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 国际植物药市场份额已达 300 多亿

美元，且以每年以 10%至 20%的速度递增，全球对

天 然 营 养 药 物 的 需 求 也 以 70%的 年 增 长 率 递 增
［1］。 然而，在全球中药市场营业额中，中国仅占 3%
～5%，日本则占到 80%，韩国占 10%［2］。 我国作为

一个天然药物大国，要摆脱这种尴尬局面，需做到

中医药的保护与利用并举， 而无论是中医药的保

护还是利用均离不开知识产权的战略保护。 至我

国加入 WTO 以后，就已将医药产品的关税下调至

与 WTO 成员国相当的水平， 失去了国内保护，我

国中医药企业如何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去创造

属于自己的品牌、自身的效益，并取得更为有利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医药企业由于自身经济技术实力和外部环

境的差异性， 所采取的知识产权战略也应有所区

别， 笔者借鉴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知识和中医药

学科的特点， 初步将中医药知识产权战略分为进

攻型知识产权战略、 防御型知识产权战略和攻防

结合型知识产权战略， 下面将重点分析前两种形

式的知识产权战略。
1 进攻型知识产权战略

进攻型知识产权战略是指企业及时、积极、主

动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优势， 通过持有

权利抢占和垄断市场，扩大企业竞争优势的战略。

一般情况下，技术和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占有一定

市场竞争优势的中医药企业适用于进攻型知识产

权战略。 常用的进攻型知识产权战略包括以下几

类。
1.1 产 品 出 口 专 利 先 行 战 略 一 项 发 明 创 造 经

过申请、审查、批准 后，专利权人 就享有对该 项发

明创造的独占权，他 人未经许 可，不得擅自 制造、
销售或使用与该发明创造有关的产品； 即使是先

用权者，也只能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 这

种高度垄断性， 决定了专利权人拥有竞争对手无

法拥有的特权，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
例如，人参蜂王浆是我国吉林省最早生产的，但被

他人在美国抢先申请了专利， 使我国出口的人参

蜂王浆不能在美国市场上销售， 一旦销售就构成

侵权； 从中草药青蒿草中提取出的抗疟有效药--
青蒿素在没有申请专利的情况下与国外医药企业

合作生产，而被国外抢注专利。 这些惨痛的教训除

了留下遗憾以外， 更应当唤起中医药企业对专利

申请重要性的认识。 为了解我国中医药企业国内

外专利申请状况， 笔者选取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 5 家中医药企业， 调查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 ［3］

和 PCT 发明专利 申 请 量 ［4］，结 果 显 示 这 些 企 业 虽

然已开始重视国际专利申请， 但申请数量与其国

内专利申请量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见表 1。
表 1 5 家企业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比较（n，%）

企业

天士力

同仁堂

华润三九

哈药

片仔癀

中药

645（87.8）
80（100）
65（73）
44（37）
13（100）

西药

71（9.7）
0
17（19.1）
69（58）
0

其他

19（2.6）
0
7（7.9）
6（5）
0

中药

23（74.2）
4（100）
2（100）

0
1（100）

西药

8（25.8）
0
0
0
0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 PCT 发明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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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要走向国际化，路径在于创新，核心在

于专利。 由于很多中药提取物都是非单一化学成

分，在专利申请时为了定义该中药提取物，往往采

用方法定义产品或者参数定义产品的形式。中医药

企业首先必须明确中医药专利保护的对象，涉及的

范围包括：中药材栽培、养殖技术；中药炮制技术；
中药有效部位、有效成分；中药中间体；中药药剂；
中药制药工程；中药制药设备；中药的新用途；中成

药；中药保健食品；中药化妆品；中药包装技术；还

包括中药制药机械设备的改进； 中药质量检测仪

器、设备；中药包装设备；中药的外形包装等［5］。
1.2 基 本 专 利 与 外 围 专 利 相 结 合 战 略 基 本 专

利往往是那些划时代的、 先导性的核心技术或基

础研究成果， 中医药企业通过申请基本专利享有

强有力的专利权，这种法律赋予的垄断权可以转化

成排除竞争对手和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的法

宝。 但基本专利若被竞争对手改进后申请专利，进

而在基本专利周围形成专利保护网，则会使基本专

利权人所保护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升级受到限制。
因此， 中医药企业为避免基本专利的孤立运

