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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分析与启示①

———基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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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科学性、客观性和动态性原则，从中药企业竞争力的外部源泉和内部源泉两方面构建变量体系，并以贵
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近６年数据为例，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前后信邦制药的竞争力变化趋势进行动态分析。
结论表明，信邦制药整体竞争力与外部环境竞争力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内在要素投入竞争力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基于

此，中药企业要提升竞争力，必须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夯实企业研发能力，促进销售额稳步增长，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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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中药重视程度和普通民众对中药接受程度的不断提升，我国中药行业的规模日益扩大，

中药企业在整个医药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与此同时，中药企业之间在市场占有、研发能力、产品

质量、企业基础等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中药企业竞争力，这个是业界普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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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热点问题。对具体中药企业而言，要培育其竞争力，需要认清其竞争力变化的趋势，明确竞争力形

成的内在机理，关键就是对其竞争力变化的因素开展分析与论证。本文选取上市公司———贵州信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以下简称信邦制药），通过获取其上市前后竞争力相关变量的数据（选取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年的数据，公司于２０１０年上市），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信邦制药的竞争力演变趋势做一个比较，一
方面阐述信邦制药竞争力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分析其上市前后竞争力演变过程及其对中药企业发展的

启示。

１　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分析的变量选择
１．１　文献回顾

企业竞争力变化有其内在的动力，也有外部的推力［１］。国外企业竞争力研究可为分析中药企业竞

争力变化趋势提供借鉴。马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１９２５）认为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对增强企业竞争力有着
重要影响。张伯伦（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１９３３）和罗宾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３４）认为质量管理、流程优化对企业
竞争力塑造的重要源泉［２］１－２。佩罗丝（ＰｅｎｒｏｓｅＥ，１９５９）、沃纳菲尔特（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Ｂ，１９８４）、巴尼（Ｂａｒ
ｎｅｙＪＢ，１９９１）认为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规模效率的提升对增强企业竞争力构成强有力的影响。
波特（Ｐｏｔｅｒ，１９９０），提斯（ＴｅｅｃｅＤＴ，１９９７）则提出企业竞争力塑造离不开外部推力的支撑，如有利的政
策和机遇等，也离不开内部的动力促进，如科学的架构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等，普拉哈拉德（ＰｒａｈａｌａｄＣ
Ｋ）和哈默（ＨａｍｅｌＧ）提出了核心竞争力观点，认为企业价值塑造、企业文化等是打造其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因素［３］。国外企业竞争力研究的相关文献对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有一定的启发，即中药企业

竞争力的变化是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分析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过程中，

需要综合考虑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所依赖的内外部因素（变量）。

在国内，一些中药行业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专门就中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和变化趋势展开过研

究。一方面，在中药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选择方面，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２００３）从规模竞
争力、市场竞争力、经营管理竞争力、技术与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等五个方面考察中药企业竞争力；南方

医药经济研究所每年推出的中国医药企业核心竞争力模型，采用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ＴＯＰＳＩＳ法作为
分析手段，遴选出规模竞争力、效益竞争力、成长竞争力、创新竞争力这四个维度的指标；肖峻（２００３）构
建了规模竞争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市场能力、企业管理能力和企业影响力等中药企业核心能力评价体

系；和君咨询集团构建了产业维度、管理维度和资本维度的三维度测度模型来评价医药企业竞争力［４］。

许方球（２０１０）从中药企业资源竞争力、知识竞争力、能力竞争力、环境竞争力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５］。另一方面，在中药企业竞争力评价方法方面，汪启航（２００９）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定性探讨了中
国中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６］；罗爱静，尹瑾（２０１０）则专门就中药企业
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和专利获取能力分析比较了各个实验区中药核心技术分布现状和发展程度［７］；

也有一些专家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中药企业竞争力展开实证评价，如肖峻（２００３）运用模糊数学法综
合评价了中国中药企业核心能力；许方球（２０１０）运用 ＴＯＰＳＩＳ方法，选取２０家中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就其竞争力展开了测评；刘彦昆、侯志红（２０１１）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中药企业的品牌竞争力进行评价［８］；

