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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御生堂药业集团签署意向协议将收购日本制药
A04 2010年5月17日 星期一

拥有
400

年历史的中医药传
统品牌北京御生堂药业集团
（

01141,HK

）近日又作出大手笔
的举措，宣布将收购具有

63

年历
史日本制药工业株式会社

70%

的股权，从而迈出其向国际化市
场进军的步伐。

受益于近年中医药被认可
度的提升，以专注中医药的北京
御生堂将迎来巨大的发展，资料
现实，中国医药行业更长期保持
快速发展，去年中国医药市场产
值约

1,100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
7

大市场。 市场预期，到了
2020

年
中国医药市场的产值将超过

2,

000

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美国全
球第

2

大医药市场。

此外 ，由公司研发并拥有
全部知识产权的首只抗甲型
流感的中药

"

金花清感
"

成功
面世更为公司的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

联姻日本制药，做大国际化文章
5

月
10

日， 北京御生堂药业
集团宣布与日本制药签订立谅
解备忘录，北京御生堂药业集团
拟将透过其全资附属公司收购
日本制药全部股权中的

70%

股
本权益，双方拟于二零一零年七
月十五日或之前签立确实协议。

这成为中国医药企业对日本制
药企业收购首次突破，而这也意
味着中国和日本在中医药领域
将开始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新
时代，也标志着北京御生堂向国
际化进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对于这次收购行为， 市场
人士认为，收购后公司将通过日
本在中药有效成份分析、生产管
理、质量管理方面国际领先的经
验，以及在全球市场成熟的渠道
和市场开发经验，将

"

金花清感
"

以及未来其他中国的中医药新
成果，针对日本及国际市场进行
产品化二次开发和产品化生产，

并快速推向现有的日本近千家
销售网点和全球市场。

此外， 公司还将日本制药
在
"

汉方
"

、植物药和天然保健品
领域领先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北
京御生堂在中国及华人地区市
场的影响力和成熟渠道，拓展快
速成长的大中华市场。其中将包
括在日本近年流行的，由近百种
植物低温天然发酵制成的天然
酵素等高端功能性保健品。

北京御生堂还将借助日本
制药长期积累的中药材、植物药
的种植、 有效成份提取的技术，

以及人才和合作伙伴资源，在中
草药和其他药用植物大规模产
业化种植及建立国际领先的有

效成份提取工厂方面展开深入
的国际合作，拓展潜力广阔的全
球药用植物和提取物市场。

"

日本制药在日本生产汉方
制药方面已有超过六十年的经
验，并且为日本顶尖的汉方制药
生产商， 我们的合作对双方而
言，都是双赢。 我们还计划通过
日本成熟的、国际认可的、生产
和质量体系，在日本生产

"

金花
清感

"

， 并透过日本的成熟渠道
推向全球市场。

"

北京御生堂有
关负责人对笔者表示，日本制药
在汉方药领域拥有完整的研发、

种植、 提取和生产技术团队，生
产超过

150

种药物、 草本药物及
保健产品，并分销往日本全国的
药房和药店。

H1N1流感中绽放的中药奇葩
如果说收购日本制药是其

迈出国际化，使公司走向世界的
话，公司在国内的的认知度和品
牌效应也正在逐渐深入老百姓
当中，尤其是甲型

H1N1

流感，更
是让北京御生堂及其产品

"

金花
清感

"

成为防范和治疗流感的中
药奇葩。

谈到这一中药历史上重大
突破， 不得不提及去年

3

月份开
始的甲型

H1N1

流感的大爆发 。

自从去年
3

月第一例猪流感病毒
患者在墨西哥被发现，迅速向全
球蔓延 ， 演化成为继

2003

年
SARS

爆发后的另一个全球性的
严重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称 ， 甲型
H1N1

病毒是一种新的流感病
毒，对死亡及死亡率的准确评估
很可能将要到流感大流行达到
高峰的一至两年之后才能产生。

截至去年底，世卫公布全球确诊
甲流病例人数达

39

万人，死亡至
少达

12,220

宗。 刚开始时，全球
都需要依赖昂贵的西药产品
Oseltamivir

（即达菲 ）抵抗
H1N1

病毒侵袭的情况下，由国内中西
医专家、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联
合开展对于中医药防治

A

型
H1N1

流感的药物筛选和医学
研究，而成为内地卫生界

2009

年
十大新闻事件之一的

"

金花清
感
"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成
功的。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
情在全球迅速蔓延之际， 中医
药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有近

2/3

的甲流患者
接受了中医或者中西医结合治
疗 ，

"

金花清感
"

制剂取得良好
的临床疗效。

日前，在由北京御生堂药业
集团组织举办的

"

千年古方：世

纪新药
─

专利新药
'

金花清感
'

