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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家有着深厚积淀的民族企业，经过改制转型和市场竞争的涅 重生洗礼，齐都药业董事长郑家晴：

不不忘忘初初心心，，走走健健康康路路，，做做百百年年齐齐都都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坐落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齐国故都淄博临淄。其实，很少有企业会以一座城来命名，因为当当企业的精髓、文化与这
座城的历史、底蕴、精神交融在一起后，企业便成了城的一部分。企业若变成了一种图腾，也便意味着担上了更多的社社会责任。从最初的淄博市临
淄制药厂到如今的齐都药业集团，一晃已是41年。源于肩上的光荣与使命，数十年来，企业发展所留下的或深或浅的历史印迹，无不体现着古齐
后裔尚礼重德的情怀和包容。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这片故土见证了齐都药业砥砺奋进、涅 重生的每一个阶段，也也正因如此，齐都药业的每
一名员工在介绍自己时，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齐药人。

说起齐都药业，没有人会
比“掌门人”郑家晴更如数家
珍。有人说，时间的跨度，短如
三两行情诗。那么，郑家晴与齐
都药业的“恋爱史”，就像是一
部长篇小说，其中既有破茧重
生的刻骨铭心、转型升级的迷
惘阵痛，也有对未来方向的困
惑踟蹰、对突破升华的振奋喜
悦。在齐都药业工作30年，郑家
晴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
工作上，也许是因为在生产一
线养成的严谨和担任厂长以来
经历的磨难，在企业发展的每
一个节点上，他都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因为他深知，在这片
占地面积600余亩的制药园区，
承载着3800人的生计，还有梦
想。

“1997年我担任厂长时，企
业已连续多年亏损，最严重的
时候，厂子5个月没发过工资，
员工20多个月的养老保险也交
不上。”郑家晴回忆说。

扛起“大旗”前，郑家晴只

是山东临淄制药厂任职刚刚一
年的最年轻的副厂长，从配料
员、技术员、车间主任到管理
层，相较企业经营中的人情世
故，不善言辞的郑家晴更像一
个与世无争的技术干部，当时
他只有32岁。一天，时任区委书
记把郑家晴叫到办公室，在了
解了一些情况后突然问到：“小
郑，你觉得我们药厂还有没有
希望？”这一问，让郑家晴有些
摸不着头脑，但他还是硬着头
皮回答。“只要把企业管理好，
堵住漏洞，职工吃饭应该没问
题。但是，要实现大的发展，困
难还是很多。”

“再后来，我就直接接到了
任命。”据郑家晴回忆，接到任
命时，他直接懵了，他于是找到
区委书记和分管部门领导，一
是求证，二是取经。“企业这么
困难，我这么年轻，怎么办？这
时一位老领导告诉我一句话，
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就是
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你的

主要任务是什么。”
接任厂长的第一年，在郑

家晴的带领下，企业迅速恢复
产能，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1998年，企业实施股份合作制
改造，为后来转型为山东齐都
药业有限公司乃至齐都药业集
团，打下了基础。

经过41年的摸爬滚打，时
至今日，齐都药业已成为一家
以注射剂为主，兼有口服制剂
和原料药的综合性研究型药品
生产企业，是中国医药工业百
强企业。“今后一个时期，我们
的各方面工作将紧紧围绕集团
发展战略规划总体部署，坚持
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坚持从严
管理、内涵发展，坚持科技兴
企、人才强企，加快由规模增量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朝着‘百
年齐都、国际齐都’的宏伟愿景
和目标继续前进，努力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和祖国医药事业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郑家
晴表示。

在这片600余亩的土地上，承载着3800人的梦想

齐人，“不慕古，不留今，
与时变，与俗化”，民多智巧。
说的是与时俱进，敢于创新。

注射剂、口服制剂和中
药、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三
分天下有其一，是齐都药业十
三五规划转型发展的目标和
重点，即所谓的“一针一片一
粉”。

近年来，随着国家范围内
“限抗令”力度的不断加大，让
一部分以注射剂业务板块为
主的企业备受困扰，齐都药业
也不例外。虽然目前的数据显
示，企业的主营业务依然在稳
步上升，但相较2005年前后，
速度已明显放缓。一路从风雨
中走来，郑家晴并没有对眼前
的变化过分担忧，正相反，面
对接下来的挑战，他甚至还有

一丝兴奋。“危机推动转型。齐
都药业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在
一次次转型中不断找到转机。
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的根本目
的，也是要推动企业转型。我
们应该顺势而为，也一定会大
有作为。”郑家晴说。

