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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收購內地藥企 日企野心勃勃
今年4月，日本漢

方藥巨頭津村藥企試
圖收購我國中藥企業陝西紫光辰濟藥
業，儘管收購最終流產，但日本近年通
過收購、增資擴產等資本方式，廣泛收
集中國傳統藥方、藥材，擴大市場的步
伐明顯加快。

擁有115年歷史的紫光辰濟藥企，
是集現代製藥、醫藥商業、GAP藥材種
植等綜合型藥企，擁有膠囊劑、片劑、
顆粒劑、丸劑、口服液劑、糖漿劑等九大劑型15條生產線和
158個國藥準字號產品，其中國家基本藥物44種。收購方的日
本津村，不僅在日本漢方藥市場佔八成份額，更是全球最大的
漢方藥企業。津村藥業表示，透過收購，將獲得的傳統中藥品
牌及生產銷售經驗，增強供應鏈優勢，擴大中國區業務。

「力爭在中國成為最有名中藥品牌」
津村對我國的中藥市場早已虎視眈眈。公開資料顯示，

1991年3月，津村投資1.12億美元，在
深圳設立分公司，進行中國產原料生藥
的採購、分選加工、品質管理和保管儲
存業務。2001年、2018年又分別在上
海、天津設立分公司，主要用於完成漢
方浸膏粉末的生產。

同時，津村也與中國平安合作，成
立分公司統籌生產品質、採購等環節的
管理業務。2021年4月，平安津村耗資
12億元，收購了中藥材及飲片龍頭企業

天津盛實百草中藥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8月，主營中成藥的
健民集團發布公告，與平安津村合作建立 「津村健民制藥有限
公司」 ；2023年3月，津村藥業增資天津中藥產業基地項目。
津村已先後在我國建立了70多個中藥材生產品質管理規範
（GAP）藥材種植基地，其採用的原料8成來自中國。

津村製藥社長加藤照和曾野心勃勃地表示： 「力爭在中國
市場上成為最有名的中藥品牌」 、 「2027年在中國的營業收
入達到人民幣100億元」 。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

發揮科研優勢 助建中藥國際標準
專家：中醫藥被去中國化 港可做什麼？

對於中醫藥面臨的危機，業界有 「中國原
產，韓國開花，日本結果」 的說法，凸顯了我國
中藥產業的隱憂。對此，加強對中醫藥的智慧財
產權保護，掌握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增大對
瀕臨枯竭藥材科研培育刻不容緩。

透過收購、增資擴產和合作等資本運作，控
制中藥材的原料、品牌和通路，不斷在我國增大
優質藥材種植面積，把控產源，以及確立國際標
準，再以 「漢方藥」 、 「韓醫藥」 體系替代源於
我國的中醫藥體系，是近年日、韓等國一直在加
速進行的做法。許多中醫藥企業持有未公開的秘
方，一旦被外資收購，將嚴重危害我國中醫藥事
業的發展。

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生命科學創新論
壇監管協調指導委員會中，日本與韓國先後開辦
了傳統醫學中藥材品質管理培訓，並在推進中藥
材標準化工作中提出了 「中藥材種植的全球
化」 、 「傳統方劑中藥材的非產地化」 等觀點，
這將快速弱化我國中藥材地理標誌所具有的市場
競爭優勢，從而影響中藥材產業的市場份額，進
一步降低我國中成藥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世界中草藥專利中國僅佔0.3%
中藥面臨的挑戰不但嚴峻，且負面影響深

遠。
挑戰一：日韓欲撕裂我國中醫藥傳統文化。

四川大學博士生導師李安渝、四川省醫療設計創
新促進會副秘書長程克寒認為，日本和韓國都採
取了 「重藥輕醫」 的策略，大力推廣 「去中醫
化」 的漢方成藥零售普及。日本藥廠頻頻收購中
藥企業後，在外資管理下，中醫藥企業需遵守新
的管理規定和技術標準，外資介入是否會削弱中
醫藥的地位和影響力？外資把中醫藥產品推向國
外市場，外國人將如何理解中醫藥作為中華文化
的一部分？這些均是不容忽視的隱憂。

