化合作的起点。张伯
礼认为，中医药的优势在临床疗效，然
而临床疗效需要用科学的数据来表达才
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中国中药企业应
该主动寻求跨学科、跨国合作，争取我
国中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任德权
认为，中医药要走向世界必须在中医药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充 分 运 用 现 代 的 科 学 技
术，吸收现代的科学技术方法，用现代
化的研究方法、剂型直至语言的表述，
让西方人来理解它和接受它。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也将在中药标准化建设方面加
大力度，并为药企在科研资金、税收、
价格保护以及招标、进入相关目录等方
面给予持续的支持。

业内人士表示，中药在国际化步伐
加快的同时，附加值低、贸易壁垒、知
识产权等方面的隐患仍然存在。中药企
业自身也应在加强研发的同时，提高专
利申请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好地走
向国际市场。

“ 中 医 国 际 化 正 迎 来 最 佳 机 遇
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
院院长张伯礼对中医产业发展充满信
心。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很多西
医转向东方医学来寻求整体治疗途
径，传统医学或者称为补充医学、替代
医学、自然医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据统计，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 75 个国
家有负责传统医药管理的办公室，92
个国家发布了草药的法律法规。34
个国家有草药国家药典，85 个国家有
草药注册登记制度，草药产品注册数
量已经超过 1000 个的有 16 个国家，
草药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国家
有 22 个。这个统计数字目前可能还
有更新的变化。

对中国而言，深化医改为中医药
发展带来契机，中医药发展又为医改
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中医学很多理念
并不落后，中医药对生活方式疾病、退
行性疾病、老年性疾病等具有明确的
疗效，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伯礼认为，中医研发应广泛合
作，切忌固步自封，同时对于中医走向
国际，在政策上应加大扶持力度。

“扶正化瘀片美国 II 期研究的成
果有很多启示。”张伯礼说，首先扬长
避短从优势病种入手彰显自身优势，
比如说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发展为肝
癌等的早期病理过程，扶正化瘀片可
以阻止肝纤维化的进展，市场需求旺
盛，产业前景非常光明。其次，研究的
方法要科学严谨。中医药的优势在临
床疗效，然而临床疗效需要用科学的
数据来表达。第三，国内外多学科的
合作是保证成功的基础。中药临床研
究不仅需要中医学、西医学的专业知
识，还需要流行病学、统计学、数据管
理等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才能保证
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

中药发展切忌固步自封
本报记者 李春霞

11 月 19 日，在湖南省娄底市举办的“湘博会”上，一

名农民在查看一款插秧机。

以“提升特色机械产业、促进经贸协同发展”为主题

的湖南省第四届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品博览

会在会展现场开展了农机购置直接补贴一条龙服务，“湘

博会”期间购买农机产品的农民和农业合作组织在国家

补贴 30%的基础上，享受累加补贴 6%的优惠。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本报讯 记者谭辛报道：11 月 19 日在泰国召开的
“TD-LTE 技 术 与 频 谱 研 讨 会 ”上 ，我 国 首 次 公 布 了
TD-LTE 的频谱规划。这意味着，距离国内 4G 发牌又
近了一步。在会上，无线电管理局局长谢飞波表示中国
政府正在积极考虑 1.4GHz、3.5GHz 用于 TDD 后续发
展，并研究探讨 50GHz 以上频段用于满足未来宽带移动
通信发展需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随着中国 TD-LTE
市场的启动，产业生态系统进一步成熟，TD-LTE将能够
以更完善的终端、更充分的频谱资源、更高速的宽带移动数
据接入能力，实现TD-LTE与LTE FDD的融合发展。

TD 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呼吁加快 TD-LTE 的应
用与 VoLTE的研发。

距 离 4G 发 牌 再 近 一 步

我国首次公布 TD-LTE 频谱规划

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贡献大

前 10 月电信业务总量增 7.8%
本报北京 11 月 19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业和信

息化部 19 日发布数据显示，前 10 月，移动数据及互联网
业务实现收入 1587.7亿元，同比增长 55.4%，对电信业务
收入增长的贡献达到 73.7%,自 2012 年 2 月以来连续 21
个月保持主要业务增长贡献第一位。

今年前 10月，全国电信业实现电信业务总量 1.16万
亿元，同比增长 7.8%，实现电信业务收入 9713.3 亿元，同
比增长 8.6%。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4.85 亿户，移动电话
用户占比达 81.9%。其中，移动电话用户净增突破 1 亿
户，3G 渗透率达 31.2%；宽带接入用户增长趋缓，光纤接
入用户新增贡献率达 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