用，应当在基本专利或核心技术周围不断地、逐步

地申请应用、改进专利，最后构成若干个相互关联

的专利群。 目前我国一些中医药企业虽然拥有一

定的发明专利的申报数量， 但除天津天士力制药

集团公司外， 很少有中医药制药企业对其重点品

种构建专利网 ［6］。 笔者检索中国专利信息网，发现

天士力集团近年来围绕重点产品丹参滴丸申报了

200 余项专利，其目的就是要对核心技术提供更全

面的保护，以期在这个品种技术上实现长期、宽范

围的垄断。
1.3 商 标 与 专 利 相 结 合 战 略 专 利 制 度 在 很 多

情况下无法替代商标的识别性， 商标在放大成果

转化形成的市场优势方面的独特作用更是专利所

不可企及的 ［7］。 商标与专利相结合战略有以下几

种：① 在 药 品 上 显 著 地 标 注 商 标 的 文 字、图 形 及

其组合，在药品上标出专利号，甚至可以将药品特

有的包装、装潢等申请为外观设计专利，达到广告

促销该药品的商业目的；② 首先利用专利权在保

护期内的专有性形成产品优势， 再利用商标权承

接专利保护期届满以后的市场垄断性， 在消费者

心中产生专利药品的优秀品质与该商标之间具有

衔接性；③ 摆脱“酒香不 怕 巷 子 深”的 传 统 思 想，
利用专利技术换取对方商标的使用权， 以使专利

药品投放市场后能有效引导消费者， 促进药品销

售。 由于商标所具有的广告促销功能，其知名度、

信誉度高低与专利药品的销量形成正比关系。
1.4 产 品 与 地 理 标 志 相 结 合 战 略 中 医 药 企 业

特别是中药饮片加工企业尤其需注重将产品与地

理标志相结合。 中药材由于生长的环境、栽培采摘

加工技术的 差异性， 品质 和功效也有 所不同，对

此，将特定产地的特定品 种，且质量、疗 效优良的

药材称之为“道地药材”。 枸杞、大黄、红花、贝母等

产地不同药效差异很大，如宁夏枸杞、川大黄、藏

红花、 浙贝母等加上产地来源标记能让消费者对

产品的质量更放心。 目前，我国并未采用专门立法

保护地理标志， 而是采用商标法的模式来保护地

理标志。 中药饮片加工企业可以通过原产地证明

商标或者集体商标对道地药材进行地理标志保护，
像韩国的“高丽参”一样，通过申请注册“原产地证

明商标”来区别其来源和保障其质量，同时使这些

质量优良的中药材创出名牌，使某些药材也成为国

际专卖品，这样有利于占领市场，创造更好的效益。
1.5 专利购买或合作开发战略 据统计，1 个 一 类

新药从发现可能有效，至研发到最后上市，大约需

要 10～12 年的时间周期 ［8］。 新药的研发过程分为

“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研究”的过程是 研究

人体的生理机制 并发现新药 的过程；而“开 发”即

是指进 入临床试验，通常需要 5～6 年时间，在 此

期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那些具有

资金优势的中医药企业， 可以从发明人或其他企

业那里购买专利权，达到独占市场的目的，即所谓

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实施专利购买战略的一

个重 要前提是事 先对欲购买 专利实行 市场分析，
欲购买的专利 应当是具有 较大的市场 开发潜力，
并且是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技术。

合作开发战略一般是指具有资金设备优势的

企业与具有研究开发实力的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共同开发新药。 以美国诺华公司为例，在中国与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建立了长达 6 年的研究

合作关系， 开展在识别传统中药中的药理成分等

方面的合作 ［9］。 中医药领域还存在另外一种合作

开发模式： 中医药有许多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中确

切有效、且以祖传秘方形式存在的偏方验方，传统

知识持有人却由于资金设备的限制， 无法将偏方

验方实行大规模现代化生产， 企业可以从这个方

面着手，与传统知识持有人共同合作，获取所需的

知识产权。 现在，许多的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便是如

此，为了开发及筛选药物，通常会聘请专人到有传

统知识背景 的国家或 地区进行“生 物勘探”，然后

将样本拿到实验室应用于新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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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御型知识产权战略

防御型知识产权战略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为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以及怎样有效地应对

