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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都的尴尬与新生
——江西省樟树市财政扶持药业产业的实践

刘忠平

江西省樟树市药业发展拥有1800余

年的历史，曾享有“药不到樟树

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盛誉，成为

全国闻名的“药都”。但是，直到上世

纪末，该市中药材种植面积不过2万余

亩，药材经营户不到300家，制药企业

也只2家，药业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二十分之一左右。传统品牌和资源优

势没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使樟树处于

有“药都”之名而无“药都”之实的尴

尬境地。而该市白酒行业上缴交税收

占全市财政收入比重最高时超过70%。

“酒味”过浓的财政收入，既不符合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蕴藏着很大

的财政风险。为此，在新世纪的财源建

设中，樟树市财政局瞄准中医药产业，

全力推进药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国际

化，短短几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十五”期间，该市药业产值连续

4年以平均30%的速度增长。今年 1至

7月，全市医药工业企业、保健品生产

企业实现产值 8.81亿元，医药流通企

业完成销售收入10.66亿元，全市医药

行业上缴税收 5442万元，分别比上年

同期增长43% 、19% 和66%。这一串数

字，令人惊喜地看到：樟树财政“酒味”

逐减，“药劲”变强，药业正逐步成长

为樟树财政经济的又一支柱。

“药劲”从哪里来？

来源于科学的思路和规划。面对

尴尬与挑战，樟树市财政局通过认真

分析国际国内药业发展的趋势和自身

优势后认为，实现樟树财政经济可持

续发展“潜力在药，希望也在药”。他

们适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努力实

现中药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形成

产、学、研和产、供、销一体化的中药

产业集群和科技创新体系，把樟树建

成辐射国内外市场的‘三大基地’（药

材种苗繁育基地、中药工业药材原料

基地、药材出口商品基地）和‘五大中

心’（中药材集散中心、中药饮片加工

炮制中心、中药科技研究和培训中心、

中药营销中心、药材信息服务中心）”

的发展思路，市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药业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远景

规划。按照这一规划，到 2010年，药

业对樟树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将达到

35% 以上。

来源于发展机制的创新。为实现

中医药业“三化”，樟树市财政部门大

力支持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市财政局

因地制宜，通过加大引导和投入力度，

聚合各种生产要素，完善并延伸药业

产业链条，形成了“种药富民一制药升

值—以药兴市”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模

式。

1.加大投入，调整结构扩规模。针

对药材种植规模小、产量低的现状，市

财政局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契机，

通过资金引导和政策扶持鼓励农民向

药业靠拢。一方面通过鼓励药企、药材

中介组织与农户在原材料采购、产品

销售等方面进行的契约式合作，把农

户组织起来集中种植药材；另一方面

出台了税费优惠、财政投入集中和倾

斜的措施，推行“大户承包、药企自办

基地”等方式，实现连片规模种植，逐

渐形成了“大户集中、药企带动、服务

连结”的生产格局。“十五”期间，该

市财政投入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扩

大中药种植规模” 的支出每年不下

1500万元。五年来，产业结构调整成

绩斐然。到 2005年，该市已达年产中

药材 2.3万吨，产值 1.54亿元的种植

规模。仅樟树市的吴城乡，现有中药材

种植基地就达 28个，其中 9个面积超

过 1000亩，全乡中药材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到2万余亩，这些基地与仁和药业

集团、天齐堂饮片厂、樟树医药集团等

成长型制药企业挂钩，先后引进中药

材新品种及配套适用技术 2 0 多个

（项），为制药企业提供了充足而又优

质的原材料，打造了樟树药业腾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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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 “根据地”。