陈锋、杨俊（２０１１），冯仁涛、张庆、余翔（２０１３）等运用相关分析或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影响中药企
业竞争力的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９］。

借鉴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药企业竞争力分析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仔细梳理来看，学

者们主要也是借鉴企业竞争力评价的一些指标体系来构建中药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没有形成

一个较为统一的评价指标，本研究试图从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出发，从影响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的外部来

源和内部来源两个层面选取一些变量，构建变量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判断中药企业竞争力的变化

趋势。

１．２　变量选择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学术界关于中药企业竞争力来源、评价分析已具备一定基础，本研究在借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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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衡量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的变量选择必须基于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客观性

原则，力求选择一些能客观衡量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的变量，尽可能避免主观性因素的影响，如考

察中药企业规模、研发投入、盈利能力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变化的趋势及对竞争力的影响，以提高中

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分析的针对性和客观性。二是动态性原则，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是一个复杂的

动态过程，因此，其变量选取必须具有动态性，本研究将选择时间序列数据，从信邦制药上市前后各取三

年数据，即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以动态评价其竞争力的变化趋势。三是科学性原则，中药企业竞争力
变化趋势还要全面系统地考虑中药企业自身的特点，如从政策的支持、技术的投入以及资源供给的保障

性等因素考虑，以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基于上述原则并考虑数据采集的可行性，本文从中药企业竞争力

变化的外部来源和内部来源两个方面选择具体的变量来构建评价变量体系，如表１。
表１　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的变量体系构建

竞争力

来源

变量

分类
具体变量 代码 变量含义及取值

外部

来源

政策

制度

政府的财政

扶持力度
Ｘ１

反映各级政府是否对信邦制药公司发展给予的财政扶持，以扶持力度大小来衡

量。很强＝５，较强＝４，一般＝３，较差＝２，很差＝１。

社会支撑度 Ｘ２

反映信邦制药成长过程中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企业员工获得的劳动奖章、技术

奖励、社会地位变化等情况，以支撑度的大小来衡量。支撑力度很大 ＝５，支撑力

度较大＝４，支撑力度一般＝３，支撑力度较小＝２，支撑力度很小＝１

社会

文化

企业所在地中

药文化底蕴
Ｘ３

从当地中药企业文化底蕴溯源的情况，以中药生产和普及的文化底蕴深厚来衡

量。很深＝５，较深＝４，一般＝３，较弱＝２，很弱＝１。

资源

环境

企业所在地原材料

与技术供应情况
Ｘ４

反映信邦制药自身原材料供应的保障能力，从原材料供应保障性强弱来衡量。

很强＝５，较强＝４，一般＝３，较弱＝２，很弱＝１。

内部

来源

企业

基础

企业规模 Ｘ５ 分析信邦制药总资产额变化，以总资产额增长率来衡量。

生产要素情况 Ｘ６
综合信邦制药各类要素配置的效率，以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即净利润除以平均

资产总额。

研发

能力

企业年度

科研投入
Ｘ７ 以信邦制药投入研发的费用占公司年度投入的比例来衡量，取百分比形式。

企业技术人员

所占比例
Ｘ８ 以信邦制药技术研发人员所占公司总员工人数的实际比例为衡量标准。

产品

质量

顾客价值获取 Ｘ９

用来反映患者使用信邦制药产品的满意程度。以信邦制药产品与品牌对消费者

的附加值提高和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大小来衡量，很高 ＝５，较高 ＝４，一般

＝３，较低＝２，很低＝１。

产品疗效 Ｘ１０
根据信邦制药在医院反馈的疗效好到差来衡量。很好＝５，较好 ＝４，一般 ＝３，较

差＝２，很差＝１

市场

营销

市场占有率 Ｘ１１ 按照信邦制药统计的年度市场占有率情况来衡量，取其占有市场的比率。

盈利能力 Ｘ１２ 以信邦制药的销售净利率来衡量，即净利除以销售收入。

　　注：涉及到实际数据或比率衡量的，用百分比表示。

从上述选取的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分析选择的变量来看，（对变量含义和赋值标准已经做了

