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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工业生物技术发展报告》是基于工业生物技术知识环境出版的信息产品之一， 主要报道了工业
生物技术领域内的重大规划与政策、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进展、产业发展等。
为了能够全面了解工业生物技术发展的最新进展， 本书设置了发展战略篇、研发进展篇、产业篇和青
年人才篇。
在选题上，着重突出了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热点和前沿。
为了突出各领域的技术进展并使内容更有层次感， 本书在研发进展篇采用主题的形式组织稿件，重点
报道了合成生物学、工业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工程、生物炼制和生物发酵技术、工业蛋白质工程、生物
过程工程、微藻生物能源等在工业生物技术领域中的研发进展等内容。
为了扩大本报告的读者范围，使国外读者能了解中国工业生物技术的现状、产业情况， 我们在形式上
增加了英文题名、摘要，以及英文作者简介。
此外，我们通过对2011年国内外工业生物技术领域重要事件的回顾，与读者一起梳理过去一年本领域
发展的整体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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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维生素C产业发展概况　　2.1维生素C市场格局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受维生素C出口
高额利润的推动，国内企业竞相投产，维生素C产能严重过剩。
1996年，我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达到26家，出口量对世界维生素C市场形成强烈冲击，对世界药业巨头
瑞士Roche和德国BASF垄断的维生素C市场形成了巨大挑战。
1995年10月，Roche为保住维生素C的国际市场份额，将维生素C价格从13美元／kg至4.5美元／kg。
大幅的价格调整使得国内众多维生素C企业惨遭淘汰，基本形成了今天以东北制药、华北制药、石家
庄制药和江山制药为主体的生产格局。
　　维生素C价格战促使国内维生素C产业在数年间得到高度整合，大部分企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有效控制了维生素C生产成本。
2000年起，结合自身成本控制情况，我国维生素C企业依靠成本领先优势，主动挑起新一轮价格大战
。
2001年，维生素C价格达到2.8美元／kg的历史新低，使得日本武田制药被迫退出维生素C产业，其业务
被BASF收购，而Roche美国工厂进入检修状态。
　　但这场新一轮的价格战也使得国内的维生素C生产企业元气大伤。
2001年12月，在行业协会协调下，国内维生素C生产企业开始逐步调高维生素C价格。
到2002年10月，国际维生素C市场价格回升到5美元／kg。
2003年末，国际市场维生素C价格达到12美元／kg，此后该价位一直持续到2009年。
2008年，我国维生素C最高出口价曾达每千克140元左右，国内维生素C生产企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利润率。
由于国际市场维生素C价格较高，大量中小企业投产维生素C项目，再度造成我国维生素C行业产能过
剩。
根据发改委、工信部此前发布的维生素C行业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球维生素C总需求约12万t左右
，而国内总产能已接近18万t，产能过剩超过50％。
到2010年一季度，维生素C均价跌至34元／kg，此后一度跌至38元／kg，已接近成本。
　　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3月底，国内主流厂家维生素C报价仅为26元／kg，维生素C出口价又进入
了一个新的低谷期。
利润下滑对于企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维生素C主要生产商之一的东北制药为例，2010年净利润
比2009年下降87.9％，而2011年半年报显示净利润同比下降97％。
2012年4月5日，国内维生素C五大企之一的东北制药（000597.SZ）发布2011年年报，公司2011年营收
为38.83亿元，同比下降19.58％，净利润则为一3.92亿元，同比暴跌832.96％。
实际上，维生素C价格大幅下跌已经开始对一些2010年左右投产的中小型维生素C生产企业造成致命打
击。
纵观我国维生素C行业的发展历程，一直处于价格上升，生产企业蜂拥而上，造成供过于求，价格快
速回落，大量中小企业转产、破产，供需重新平衡这样一个周期性循环过程。
　　2.2维生素C产业发展的政策与市场环境　　维生素C是我国目前少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原
料药产品，理论上具有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随着新技术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金融及货币政策的变化、后WTO时代
的到来等一系列复杂的变化，为我国的维生素C产业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我国维生素C行业在技术和市场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面临着潜在的巨大风险，无法主导国际维生素C市场价格，对于我国工业生物
技术行业而言，确实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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