他人的侵 权指控而采 取的打破 市场垄断格 局、改

善竞争被动地位的战略。 一般情况下，技术比较优

势不明显、 尚未到达一定经济规模的中医药企业

适用于防御型知识产权战略， 中医药企业常用的

防御型知识产权战略包括以下几类。
2.1 利 用 自 由 公 知 技 术 战 略 自 由 公 知 技 术 是

指处于公有领域中， 任何人均可以自由使用的技

术，它是技术创新的产物，也是全世界科技工作者

辛勤劳动的结晶。 中医药领域的方药应用和治疗

方法一般是 通过历代相 传的古籍文 献传承至今，
截止清末有方名的中医方剂已逾十万余首， 很多

处方已经处于“公有领域”。 在千百年前早已公开

的传统医药单方、复方、成药及其 加工、炮制方 法

等知识已 丧失了现代 专利制度要 求的新颖 性，无

法再受到专利保护。 文献化虽然能阻止传统医药

知识的专利申请， 却不能阻止企业利用文献中公

布的知识生产和销售相关传统医药产品 ［10］。 据笔

者统计，以部分中药产品为例，与六味地黄丸相关

剂型的产品有 879 种， 与藿香正气水相关剂型的

产品有 704 种， 与银翘解毒片相关剂型的产品有

656 种，与归脾丸相关剂型的产品有 504 种，与逍

遥丸相关剂型的产品有 353 种， 与牛黄上清丸相

关剂型 的产品有 213 种 等 ［11］，这一 类 的 中 药 产 品

均出自古医籍。 当然还有部分的传统医药知识的

公开仅仅停留在文字记载的基础上， 而从未被商

业使用过， 这对于中医药企业而言又是另外一座

尚未挖掘的宝库。
除了已文献化的中医古籍， 由于各种原因失

去专利法保护的失效专利也是属于自由公知技术

领域， 其巨大的含金量应当引起企业的重视。 目

前， 全世界公 开 和 批 准 的 药 品 专 利 有 3000 多 万

件，凡是未按《巴黎 公约》规定向 中国专利局 提出

申请而失去新颖性的或专利权因其他原因而终止

的，或属 1986～1992 年间在我国药品行政保护范

围之外的所有外国专利， 中医药企业均可以无偿

使用，仿制和在国内销售都不存在侵权问题 ［12］。 对

于一些缺乏新药研发的资金实力、 缺乏成功的研

发经验和人才的中小型中药企业， 擅于利用国内

外失效专利药品进行仿制或二次开发， 不仅可以

节省大量的资金，还能缩短研究开发时间，尽快将

专利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当前， 许多学者提出仿制药品造成了国内制

药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笔者认为药品仿制从

源头、过程、结尾三段抓 起才能跳出“低水平重复

建设”的框架：① 源头阶段：中医药企业在选择失

效专利药品时，需要从技术因素、市场因素和产业

因素综合进行市场潜力的评价、 投资评价和成本

价格的评估，以决定是否仿制；② 过程阶段：仿制

药品并不意味着盲目跟随， 中医药企业在原有失

效专利药品的研发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和创新，
以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称为之为“创

造 性模仿战略”。 比如开发到 期专利药 品 的 适 应

症、形成新的医药用途等；③ 结尾阶段：仿制药品

仍需严把质量关，在工艺、制 剂上下足功 夫，达到

与原研药相同的质量和疗效。
2.2 外围专利战略 对于防御型企业而言，外围

专利战略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在他人的基本专利周

围设置自己的专利网，增强对抗能力，以减少该基

本专利的控制， 使基础性关键专利在其专利网中

受限。 中医药企业一般是围绕竞争对手的药物专

利，开展相关的组合物、制备方法、剂型、新用途、
质量控制方 法等从属 专利的研发 与专利布局，形

成“蚁吞象”的格局。 外围专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要注意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对基于基本专利衍

生出的药品研发，须征得专利权人的许可，或通过

交叉许可获得授权，避免不必要的专利纠纷。 以贵

州宏奇药业为例，其在未征得梧州制药的许可下，
生产的“妇炎净片”与梧 州制药的“妇 炎净胶囊”，
除了剂型不同以外，其余毫无二致，后被梧州制药

告上法庭，经法官协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贵州

宏奇药业有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
并一次性赔偿梧州制药公司 118 万元 ［13］。
2.3 商标申请战略 药品商标， 作为药品质量、
信誉和知名度的载体，是企业的灵魂和无形资产，
是企业宣传和竞争的最有效手段。 在复杂而激烈