说明，不再对上述变量逐一予以解释）。其中，政府的财政扶持力度、社会支撑度、企业所在地中药文化

底蕴、企业所在地原材料与技术供应情况、产品疗效、顾客价值获取等变量数据通过走访信邦制药公司

高层、行业专家、资深证券分析师和主流财经媒体记者，用深度访谈和问卷结合的方式，获取数据，而企

业规模、生产要素情况、企业年度科研投入、企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等数据则通

过对信邦制药开展具体的调研，在调研数据中综合提取。

在选取变量后，对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做一个简述，具体研究思路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动态比较上

市前后信邦制药的竞争力变化趋势。鉴于主成分分析法在国内运用得较多，本文仅对方法运用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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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简要说明。第一步，搜集变量的原始数据，并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二步，计算标准化处理后数据的相关

系数矩阵；第三步，选择对信邦制药竞争力变化影响较强的主成分，并列出主成分表达式［１０］４２－４３；第四

步，计算主成分得分，并依据得分的数据，结合主成分本身赋予的含义，展开对信邦制药竞争力变化趋势

的研究分析，并阐述这一趋势产生的成因。

２　上市前后中药企业发展的演变趋势分析过程
２．１　原始数据采集与相关分析

本文根据中药企业的竞争力变化趋势变量体系，选取１２个反映中药企业上市前后竞争力变化的相
关数据，即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信邦制药的统计数据，鉴于信息披露保密问题，本文不对原始数据进行展示，
仅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展开分析，如表２所示。在完成数据采集后，本文运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７０
来进行分析，首先，对信邦制药竞争力变化趋势各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一方面消除量纲与

数量级的不同，以获取标准化的数据供后续研究用；另一方面，借助相关系数分析法获取相关系数矩阵，

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消除各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通过主成分分析，减少变量的个数。

表２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 １．０００ ０．５４０ ０．６６５ －０．０５９ ０．２３１ ０．３８２ ０．５６４ ０．１１０ ０．３６４ ０．４７１ ０．４５９ ０．４７４

Ｘ２ ０．５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７ ０．３８２ ０．０２６ ０．７０７ ０．９４３ ０．２１３ ０．８５８ ０．７６４ ０．９２１ ０．８９３

Ｘ３ ０．６６５ ０．９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４９５ ０．０２７ ０．６４２ ０．９７５ ０．０４１ ０．８３５ ０．８９１ ０．９４３ ０．９３５

Ｘ４ －０．０５９ ０．３８２ ０．４９５ １．０００ ０．２９９ ０．５４０ ０．５０２ －０．０６８ ０．７０２ ０．７５０ ０．６１３ ０．５７３

Ｘ５ ０．２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２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４０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９

Ｘ６ ０．３８２ ０．７０７ ０．６４２ ０．５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５ ０．６４８ ０．９１０ ０．８１０ ０．７５２ ０．７６７

Ｘ７ ０．５６４ ０．９４３ ０．９７５ ０．５０２ －０．０６０ ０．６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１４５ ０．８４８ ０．８５５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１

Ｘ８ ０．１１０ ０．２１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８ －０．４０２ ０．６４８ ０．１４５ １．０００ ０．３２５ ０．１６１ ０．２２８ ０．２９２

Ｘ９ ０．３６４ ０．８５８ ０．８３５ ０．７０２ ０．０６０ ０．９１０ ０．８４８ ０．３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７ ０．９１２ ０．９００

Ｘ１０ ０．４７１ ０．７６４ ０．８９１ ０．７５０ ０．０５６ ０．８１０ ０．８５５ ０．１６１ ０．９３７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２ ０．９０６

Ｘ１１ ０．４５９ ０．９２１ ０．９４３ ０．６１３ －０．０８１ ０．７５２ ０．９８２ ０．２２８ ０．９１２ ０．９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２

Ｘ１２ ０．４７４ ０．８９３ ０．９３５ ０．５７３ －０．１７９ ０．７６７ ０．９７１ ０．２９２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６ ０．９９２ １．０００