挑戰二：日韓謀求建立國際標準，與我國爭
奪話語權。中藥邁向國際，一直是困擾國內藥廠
的大問題，但日本的漢方藥不僅在國際上取得成
功，也確立了國際標準。近年來，以日本漢方生
藥製劑協會為代表的機構不斷推進植物藥劑、草
本製劑的國際標準化，包括藥效評估、用法用
量、草本製劑品質、副作用報告等。如果日韓掌
握中藥材種植、炮製與中成藥生產過程的標準化
工作的話語權，兩國可能會設定新的品質管理標
準，讓我國中醫藥產業不得不調整以符合新的標
準。

挑戰三：日韓注重收集藥方，中華瑰寶面臨
變成他國 「專
利」 的困局。中
醫藥傳統知識被
國外佔有的現象
屢見不鮮，越來
越多國際公司正
在透過會議、學
術交流、留學派
遣、合作建廠等

方式不斷收集傳承數千年的中醫藥技術。今年4
月舉行的中國中醫藥高品質發展大會上，中國工
程院院士劉良介紹，《世界專利資料庫》資料顯
示，在世界中草藥和植物藥專利申請中，中國的
專利申請僅佔0.3%，日本卻佔全球中成藥專利
的70%以上；不僅如此，日本利用我國《傷寒雜
病論》《金匱要略》中的210個古方獲得了專
利。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韓國申請的
《東醫寶鑒》初刊本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
錄》，而這部韓國藥學史巨著主要是中醫著作的
綜合整理歸類。

面對中藥的種種挑戰，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
葉文祺指出，世界衞生組織於2023年8月舉辦首
屆傳統醫學高級別全球峰會，強調傳統醫學是醫
療系統的基石，而亞洲不同地區都從內地引入各
式各樣的中藥材及中醫服務，可見中醫藥文化的
影響力正逐漸增加，亦反映未來中醫藥會有龐大
的市場需求，香港應把握時機推動中醫藥國際
化，抓緊這個難得的機遇。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於2022年3月發布的
《 「十四五」 中醫藥發展規劃》，當中提出積極
推進中醫藥國際交流、服務貿易發展及傳染病防
控國際合作。」 葉文祺強調，香港應善用自身優
勢，做好科研、服務及藥材標準的銜接，提升中
醫藥在國際社會的認受性，以實現中醫藥國際化
的目標。

檢測中心確保藥材安全及品質
葉文祺認為，香港中醫藥發展有扎實的基礎

建設，這是推動中醫藥國際化的一大優勢。政府
自2017年開始運作中藥檢測中心，專責中藥檢測
科研，並建立國際認可的中藥材參考標準（ 「港
標」 ），以確保中藥材的安全及品質。而明年出
台的 「數碼化中藥平台」 ，可以把實物中藥標本
數碼化，並透過科學分析遺傳可溯源性，為業界
提供更全面的中藥鑒定資訊，以提高業界在採購
中藥時的鑒別能力，有助進一步提高本港中藥品
質，建立本港中藥品牌安全可靠的形象，從而推
動與國際標準接軌，促進中藥的國際貿易。

此外，香港需要強化中醫藥科研的生態圈。
政府正透過不同途徑為中醫藥研究商品化提供支
持，例如透過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中醫藥應用
調研及研究，以及為優化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
系統和中成藥註冊提供資金支持等。然而，一
個成熟的生態圈有賴不同界別及持份者的互相配
合，包括中醫師、中藥供應商、中醫醫院、中醫
診所、大學、中藥檢測中心及研究人員等。

中藥保衛戰 2

中藥在國際市場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內地專家警
示，日、韓等國近年不斷加速從我國收集中藥藥方，透過收
購、增資擴產和合作等資本運作，把控中藥材資源，建立自
己的 「漢方藥」 、 「韓醫藥」 等體系，弱化我國中醫藥地理