功效及应用专题系列活动中
医药研讨会及新闻发布招待酒
会上，来自北京的

'

金花清感
'

研发团队、中医药领域的知名专
家与本港医药卫生界人士就

"

金
花清感

"

的研发 、功效 、应用前
景、全球甲型

H1N1

及各类流感
发展趋势、以及中医药在防治流
感方面的特点和优势等各项题
目进行广泛和深入交流。

掘金中药市场潜力不可限量
对于公司所处的行业而言，市场
潜力尚未真正挖掘。去年

4

月，国
家发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其中
提到全年中央财政共安排中医
药专项资金

47

亿元，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投入最多的一年，让中医
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战略
机遇。

事实上，中医药近年在国际
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不少药物都
能成功体验“走出去”，截至

2008

年全球医药市场总销售额为
7400

亿美元，

2000

年至
2008

年间
复合增长率为

16%

远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和中国

GDP

增速；

1997

年至
2007

年间，中医药工业总产
值年均增长为

21%

，

07

年底已到
达

1.772

亿元人民币， 占医药工

业总产值约
26%

，胜其它已发展
国家。

而其中公司涉及的感冒药
更是一块广阔的市场空间，甚至
被称为药品领域的

"

快速消费
品
"

。 仅中国每年就有超过
10

亿
人次受到各种类型的感冒困扰，

大部分患者都需要用药或看医
生。全世界这个数字更是以数十
亿计。

但在中国，这个市场严重碎
片化， 最高的市场分也不超过
2%

。 全球市场感冒药也是种类
庞杂，绝对胜出市场者几乎看不
到。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此类产品
的同质化非常严重，西药基本上
以抗过敏（导致嗜睡）、退烧以及
缓解头痛等症状一类的药物为
主，且大部分都只是暂时缓解症
状，药效都不很突出。

国内大部分西药类感冒药，

都添加有抗过敏或退热类的化
学药组分。而普通纯中药制剂绝
大部分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长期沿用的所谓

"

普药
"

，或者
"

换汤不换药
"

式的制剂改良感冒
药领域多年来甚少实质性创新。

这为全新研制且疗效确切的纯
中药制剂

"

金花清感
"

提供了大
好的市场机会。

御生堂作为中国中医药领
域历史最为悠久的品牌之一，长

期以来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的传
承和传播， 御生堂中医药博物
馆馆藏丰富，底蕴深厚，已经成
为中国中医药领域具有象征性
意义的文化资产， 通过积极参
与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和对于
中医药产业的有效拓展， 御生
堂与中国政府及中医药行业建
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 这为

"

御
生堂

"

的品牌影响力的
进一步扩大创造
了 有 利 的
条件。

资本助力欲"后来居上"
� � � �

同时，作为香港主板上市公
司，北京御生堂药业集团拥有稳
定、高效、多渠道的融资平台。公
司通过最近的两次集资，已经获
得了

7

亿多港币的发展资金，加
上上市公司原有的资金，现金储
备超过了

10

亿港元，为企业快速
发展创造了十分优越的资本基
础条件。

据北京御生堂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北京御生堂
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白建疆
先生透露，随着

"

金花清感
"

申请
国家新药批准文号进程的快速
推进，其获得新药证书的日期也
渐渐临近，公司已经开始积极地
为大力度和大规模的市场拓展
做好准备。

他指出， 未来公司将加快
生产工艺改造， 以应对市场对
于

"

金花清感
"

颗粒产品的潜在
需求；其次，积极建立和拓展药
品销售及市场渠道， 在医疗机
构、 药品批发和零售以及政府
储备等方面同时发力；此外，公
司还进军上游中药原材料种植
及加工领域 ，建立

"

金花清感
"

原料药材的种植及组分提取的
基地， 以保证药材原料的保质
获取和有效的成本控制； 加上
公司还将做好强有力的市场推
广的规划和准备以及加强技
术、运营和管理团队的建设。 白
建疆称，这些举措将为

"

金花清
感

"

市场的持续快速增长，建立
坚实基础。

此外，白建疆还透露，公司
打算推广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复
制北京模式，即在重点保障政府
储备用药的同时，争取尽快纳入
地方医保，以医院制剂的方式销
售。 目前已有

6

、

7

个省主动与公
司取得联系， 公司的目标是以

"

金花清感
"

为核心产品，建立起
中国直至全球感冒药市场的领
军企业地位。

分析人士指出，

"

金花清
感

"

性价比优势明显，御生堂药
业市场前景可观：第一，

"

金花清
感

"

不具有副作用，这是它的优
势。第二，其综合治疗特征，与传
统治疗方案相比，大幅度降低了
抗生素的使用率，从而大大降低
了综合治疗成本，统计平均为传
统西药流感治疗方案的约三分
之一。 第三，

"