据郑家晴介绍，目前齐都
药业有18个生产车间，输液年
产能15亿瓶(袋)，固体制剂年
产能30亿片(粒)，是国内几个
最大的输液生产基地之一。

“这么大规模的一家企业，需
要精准转型，不只是在产品结
构上，还包括市场结构、质量
管理和品牌建设、管理手段和
企业文化，都要做出调整。”

“在产品结构调整上，由
于我们是以注射剂为主，所以
首先我们要继续巩固发展好

现有的板块优势，然后在今后
5到10年内，大力发展口服制
剂和中药、原料药和医药中间
体。”

“原料药方面，我们现在有两
个生产车间，随着近年来安全和
环保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大，不少
技术装备落后、管理水平差的中
小规模企业逐步被淘汰。通过这
种措施，促使剩下的企业站在了
更高的起跑线上。对我们来讲，
虽然也有阵痛，但更是正向积
极的推动。有人提疑问，为了
一些改造动辄花个上千万，本
来这样做既办了事，也给企业
省了钱，为啥还要推倒重来，
其实员工心也是好的，但即使
如此也要做，因为安全和环保
都是百年大计，事关企业长远
发展。”

一针一片一粉，打造企业发展三个支柱

而在市场结构调整和品
牌建设上，郑家晴给出的答案
则要简单很多，以产品结构调
整为基础，一是保量求质，二
是精准服务。

“接下来，我们要从中
低市场向中高市场突进。企
业转型首先是市场转型。”
郑家晴说，“医院希望药品
供应单位稳定，首先产品质
量要好，其次就是全品种供
应，然后是售后服务到位，
所以我才说一切都要以产品
结构为土壤。”

目前在药品采购上，我国
实行的是“两票制”，但郑家晴
要求，齐都药业要向“一票制”
方向发展。“目前我们在山东
已经基本实现了‘一票制’，这

是市场未来的趋势，质量要
好，服务要到位，品牌才会有
影响力，医院和消费者在使用
时才会放心。”

此外，随着企业现代化管
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使用信息
化手段辅助管理与生产已然
成为企业信息技术创新发展
的必然选择和趋势。郑家晴对
此感同身受。

“这几年，我们特别重视
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已经渗
透到我们企业管理的方方面
面。”郑家晴介绍说，“过去我
们讲机械化、自动化，但那些
是停留在装备层面的，而智能
化则是在管理层面。自动化解
放的是一线职工，智能化则是
解放管理人员。”

保量求质、精准服务，管理更要智能化

改制2 0年来的躬身耕
耘，齐都药业现已成为全国
医药工业百强企业，郑家晴
似乎也应该松一口气了，然
而，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的
面前，“企业大了，要不要走
出去，到北上广一线城市？”

“要不要与国际接轨，走出
国门？”“要不要上市？”

“其实，不只一个人这
样问过我。”郑家晴笑着说，

“ 现 在 很 多 企 业 在 走 国 际
化，我们其实也在分析，在
我 看 来 ，企 业 要 有 国 际 眼
光，但是是否要‘走出去’，
还应量力而行。中国本身就
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对我们来讲，首要工作还是
要继续发展和培育国内市
场，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抓住
时机走出去，不能偏废。”

企业发展需要人才，对
于制药企业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要把这些高端人才留
在 一 个 二 线 城 市 ，谈 何 容
易。对此，郑家晴表示，早在
1998年改制，他们就与山东
大学药学院签订了合作协

议，共同组建了科研团队进
行新产品研发。“我们在济
南和青岛有两个研发基地，
现正计划在北京设立研发
中心和办事处，未来我希望
企业能够把研发做大，把销
售做大，总部还是以淄博为
主，将来会是齐都药业最大
的生产加工基地。”

与齐都药业相伴打拼
数十年，郑家晴已从而立步
入了知天命之年，头发也花
白了不少。“为什么不上市，
是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如何进一步提高管理
水平、增强盈利能力，还需
要沉淀再沉淀。做企业要沉
得下心来。但是，我也特别
希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打
造 一 个 响 当 当 的 上 市 公
司。”

郑家晴表示，要做百年
企业，就要走好每一步。“我
们做百年企业，不一定是发
展速度最快的，不一定是经
济效益最好的，也不一定是
经营规模最大的，但一定是
最踏实最稳健的。”

走好每一步，才能实现百年齐都梦

齐都药业董事长郑家晴（左一）和国内外科研专家交流工作。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主楼。

本报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于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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