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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兽用中化药产业正处在产业积累到

产业聚集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难度加

大。一直以来以数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制约着产

业技术、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全要素产出率的提

高，企业满足于供给数量、盲目模仿、低水平重复建

设，产业发展的创新动力不足，供给质量参差不齐。

从供给侧入手，对影响产业发展的制度、结构、要素

进行优化调整、提档升级，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已成

为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１　我国兽用中化药产销现状及趋势预判

我国兽用中化药产值和销售额从 ２００７年到

２０１２年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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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２０１５年产值回升至超过２０１２年水平，整体产值

微落后略有回升，而２０１５年销售额虽然有所回升，

却低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２年水平。２０１５年产值与销

售额同时回升但销售额回升幅度明显落后于产值，

反映出兽用中化药生产在受到抗菌药使用等严格

监管的影响小幅波动后，经过两三年时间的调整

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实际市场需求恢复缓慢，２０１５

年的产销比也是近７年来最低的。如图１［１］、图２

所示。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我国兽用中化药产值和销售额（亿元）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我国兽用中化药产销比

从产值、销售额和产销比的变动来看，我国兽

用中化药产销比基本在８５％以上，大多数年份都在

９０％以上，产业的库存压力不大，“去库存”的问题

不突出；销售额在连续５年大幅提高以后，从２０１２

年开始达到３００亿元以上并稳定在３００～３２０亿元

这个区间，可以预判未来几年我国兽用中化药市场

需求将变化不大，产业“蛋糕”尺寸比较固定，企业

将在相对固定的市场空间内争夺份额。２０１０年，兽

药ＧＳＰ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兽药经营市场和使用规

范，由于养殖规模逐渐趋于稳定，经营组织对兽药

产品的综合要求越来越高，市场上开始出现供大于

求或供求信息不符的情况，促使兽药企业在发展模

式上寻求新选择，兽药产业格局也因此不断产生新

变化［２］。

２　我国兽用中化药企业分规模分区域经济指标比较

２．１　不同规模企业资产利润率比较　兽用中化药

企业２０１５年总体资产利润率５．８６％，较上一年度

下降了０．４４％。其中，微型企业（年产值５０万元以

下）下降０．１％，小型企业（年产值５０～５００万元）

下降０．６１％，中型企业（年产值５００万元～２亿元）

下降１．５８％，大型企业（年产值２亿元以上）反而

升高了４．９２％。２０１４年资产利润率最高的是中型

企业，其次为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２０１５年这种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资产利润率最高

的大型企业呈现出明显的收益优势，超过２０１４年

具有微弱优势的中型企业５．０４％。这种变化是我

国不断加强兽药生产企业监管和规范养殖业用药

产生的必然结果，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规范措

施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逐步显现出来，小微企业的

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大型企业的规模效应带来的利

润空间在明显扩大。如图３［１］所示。

图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不同规模中化药企业资产利润率

２．２　区域销售额、成本、资产负债率比较　２０１６年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药

品学分会开展了我国兽用中化药（不含原料药）行

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专题调研，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的发展情况分７大区域（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

中、西北、西南）进行了企业抽样调查。区域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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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负债情况比较如下。

２．２．１　区域销售额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兽用化

药销售额华东地区最高，中兽药销售额西南地区最

高，这与地域的资源、资本条件有关，西南地区中兽

药资源丰富，催生产业发展，而华东地区有资本优

势，资本的高投入带来高产出。

２．２．２　区域各项成本比较　抽样调查显示，兽用

中化药企业生产成本（含生产物料、水电和设备折

旧）最高，占总成本５０％左右，各区域差异不显著；

人工成本其次，占 １０％左右，西北地区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较多；销售与技术服务成本位列第三，占

５％～１５％，区域差异比较明显，最高最低区域之间

相差近１０个百分点。其他各项成本占比基本都不

高于 ５％，区域差异不显著，其中资本成本占

２％～４％。数据显示，我国各地区企业都在某一方

面具有“降成本”空间，主要可以针对生产成本、人

工成本、销售与技术服务成本三项进行压缩，东北

地区重点压缩生产成本、销售与技术服务成本，西

北地区重点压缩人工成本。

２．２．３　区域资产负债率比较　抽样调查显示，

我国兽用中化药企业资产负债率近三年稳定在

２５％～４７％之间，总体资产负债率不高，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相对其它区域要高一些，且华中地区在