金花清感
"

方便易
用， 适于在感冒早期介入治疗，

从而大大缩短疗程。 未来数月，

随着新药证书的审批完成，公司
将可以获取批准逐步开始以非
处方药物的形式向公众推广

"

金
花清感

"

。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
超过

10

亿人至少需用一次感冒
药。行业人士预计，未来

"

金花清
感
"

以其疗效的突破性年销售量
将有机会突破

4000

万盒。

除此之外 ，业内人士还指
出 ，伴随

"

金花清感
"

的逐渐
普及 ， 其疗效在得到公众认
可的同时 ， 自身品牌效应会
更加显着 。 可以预期

"

金花清
感

"

有望成为新一代的家庭
防治流感常备药 ， 市场需求
及盈利具有可持续性 。

（江上舟）

“金花清感”进军全球市场

御生堂第
13

代传人白建疆（左）与国宝级中医药专家周平安教授

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卫生署署长林秉恩亦到场祝贺并与北京御生堂药业集团执行董事兼北京御
生堂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白建疆合照。

北京市中药研究所所长王大仟、日本制药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入野信人及香港植物药研究所所长
李函宓代表三方签署合作项目。

公司竞争优势和投资亮点
中医药行业发展内在机遇政策、环
境和历史机遇

中药新药研发成本低、效率高。

国家发布中医药产业振兴计划，将
中医药定位为国家智慧财产权战略
和软实力战略高度， 中医药产业发
展面临历史机遇。

政府突发应急储备将逐步向中
药倾斜。

精诚团结的公司管理团队
公司总裁白疆建为北京中医药

学会理事、 中医新药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兼副秘书长、 中华医学会中医
史专业委员会委员。

副总裁陈荣光为主任药师，拥
有

38

年的药品研发及生产管理经
验。

副总裁苏宁超过
15

年跨国制造
业企业财务管理及金融运作经验，

与多家跨国企业担任中国公司的财
务总监等高级职务。

副总裁高峰，

25

年跨国公司管
理及企业发展经验； 超过

10

年企业
高级管理及企业并购经验。

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拓展空间优势
立足和充分发掘北京中医药科

研资源优势。

汇聚全国优秀的中医药专家、

在相关机构和部门的支持下，复制
"

金花清感
"

的成功模式，发掘御生堂
30

万种古方， 针对人类
10

大疑难病
症，研发中医新药。

建立研发
-

临床
-

生产
-

市场
的产业化通道，将研发成果转化成
产品。

家庭必备放心药的销售策略和理念
创新的治疗理念：早期介入，第

一时间治疗。

市场营销定位和产品卖点建立
及强化对于公众的影响力。

打造家庭必备
"

放心药
"

的
印象 。

御生堂历史和当今行业地位
御生堂始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

（

1608

年）山西榆次白氏药铺，是中
医药四大历史品牌之中唯一皇家御
赐商号。

雍正、乾隆年间，白家第七代传
人白凌云担任御医长达

25

年之久，

乾隆二十年 （

1755

年 ）白凌云告老
还乡，干隆感念其医术医德，赐

"

御
生堂

"

牌匾，意为
"

御为普济，生乃永
盛

"

，白家老号遂正式更名为
"

御生
堂
"

。

御生堂另一位御医白永祥，开
给同治皇帝的药方及御医专用呈
匣、包针筒至今保存完好。

"

御生堂
"

鼎盛时期分号达百余
家，遍及京、津、晋、冀、内蒙等地。 御
生堂集中医医堂、 中药药铺和收集
古董珍玩的商号于一体， 享誉北方
广大地区。

"

杏林美德
"

广受民间和
官方嘉奖。

御生堂拥有全球馆藏最丰富的
中医药博物馆， 位于北京的

6800

平
方米展馆， 馆藏历代中医药文物数
十万件， 记录子石器时代起到近代
中华医药文明历程。

2008

北京奥运合作伙伴 ，

向世界展示中医药文化 ， 展品
被国际奥委会永久收藏。 御
生堂是国家对外中医交流
的代表品牌多次举办国
际中医文化交流活动
享誉海内外， 多次受
到领导人及国际友人
的嘉许。

御生堂独家出
资并长期资助“中医
药事业发展基金 ”，

致力于推动中医药
科技和产业发展，更
加确立了御生堂在
当今中国中医药行
业领导。

领略中医文化
体验中医养生品牌
地位。

（江上舟）

周平安教授是中药专利新药「金花清感」主要制方专家
之一，他还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疾病突发卫生事件传染病、艾
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中医药「十病十药」研发专业筛选
委员会人禽流感、艾滋病、各类急性传染病领衔专家。

御生堂第13代传人白建疆（左）、北京市中医局赵静女士
（左二）、日本制药工业株式会社长入野信人（右二）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