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药行业环保设施整改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新标准若正式出台，将促使国内制药行业大

部分企业面临环保设施方面的整改，而这样的措施对于原料药的影响

更大一些。 

新标准将提高门槛 

 近年，我国对环保方面的要求日趋提高，过去一些难以提上日程

的标准，也开始逐步制定并实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此前曾表示，国

家将力争在 5 年内使主要污染物 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 10%

或者更多。还要积极防治农村面源污染，加强对重点企业存在的环境

隐患的排查和整改。 

 由于制药工业的水污染问题比较严重，过去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难以适应制药企业发展和环境管理的需要。如中药工业废水排放的原

标准，就无法有效体现中药行业的污染特征和污染控制技术水平。若

按原标准实行和考核，还容易造成标准执行的复杂性和企业负担的增

加，反而不利于控制和消除污染。 

 环保总局这几项新标准如果出台，无疑对于改变水污染现状具有

重大意义。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新标准比老标准要严格很多，一

些过去没有涉及的领域这次也有所规定；对于排水去向的不同，标准

也不同。比如对下游没有独立废水处理厂的企业，相应标准将更加严

格。 

 若按此规定，未来发酵类制药企业（维生素、抗生素、氨基酸和

其他）2010年当产量不变及产量增加 20%的情况下，COD 的排放量将



由 2005 年的 157177 吨降至 2010 年的 26209 吨及 31451 吨，削减量

分别为 83%及 80%。而其他子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也会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 

原料药受影响更大 

 一位分析人士告诉记者，新标准的出台，对于原料药（用发酵等

工艺制作）和合成类药制造企业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他们为了降低

成本，所以产生的污染往往也是最为严重。原料药，特别是大宗原料

药是中国医药行业最具国际竞争性的行业。不少原料药企业也是依靠

牺牲环保和低成本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的。 “特别是对原料药

制造企业中的一些小企业，由于他们过去对污染处理并不重视，所以

提高环保的门槛，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银河证券医药行业研

究员刘彦明指出。 

 不过他认为，对原料药行业的影响也要从两方面来看，如果国内

企业大部分都提高成本，那么对同类企业影响并不大，反而有利于行

业洗牌，为下一阶段医药行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比如基本上由我国所

垄断的维 C 产品。而由于我国原料药出口规模巨大，也是出于成本优

势，现在提高成本，将可能影响部分企业的出口。 

 对于成本问题，环保总局分析认为新标准尚且处于合理范围。例

如，发酵类企业的吨废水投资成本在 1340～24285元/m3之间，总体

来说，废水处理投资在企业的可承担范围之内。而大部分发酵类制药

企业处理吨废水的运行费一般在 3 元以下，但个别厂家较高，达到

8.1 元/吨，处理吨废水的运行费用也在企业可承担范围之内。 



 而污染相对少的生物工程及制剂类企业，如果制剂类按环保设施

年运行成本 30 万元计算，则每单位（万片、万粒）产品增加成本仅

为 1.75 元。而生物类企业绝大部分都可达标，所以实际提高的费用

并不会太多，要低于 30%。又考虑到该部分的环境效益，部分超标企

业因项目增加的运行费用实际上增加约 30 万元左右，对于生物工程

类制药企业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