標示和地位，謀求建立植物藥劑、草本藥劑的國際標準
化，爭奪中醫藥的話語權，搶佔國際國內市場。

中醫藥被他國去中國化，如何破解這個困局？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祺表示，香港應善用自身
優勢，做好科研、服務及藥材標準的銜接，提升中

醫藥在國際社會的認受性，以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的目標。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黃山

全 國 人 大 代
表、香港中醫中藥

界聯合總會會長李應生指出，中醫藥
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歷
史國粹，流傳不少古法古方，礙於沒
有系統性搜集整理及早前對知識產權
概念未深，導致被人偷天換日，據為
己出，錯失不少老祖宗留下來的寶
藏。故此整頓資源，保存古冊，加大
宣傳，弘揚國粹。

此外，香港背靠祖國、聯通四
海，東西薈萃，擁有先進的中藥檢測
中心，科研成果普遍世界認同。李應
生建議，通過定期主辦世界中醫藥論
壇，促進現代化中醫藥發展，扶持中
醫藥企業拓展市場，打造中藥名牌；
組織世界華人中醫藥聯盟，訂立世界
中醫藥健康日，務求達到傳統中醫藥

文化由中國帶領之最終目標！此外，
藥材注重地道，不同科目的中藥植物
是需順應地方環境、氣候變化、土壤
成分而生長，我國地大物博才會出產
琳琅滿目的各種優質藥材，故此中藥
乃中國地道之藥，絕對是字正辭嚴，
毋庸爭辯。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

整理古方等資源 保護知識產權
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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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處於觀
測的99種野生中藥材

中，有13種藥材已被認為瀕臨枯竭狀態，
有44種處於不同程度的短缺狀態，像許多
國內藥廠所用的原料都面臨資源短缺問
題。

例如重樓，是我國雲南白藥的主要成
分之一，多數都是野生的，但現在很多地
方都挖掉了。農民正在試驗種植，但生長
周期長，很難人工種植。還有甘草、沉
香、黃柏皮、杜仲、厚朴等這些樹皮類藥
材，更沒有永續性。

另一個觸目驚心的數據，目前我國藥
用植物近12000種，瀕臨危機的有6000
種，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銳減了一半。常
用藥材400種中有近3成為短缺品種。年消
費量125萬噸的中藥材中，栽培藥材只有
40萬噸，僅佔30%。其餘70%來自野生資
源。

日本藥企大量收購瀕危藥材
中藥資源短缺，而另方面，國人對中

藥越來越不重視，而對西醫特別熱愛。據
商務部發布的《2021年藥品流通業運行統
計分析報告》，依銷售品類分類，西藥類
銷售額佔7大類醫藥商品銷售總額的
71.1%，中成藥類佔比14.4%，中藥類佔
比僅2.2%。

不少醫院治病的常用做法，是給病人
來個 「三素一湯」 套餐，大量使用抗生
素、激素、維生素，最後再加入葡萄糖注
射液。有文獻指出，近年在一些醫院，這
類治療方法的使用佔到處方藥中的50%甚
至更多。這樣做對患者確實 「好得快」 ，
但後果是造成細菌抗藥性增強，不利於疾
病治療，甚至對患者身體帶來額外風險。
目前國內從事中醫的人數亦少得可憐，現
在的西醫約有180萬，但中醫還不到30
萬。

日本漢方藥巨頭津村藥企，已先後在
我國建立了70多個中藥材生產品質管理規
範（GAP）藥材種植基地，其採用的原料
8成來自中國。總體上，日本的漢方藥所
用的中藥原材料，有75%都是由中國進
口，日本的藥企大量地在中國收購各種瀕
危藥材，加速這些藥材的枯竭。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

步步進逼

資源短缺部分瀕臨消失藥材

◀有專家表示，香
港中醫藥發展有扎
實的基礎建設，這
是推動中醫藥國際
化的一大優勢。

沉香

甘草

黃柏皮

重樓

▲日本津村藥企早在1991年3月已在深圳
設立分公司，並進行中國產原料生藥的採
購。 資料圖片

▲香港不少中成藥品牌的質量，深受
東南亞及海外華人信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