从表２的相关系数矩阵分析可看出，选取的社会支撑度与企业所在地中药文化底蕴等变量之间存
在着极其显著的关系，同时，产品疗效、市场占有率与盈利能力等变量之间直接的相关性也比较强，说明

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信息上的部分重叠。因此，需进行主成分的选取，以进一步提炼出反映信邦制药竞争

力变化趋势的主要变量。

２．２　主成分提取
主成分提取原则为其对应特征值大于１的前 ｍ个主成分。特征值可被看成是对主成分影响强度

大小的变量，若特征值小于１，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变量，因此，一般用特征
值大于１作为选择基准。通过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并借助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得到３
个主成分（如表３），即ｍ＝３。说明有３个主成分对信邦制药的竞争力变化趋势作用较大。同时在进行
因子分析的过程中，得到各因子得分系数。

从表３（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知，社会支撑度、企业所在地中药文化底蕴、企业所在地原材料与
技术供应情况等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变量的信息，而从第

一主成分代表的这些变量的名称和含义来看，可以将第一主成分代表的信息用“信邦制药外部环境竞

争力变化趋势”来表述；政府的财政扶持力度、企业年度科研投入、生产要素情况、企业技术人员所占比

例等变量在第二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二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变量的信息，可以将第二主成分

代表的信息用“信邦制药内在要素投入竞争力变化趋势”来表述；企业规模、顾客价值获取、产品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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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等变量在第三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三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变量的信

息，可以将第二主成分代表的信息用“信邦制药内在能力竞争力变化趋势”来表述；因此说，从主成分分

析过程中提取的三个主成分能基本反映全部变量信息，故考虑用三个新变量代替原来的１２个变量。
表３　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成份

１ ２ ３

政府的财政扶持力度 ０．５４０ －０．７２０ ０．１２６

社会支撑度 ０．９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４

企业所在地中药文化底蕴 ０．９４６ ０．１５１ －０．２４２

企业所在地原材料与技术供应情况 ０．６５６ ０．３８０ ０．５２１

企业年度科研投入 ０．００７ ０．８０４ ０．０３３

企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 ０．２２８ ０．８４０ －０．２８０

企业规模 －０．１７３ ０．０３８ ０．９５６

生产要素情况 ０．１１３ －０．８３４ ０．２７９

顾客价值获取 ０．２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９５７

产品疗效 ０．１４９ ０．１１６ ０．９４７

市场占有率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９８０

盈利能力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７ ０．９７５

２．３　综合测量模型构建
这三个新变量的表达不能从输出窗口中直接得到，需将其特征向量运用 ＳＰＳＳ描述性功能进行求

解，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然后得出主成分表达式用以计算三个主成分的得分值。三个主成分的表达

式如下：

Ｆ１＝０．１９３ＺＸ１＋０．３２７ＺＸ２＋０．３３８ＺＸ３＋０．２３４ＺＸ４＋０．００３ＺＸ５＋０．０８１ＺＸ６－０．０６２ＺＸ７＋０．
０４０ＺＸ８＋０．０７９ＺＸ９＋０．０５３ＺＸ１０＋０．００１ＺＸ１１－０．００６ＺＸ１２

Ｆ２＝－０．５６４ＺＸ１＋０．０１ＺＸ２＋０．１１８ＺＸ３＋０．２９８ＺＸ４＋０．６３０ＺＸ５－０．２１９ＺＸ６＋０．０３ＺＸ７－０．
６５３ＺＸ８－０．０１ＺＸ９＋０．０９１ＺＸ１０－０．０１１ＺＸ１１－０．０８４ＺＸ１２

Ｆ３＝０．１１４ＺＸ１－０．１８５ＺＸ２－０．２１９ＺＸ３＋０．４７２ＺＸ４＋０．０３ＺＸ５＋０．７６１ＺＸ６＋０．８６７ＺＸ７＋０．２５３ＺＸ８
＋０．８６７ＺＸ９＋０．８５８ＺＸ１０＋０．８８８ＺＸ１１＋０．８８４ＺＸ１２
同时，通过上述三个新变量，代入经标准化处理的数据可以计算三个变量的得分值，然后以每个主