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消费者一般通过商标来甄别

不同的厂家和品牌， 商标战略是关系中医药企业

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此外，商标还有助

于开拓国际市场，使企业声明远播、品牌价值不断

升值、 效益越来越好。 据福布斯最新刊出的 2010
中国品牌价值排行榜， 各行业品牌共 50 个入选，
云南白 药和三九品 牌作为中医 药品牌的 骄傲，跻

身该榜单 ［14］。 这样的商标在海内外具备有广泛的

市场认知，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能为销售起到先声

夺人的作用。 而与之相反，我国有许多中医药老字

号企业在海外遭受抢注事件却频频发生，如：片仔

癀、玉林、同仁堂、王老吉、保济丸、龙虎 等商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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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均 遭 受 过 抢 注。 据 统 计，20 世 纪 80 年 代 以

来，中国出口商品商标被抢注的有 2 000 多起，造

成每年约 10 亿元的无形资产流失 ［15］。 因此，中医

药企业必须具有强烈的商标保护意识， 及时在国

内注册，必要时进行国际注册，防止他人抢注。 商

标注册的重点要做到及时注册和防御注册。 及时

注册就是及时到商标局实施商标注册，做到“市场

未动，商标 先行”，不能等 到企业壮 大以后才进 行

商标注册。 防御注册则包括了“联合商标”和“防御

商标”的注册，所谓“联合商标”是指同一商标所有

人在相同或同类商品上注册的两个以上相近似的

商标，其注册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专用，而只是禁止

他人使用，防止他人使用这种类似商标。 所谓“防

御商标” 是指商标所有人在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

的商品或类似商品以外的其他不同类别的商品或

服务上注册的若干相同商标， 其目的不是自己在

这些商品上使用， 而是防止他人在这些类别的商

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
2.4 商 业 秘 密 战 略 商 业 秘 密 指 不 为 公 众 所 知

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

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验信息。 中医

药领域涉及的 商业秘密一 般是中医药 技术秘密，
包括了中医药领域未公开的中药组方、 植物药栽

培技术、动物药养殖技术、制备技术、炮制技术、制

药工程技术、中医诊疗方法等信息。 商业秘密保护

一直以来是我国中药的传统保护方式， 中国有 1
万多种中药资源和 4 000 多种中药制剂，其中，云

南白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华佗再造丸

均是国家级保密处方。 除了国家级保密以外，中医

药企业很多也采取商业秘密形式保密， 据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对 120 家中成药重点企业及其 401 个

重要中成药品种的调查中， 企业对 61.8%的中成

药品种采取技术秘密措施。 采取商业秘密战略的

中医药企业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该技术秘密必

须是竞争对手不容易通过反向工程、情报分析、产

品测绘等手段获得的；（2）与相关技术人员签订保

密协议 和竞业禁止 协议；（3） 与国内 外企业 合 作

时，注意核心技术秘密的保护，我国很多中药秘方

就是在于国外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技术外流， 最后

蒙受巨大的损失， 如之前在我国发生的 “金龙胶

囊”遭美诺华公司剽窃事件，按当事人估计损失达

20 亿人民币之多。
3 攻防结合型知识产权战略

攻防之间本身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 如兵

家所言“攻为守时守亦攻，守为攻时攻亦守”，且攻

防结合才能做到战略平衡。 我国大多数中药企业

与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 不能

与其全面抗衡，攻防结合、防守为主型知识产权战

略适用于大多数的中药企业。 由于攻防结合的知

识产权战略模式涵盖了知识产权战略的大部分内

容， 中医药企业如何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适应市

场竞争环境， 选择适用的知识产权战略就显得非

常重要。 中医药企业与现代工业企业相比具有其

传统性和特殊性， 这种特性也导致其选择的战略

模式除了涉及专利、商标等主流知识产权制度外，
还会涉及到商业秘密、地理 标志、植物品 种保护，
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因此针对中医药企业

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特点，结合企业自身

特点、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技术创新层次来选择和

构建中医药企业知识产权组合战略，是推动中医药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重要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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