２０１５年有大幅提高。我国兽用中化药企业资产负

债率和资本成本都不高，产业整体“去杠杆”问题不

突出。

３　我国兽用中化药供给侧调整的目标和措施

３．１　产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目标　对照经济和产

业发展“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通过总结业内普遍

认同的观点和对专题调研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结

论：我国兽用中化药产能严重过剩，化药产能利用

率约 ３０％，急需“去产能”。企业产销比稳定在

９０％左右，各企业以销定产，“去库存”压力不大。

金融资本带来的“杠杆”问题不突出，通过“去杠

杆”促进产业发展的空间不大。各区域、各企业都

有一定的“降成本”空间，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从业

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推进信息化将是企业提升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短板”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小、

创新能力不足。虽然化药研发新产品呈逐年上升

趋势，但投入占比要比生药低，科技含量不高。总

体来看，我国兽用中化药产业需要通过“一去一降

一补”，即“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把提高

产品供给质量作为发展目标和主攻方向，打造知名

品牌，以适应需求甚至激活需求。

我国兽用中化药发展的需求动力主要来自于

养殖业和国家动物疫病防控，目前国内市场需求稳

定，需求拉动有限，兽用中化药产业发展需要从供

给侧入手，突破供给总量与供给质量之间的矛盾，

进行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兽用中化药

企业需要在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提升质量、塑造品

牌上做好文章，坚持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重，在产

品创新方面，注重开发宠物药、水产药、经济动物用

药以及绿色无残留中兽药、化药，着眼于提高生物

利用度、降低使用量和使用频次的产品，开拓国际

市场，培育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优质产品的

供给满足并进一步创造市场需求。加强技术服务

创新，树立“兽药营销＝产品质量＋技术服务”的理

念，通过现场指导、举办培训、开设门诊、广告宣传

等方式积极指导、引导养殖户科学用药，对兽药企

业和养殖企业是双赢之举。

３．２　政府推进措施建议　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

在供给侧调整过程中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

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

策环境［３］，实现“产业政策要准”的总体要求。

在制度变革方面，重点调整产业结构政策、产

业组织政策和产业区位政策。著名的咨询公司科

尔尼对全球公司的并购和产业集中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重要结论：所有产业演进都会经历起步、积累、

聚集和联盟四个阶段［４］。科尔尼实证研究表明，并

购与重组是产业演进过程中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势。

兽药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建立企业退出机制，淘

汰僵尸企业，“去僵尸”、“去产能”，淘汰“小、散、

弱”，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对于已有一定企

业数量和规模的地区，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兽用中化

药产业集群形成的支持力度，在本地区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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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集群。中央

和地方政府对兽用中化药发展进行区域规划，充分

利用区域间在资源禀赋、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金融

资本等方面的差异，发挥区域优势，打造区域产业

特色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兽用中化药的技术创

新型、质量效益型等有特点的企业集群或区域，使

全国兽用中化药产业既有产业整体效益又有区域

优势和特色，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

在结构优化方面，解决产品同质化严重和品种

不丰富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促进兽用中化

药产业技术创新，除了依靠近年来制定出台的一系

列规定、办法、指导意见外，还需要依赖于国家和企

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包括资金、人才和政策支持

保障。

在要素升级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推进技术进

步外，还要提升人力资本、推进信息化［５］。我国兽

用中化药行业缺乏研究力量，从业人员以生产型产

业工人为主，职业技能鉴定还未全覆盖，提升从业

人员的知识技术水平显得十分迫切，需要进一步加

快推进兽用中化药职业技能鉴定，提高从业人员素

质。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为企业引进人才创造

宽松环境，提供政策支持。信息化是改造和提升传

统产业的关键要素，兽用中化药与信息产业的融合

必将推动产业结构创新与升级，这一点已经从兽药

的网络营销、技术服务初见端倪中体现出来，应出

台相关制度加强引导和监管。

３．３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作为社会领域的多元治

理主体之一，行业协会在完善市场运作机制、规范

市场竞争秩序、维护会员利益以及在政府、市场与

企业之间形成桥梁纽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兽药行业协会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中的作用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行业自律，服务企业。行业

协会是旨在促进和规范行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组织。

作为自愿性、互益性的社会团体，独立于政府和市

场外的第三方力量，兽药行业协会在行业信息收

集、行业发展趋势预判、加强“政产学研用”联合创

新、维护业内秩序和共同利益等方面与政府相比有

着超出规章制度以外的专业优势、代表优势、沟通

优势和效率优势，更多的源于企业用于企业。二是

引领行业拓宽市场需求，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

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研究国外兽药注册法律法

规，积极研究中东、东南亚、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中

化药出口策略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兽药产品注册的

法规要求。研究发达国家宠物药市场的成果，预判

我国宠物用药市场发展思路和应对策略。通过实

施“走出去”战略化解国内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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