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得到综合

模型如下：

Ｆ＝０．０６８ＺＸ１＋０．２１９ＺＸ２＋０．２４１ＺＸ３＋０．２７１ＺＸ４＋０．１０２ＺＸ５＋０．１１３ＺＸ６＋０．０５８ＺＸ７－０．０４２ＺＸ８
＋０．１５５ＺＸ９＋０．１５１ＺＸ１０＋０．１ＺＸ１１＋０．０８４ＺＸ１２

３　上市前后信邦制药竞争力变化趋势的结果分析
根据提炼的三个主成分表达式可以反映信邦制药外部及内在竞争力变化的趋势，同时，主成分综合

模型可计算信邦制药总体竞争力情况的主成分值，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即可得到上市前后信邦

制药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基于此，将信邦制药竞争力变化趋势得到的分值进行比较（如表４），并对上市
前后信邦制药的竞争力变化趋势进行多角度综合分析。

从表４可以直接看出，从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期间，信邦制药总体竞争力得分值是逐步提高的。信邦制
药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立足于心脑血管、消化系统用药，无论是其经营规模还是市场占有率，甚至盈利
能力都一直走在行业前列，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有较强实力的现代中药制药企业。上市以来，信邦制药

的发展更是迈入了高速成长的快车道，可以预计，未来成长的空间还比较大。而将上市前后信邦制药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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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变化趋势的三个主成分得分比较，更是可以清楚地发现其竞争力变化演化轨迹和形成机理。

表４　上市前后信邦制药竞争力变化趋势比较

年度
Ｆ（总体竞争力

变化趋势）
排序

Ｆ１（外部环境竞争力

变化趋势）
排序

Ｆ２（内在要素投入竞

争力变化趋势）
排序

Ｆ３（内在能力竞争力

变化趋势）
排序

２００７ －１．６２ ７ －１．３８０７６ ７ ０．５７６８１ ３ －０．１６１３５ ７
２００８ －１．３９ ６ －１．０４１３７ ６ －０．１３１００ ４ －０．６２３２６ ６
２００９ －０．９１ ５ －０．６１５１９ ５ １．２８９８２ １ ０．３０６７０ ８
２０１０ ０．８５ ３ ０．３７７７９ ４ １．１０４２７ ２ ０．７６４４１ ７
２０１１ ０．５７ ４ ０．５９２２２ ３ －１．１７５１５ ７ １．４９５８４ ３
２０１２ ０．９５ ２ １．０４４１９ １ －０．８４６７０ ６ １．６２６４４ １
２０１３ １．５４ １ １．０２３１２ ２ －０．８１８０６ ５ １．１５５８９ ２

从外部环境竞争力来看，信邦制药外部环境竞争力呈现一直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外部环境十分有

利于信邦制药的竞争力提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信邦制药外部环境竞争力的因素当中主要有社

会支撑度、企业所在地中药文化底蕴、企业所在地原材料与技术供应情况。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因

素当中的企业所在地原材料与技术供应情况因素对信邦制药的外部环境竞争力起了关键性作用，这是

因为，近年来，信邦制药意识到了中药原材料基地建设的重要性，为了完善中药全产业链，提高中药材原

料基地的附加值，重点进行了中药材原料基地的建设，如目前信邦制药已建成大方和罗甸中药材种植基

地，并制订相应的质量标准确保中药材原料的质量与安全，不仅保障了信邦制药自身药品生产原材料的

需要，同时，建立了罗甸固体制剂生产基地和贵阳注射剂生产基地。这些原材料基地建设和技术研发能

力提升，让信邦制药能为市场提供优质可控的中药材、中药饮片，目前信邦制药的中药材基地已经成为

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内在要素投入竞争力来看，信邦制药的内在要素投入竞争力呈现波浪起伏不定的趋势，而影响要

