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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吕建黎

(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其高质量发展程度将会影响宏观经济整体的高水平发展.本文从产业规

模、产业效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对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利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对其高质量发展水

平进行了测度,进一步剖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推动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希望通过本文

的论述能为相关企业和人员带来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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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在效率提升、创新投入等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已逐渐成

为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１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状

１．１　产业规模

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选取主

营业务收入作为产业规模的衡量指标，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产

业规模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产业规模

年份 产业规模———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２０００ １５７

２００１ １８４
２００２ ２３７

２００３ ２９５
２００４ ３６０

２００５ ４５４
２００６ ５１９

２００７ ６３８
２００８ ８５３

２００９ １１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３９４
２０１１ １７９５

２０１２ ２２８０
２０１３ ２８１４

２０１４ ３０４４
２０１５ ３４８０

２０１６ ３８７０
２０１７ ３６４７

２０１８ ３４２４
２０１９ ３２３８

２０２０ ３６２２
２０２１ ３３４５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

其中“＋”表示指标的属性为正)

１．２　产业效率

产业效率是产业实现盈利的基本条件，也是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 选取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产业效率的衡

量指标，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产业效率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产业效率

年份 产业效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２０００ １９

２００１ ２４
２００２ ２７

２００３ ３４
２００４ ３８

２００５ ４８
２００６ ５０

２００７ ５９
２００８ ６１

２００９ ７８
２０１０ ８５
２０１１ １０７

２０１２ １３０
２０１３ １３８

２０１４ １５３
２０１５ １６６

２０１６ １９１
２０１７ １８２

２０１８ １７３
２０１９ １６３

２０２０ １６６
２０２１ １５１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其中

“＋”表示指标的属性为正)

１．３　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重要途径。

选取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和拥有发明专利数作为产业创新的

衡量指标，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产业创新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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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产业创新

年份
产业创新———新产品开发

经费支出(亿元)(＋)

产业创新———拥有发明

专利数(件)(＋)

２０００ １．３７ ４
２００１ １．６０ １７
２００２ ２．８７ ２３
２００３ ２．５２ ５１
２００４ ４．５３ ６８
２００５ ８．８０ １８５
２００６ ９．６７ ２４８
２００７ １２．６０ ３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７．７４ ４２５
２００９ ２３．５４ ６３８
２０１０ ２２．２０ ６８７
２０１１ ４０．３４ ９６１
２０１２ ５２．４２ １５０４
２０１３ ５６．１１ １８８２
２０１４ ６１．６３ ２６６３
２０１５ ６５．７８ ３２５８
２０１６ ８１．８２ ４２６２
２０１７ １０４．４５ ４８６５
２０１８ １２７．０７ ５４６９
２０１９ １５８．８５ ６２４３
２０２０ １８４．９５ ７５１５
２０２１ ２３８．９７ ８５２０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其中

“＋”表示指标的属性为正)

２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现阶段，学术界对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无统一的界

定，衡量的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 本文借鉴万伦来、曹景帆、

娜仁(２０２２)的研究成果，从产业规模、产业效率和产业创新等

方面设计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２．１　指标去量纲化

为计算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需对各指标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借鉴丁仕潮(２０２１)的数据处理方法，

对上述各指标运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另外，借鉴庞

皓和杨作廪(２００３)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将高质量发展综合指

数化为０～１０００００范围内，属性为正向的指标处理方法为：

k＝((y－min(y))/(max(y)－min(y)))∗１００００ (１)

其中k为标准化之后的数值，max(y)为指标原始值中

的最大值，min(y)为指标原始值中的最小值。

２．２　确定权重

基于江苏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在产业规模、产业效

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赋予其相同的

权重。

２．３　计算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按照上述方法和步骤，江苏生物医药产业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如表４所示。

表４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年份
产业规模———主营业务

收入消除量纲后结果

产业效率———全员劳动

生产率消除量纲后结果

产业创新———新产品开发

经费支出消除量纲后结果

产业创新———拥有发明

专利数消除量纲后结果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综合指数

２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１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５ ３８６
２００２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２２ ７６５
２００３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５ １３４６

２００４ ０．０５４６ ０．１１０４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７５ １８５７
２００５ ０．０７９９ ０．１６８６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２１２ ３００９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７４ ０．１８０２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２８６ ３４１１
２００７ ０．１２９５ ０．２３２５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３８９ ４４８１

２００８ ０．１８７４ ０．２４４１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４９４ ５４９７
２００９ ０．２５５５ ０．３４３０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７４４ ７６６２

２０１０ ０．３３３１ ０．３８３７ ０．０８７６ ０．０８０２ ８８４６
２０１１ ０．４４１１ ０．５１１６ ０．１６４０ ０．００１２ １１１７９

２０１２ ０．５７１７ ０．６４５３ ０．２１４８ ０．１７６１ １６０７７
２０１３ ０．７１５５ ０．６９１８ ０．２３０３ ０．２２０５ １８５８１
２０１４ ０．７７７５ ０．７７９０ ０．２５３６ ０．３１２２ ２１３２３

２０１５ ０．８９４９ ０．８５４６ ０．２７１０ ０．３８２１ ２４０２６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３８５ ０．５０００ ２８３８５

２０１７ ０．９３９９ ０．９４７６ ０．４３３８ ０．５７０８ ２８９２１
２０１８ ０．８７９８ ０．８９５３ ０．４９９２ ０．６４１７ ２９１６０

２０１９ ０．８２９７ ０．８３７２ ０．６６２７ ０．７３２６ ３０６２２
２０２０ ０．９３３２ ０．８５４６ ０．７７２６ ０．８８１９ ３４４２３

２０２１ ０．８５８６ ０．７６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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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各级主管部门及企业的不断投入下，江苏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程度不断提升。 但跟国内外相比，其在原始

创新能力、人才储备和融资模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３．１　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

目前，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研发机构和平台分布在南京、苏州

和泰州等不同地区，尚未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制约了新产品

的研发能力。 另外，江苏生产的化学药品大部分为纺织

品，原始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３．２　科技人才储备和团队建设不足

目前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校企合作技术转化平台，未能

充分利用江苏高校资源丰富这一优势，缺乏长期的人才储备

机制。

３．３　缺乏长期资金支持

截至２０２２年，江苏生物医药企业总量为８１７家，其中

通过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不到５０家，占比不足６％，这制约

了新产品开发等的投入，进而影响了其高质量发展。

４　推动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江苏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使其

真正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样板，为其他制造业产业集

群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４．１　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增加新产品研发投入，

力争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生物医药企业。 争取更多的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落户江苏，进一步提升其原始创新能力。

４．２　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人才高地

积极引进高层次生物医药人才，坚持“破四唯”和“立

新标”并举，充分利用江苏高校资源较多的优势，积极开展

校企合作，建立人才储备及流动机制，为江苏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４．３　开创融资新模式

生物医药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其中的知识产权蕴含巨大

的商业价值。 在现有银行贷款及资本市场融资基础上，可

积极探索知识产权的证券化等医药融资新模式，为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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