2.建设平台，全力催生制药企业。

2002年以来，樟树市财政累计投入 3

亿多元资金，先后建成了省级医药工

业园——福城医药工业园和城北工业

园，为发展新兴制药企业提供了新的

良好平台。在市财政局的提议下，该市

出台了有关引进药企的“入园优惠、征

地优惠、税费优惠、子女入学优惠”的

“四优惠”政策，运用灵活的招商引资

手段，在本市范围内催生了一批新兴

制药企业。同时，大力激活外资和民间

资本，放手发展非公有制药品生产企

业，彻底打破了以往两家国有制药企

业 “一统天下”的格局。2005年，樟

树制药企业贡献财政收入接近 1个亿，

创历史最高水平。目前，制药企业增加

到近50家，除加工传统的中药饮片外，

还涉及生物医药工程、医药保健品、兽

药、特种动物药材、医疗器材和器械等

10多个项目。

3.扩大开放，建设商机无限的“新

药都”。2004年，在樟树市财政局的积

极宣传和诚挚相邀下，广东康力医药

有限公司毅然决定投资樟树，该公司

投资 2 亿元在樟树市区宽阔的福城大

道南面兴建了樟树医药物流中心。目

前，这家物流中心已形成以樟树为中

心，以九江、南昌、抚州等 10多个城

市为商业圈，向湖北、安徽、广东、福

建、浙江等周边省份辐射的配送网络。

同时，市财政还筹资上亿元，在该市福

城大道北面建设了一座气势恢宏的中

药材城，与樟树医药物流中心遥相呼

应。该城总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拥

有集商贸、居家为一体的店铺 1000多

套，并设有功能齐备的电子商务交易

大厅，吸引了来自 20多个省、市、区

的药商入城经营。另外，该市财政还千

方百计筹措资金，全力办好一年一度

的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在强有力的

财力支持下，该市不断创新药交会办

会模式，从 2005年开始，变原来的市

政府主办为现在的省政府主办，提高

了药交会的档次，更新了办会理念，扩

大了规模，提升了效益，进一步扩张了

药都的影响力和招商引资的竞争力。

2006 年 10 月举办的 “樟树市第 37 届

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成交额达 15.5

亿元，达到“规模空前、影响空前、成

交额空前”的可喜效果。

4.打造核心，积极扶持龙头企业。

近年来，樟树市财政局大力支持制药

企业和种药基地进行体制和技术创新，

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

用，在政策和资金上进行引导和扶持，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打造药业产业集

群的核心，使樟树药业产生更大的凝

聚力和市场竞争力。

一是支持国有医药企业成功改制。

樟树医药集团组建于 1997年，是江西

第一家经省体改委批准，集科、工、贸

为一体的医药集团企业。由于体制僵

化，这个曾获国家级荣誉称号29项、营

销网络覆盖全国各地的企业集团一度

跌入低谷。2004年，经江西省国资委

同意，企业实行集体股份制改造。樟树

市财政局经请示市委、市政府同意，向

企业派出改制服务小分队，自带经费

入驻企业，开展资产清理、政策咨询、

制定方案等免费服务，同时拿出部分

财政性资金，对改制企业进行资本投

入，缓解了改制企业启动资金短缺的

困难，集团成功地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新的资本和管理理念为企业注入了崭

新的活力，短短一年，企业就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新企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2.2亿元，实现利税1869万元，

分别比 2001 年增长 127% 和 96%。

二是促进民营制药企业发展。在

推动国有药企改制增效的同时，樟树

市财政局还一心一意地帮助民营制药

企业发展。财政每年挤出 1 .5 亿元资

金，加大对医药工业园和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为药企创造

发展要素投入的空间，搭建发展的舞

台，筑巢引凤，促进樟树的药材和药品

聚集生产、规模经营，形成产业特色。

同时，制定了包括《企业税收上台阶考

核奖励办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企

业引进人才、技术、资金提供必要的条

件，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快发展的积

极性。

三是积极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从 2003年起，樟树市财政挤出资

金1000万元，建立融资担保基金，为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贷款担

保。几年来，先后为6家制药企业缓解

了“融资难”的困难。与此同时，还出

台了《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考核奖

励办法》，鼓励各金融单位瞄准支柱产

业和成长型企业加大放贷力度，仅

2005年就发放奖励资金上百万元，有

效地促进了樟树市制药企业和药材药

品流通企业的发展。

樟树市已进入药业蓬勃发展的春

天。以仁和医药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

新兴药企成长为樟树财源的崭新支柱。

仁和药业由 2001年的“上无片瓦，下

无寸土，借厂经营”的小企业发展为现

在的拥有崭新厂房和办公用房数十万

平方米，年贡献税收 6000余万元的全

国知名民营制药企业，是樟树“十五”

期间药业超常规发展的一个缩影。到

目前为止，樟树年产值超千万元的医

药企业已达23家，其中5家超亿元，千

亩以上的药材种植基地增加到 18 个，

2006年药业贡献的财政收入将首次突

破亿元。

（作者单位： 江西省樟树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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