素投入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有政府的财政扶持力度、企业年度科研投入、生产要素情况、企业技术人员所

占比例等因素。深入的分析认为，上市前信邦制药整体要素投入的力量要大于上市后，这是因为，上市

前，地方政府对于信邦制药的扶持力度较大，尤其在资金投入和研发鼓励方面，信邦制药自身也意识到

了研发投入对企业上市的重要性，因此，自身也加大了要素的投入力度，如增加了年度科研投入，引入了

科研人才，同时，上市前信邦制药先后投入经费建立了“贵州省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省企业

技术中心”、“贵州省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围绕主导产品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上市后，尽管要

素投入仍然在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如上市前大。因此，整体内在要素投入竞争力呈现出上市前高于上

市后的趋势。

从内在能力竞争力来看，信邦制药的内在能力竞争力在上市前后都有所提升，但近一年来稍有下

降。而在主成分反映的影响因素当中，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对信邦制药的竞争力构成最强的影响，恰

恰是近两年这两大因素的增长速度减缓，使得近一年来信邦制药内在能力竞争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以

市场占有率为例，心脑血管类制药作为最大的用药类别之一，吸引了很多的药企投入，加剧了市场竞争

的激烈性程度，与此同时，信邦制药的总资产周转率较低，２０１３年信邦制药的总资产周转率仅０．３１，而
同处于贵州的制药上市公司益佰制药却有着１．５１的周转率［１１］，这就说明信邦制药资产利用效率低，资

产利用效率低反映了资金没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内在的竞争力没有充分爆发出来。

４　启示与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信邦制药上市前后企业竞争力的变化趋势。从总体上看，信邦制药

一直以来企业总体竞争力都是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与之相伴随的是其越来越优良的外部环境竞争力，

并对中药企业竞争力提升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信邦制药的内在能力竞争力却发生了稍

许变动，这也正反映了中药行业内企业竞争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邦制药作为中药行业上市公

司，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亟需在产品创新、技术研发、市场开拓方面实现转型升级。因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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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 万颖：中药企业竞争力变化趋势分析与启示

上市前后信邦制药公司的竞争力变化趋势，科学谋划新阶段信邦制药竞争力提升的对策，对信邦制药有

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示范价值。笔者基于对信邦制药竞争力变化趋势分析结果，拟从以下几个方

面提出提升中药企业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要适应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需要，尤其是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科学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中药

行业是医药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药制剂和饮片技术的发展，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前景。因此，新阶段，中药企业的发展要综合考虑企业基础和国内外中药企业

的发展态势，选择最适合企业发展，且自身最有条件、最有可能作为突破口的方向开展科研攻关与市场

拓展［１２］。确定了突破口之后，还要适应中药企业所在药品领域内的发展规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

是必须适应产品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统筹抓好中药企业研发、生产、销售３个环节，着力提高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推出市场适销的产品。

二是加大企业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中药企业要打造核心竞争力必须整合整个企业的资源，加大

研发力量投入，集中科研人员实施集约研发、联合攻关［１３］。当前一些中药企业自己设立的研发机构一

般比较少，舍不得投入，搞研发的都只有几个人，尤其在疫苗领域很多企业搞代理销售为主，研发产品很

少，难以形成强大的研发力量［１４］。但世界一流医药企业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必须打造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与发展，创新必须依靠科技和研发，中药企业也是如此，要整合企业

中医药研发力量，打造高水平的研发平台，以迅速提高整个企业的研发水平，加快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要依托好的项目作为载体，充分发挥出中药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努力开拓市场，培育品牌，提升企业顾客价值。要充分挖掘自身产品的内在价值和效用，尤其

是要加强中药研发和生产的标准化，弥补传统文化的国际差异，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并加强与国际医

药行业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销售渠道，不断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和品牌影

响，以此提升企业顾客价值。

四是加强品质监管与盈利能力塑造。促进中药企业产品升级，逐步改变以药材和粗加工产品为主

的局面，积极探索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把市场销路好的传统中药做成更易让大家接受的新产品，进一步

扩大市场企业产品影响力，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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