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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统计和调查数据，对我国兽用中化药供给总量规模、产能利用率、供给结构、技术创

新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兽用中化药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成因，并提

出了政府公共服务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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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兽用中化药在国内外兽药供给总量中占

有重要地位，２０１５年销售额为３０６亿元，占我国兽

药销售额约 ７５％，占全球兽药销售额约 １７％［１］。

兽用中化药作为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投入品，关系到

动物源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安全。随着兽用中化

药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和产能的不断扩大，产业内

部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本文分析了兽

用中化药产业供给侧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并对公共服务方式转变提出对策建议。

１　兽用中化药产业供给侧现状及问题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共有１７３４家兽用中化药

企业。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看，

供给较为充足。据统计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５

年底，共有从业人员约 １４万人，资产总额约 １１８８

亿元［１］，总体负债率约为３５％，属正常可控区间，

去杠杆的压力小。总体产销率超过 ９０％［２］，去库

存的压力不大。但是，由于企业众多、集中度不够、

产能过剩、创新不足等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行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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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产利润率偏低，仅为５．８６％［１］。突出问题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产能供给过剩，与市场需求矛盾日益加剧

近１０年来，我国兽用中化药企业数量迅速增

长，新建兽药ＧＭＰ企业年平均增加１００余家，且现有

企业还在不断增加生产线，整体产能利用率在３０％

左右，有的剂型如消毒剂的产能利用率不到１８％［１］，

产能严重过剩。从需求侧来看，我国国内兽药总需

求趋于稳定，内需增长的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政府出

台减少抗生素使用计划和相关政策，未来市场的数

量需求将会相对减少。在出口方面，近年来虽有所

增长，但增长缓慢，且以原料药出口为主。

１．２　供给结构失调，与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

兽用化药产值比例过大，约占中化药总额

８６％，中药产值偏低，只占 １４％左右［１］，这与我国

中药的传统优势以及减少抗生素使用的整体战略

不相适应；牛、羊、宠物、水产、蜂蚕等专用药少，与

我国畜牧业结构调整方向不匹配，也给动物疫病防

控和残留监控带来诸多隐患。

１．３　单品供给规模小，低水平重复生产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兽用中化药生产文号

超过１０万个，平均每个企业有 ６０多个文号，化

药制剂文号的使用率为 ６３％［１］，大量文号长期

闲置。企业盲目追求批准文号的数量，拥有 ２００

个以上文号的企业多达 ５０余家，有的企业超过

４００个文号。兽用中化药平均每个文号的产值

很低，中药每个文号年销售额约为１１万元，抗微

生物药产品每个文号年销售额约为５６万元。产

品文号多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低水平重复生产

现象严重。

１．４　创新供给不足，产业发展缺乏动力

１９８７年－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核发兽用一类中化

药新兽药证书１１个，其中化药７个，中兽药４个［３］，

新兽药证书多以仿制药和剂型变化为主。企业研

发投入不足，研发总体投入（含受让成果支出）占销

售额约７％［１］，除较大规模企业外，多数中小微企

业没有研发人员，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局面尚未

形成。

２　兽用中化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成因

２．１　缺少产业政策指导，导致供给结构失调

改革开放之后，兽用中化药产业市场化进程和

速度远快于涉农的种子、化肥等农业投入品产业。

投资者在剩余价值规律的驱使下，将兽药作为技术

性商品进行生产投入，并且在较短时间内供给总量

超过需求。政府在很长时间内忽视了兽用中化药

产业的功能和特点，没有将其具有公共卫生安全的

公共物品属性给予足够重视，缺少产业政策对其进

行规划和引导。同时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产业内

部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自我调节，最终导致供

给结构失调。

２．２　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导致低水平无序竞争

客观上讲，我国兽药行业在市场准入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２００５年之后，政府全面强制

推行兽药 ＧＭＰ，对生产主体实施准入制度，一些不

符合生产技术规范的产能被淘汰，现有企业硬件设

施和人员素质等得到了全面提高。但由于生产技

术规范更新不及时，生产主体整体技术能力和水平

低于发达国家。另外，在生产客体准入方面，即生

产文号许可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企业申报

文号的技术门槛低，导致企业不考虑是否生产而盲

目申报，一方面加重了政府检验、审核及管理成本，

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低水平无序竞争。

２．３　研发支持保护不足，导致创新驱动乏力

多年来，我国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重视兽用

生物制品的研发投入，对兽用中化药的研发投入整

体不足，且分散投入，低水平重复研究，难以解决重

大创新问题。新兽药尤其是化药研发具有高投入、

高风险、研发周期长的特点。在欧美国家，研发一

个一类新化药，一般要用７年以上时间，投入超过

８０００万美元以上［４］。而在我国很少有科研机构或

企业能够用如此大量资金和时间进行创新研究。

另外，我国对新兽药的保护期短，一类新兽药仅为

５年，造成外部经济而内部不经济的局面，导致科研

机构和企业主动投入创新的意愿不强。

２．４　规模不经济，导致资产利润率低下

统计数据表明，兽用中化药企业的规模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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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成正相关。２０１５年，大型企业的资产利润率

为１１．０７％，中型企业为６．０３％，小型企业为１．３７％，

而微型企业为０．１５％。我国中小微兽用中化药企业

约占９８％［１］，产业集中度低，是总体资产利润率低

下的主要原因。小规模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

不足，市场信息不对称，生产供给具有盲目性。同

时，由于近年来原辅材料、人工、技术、销售及物流

成本的持续提高，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困难，导致

利润率下降。

３　公共服务方式转变的措施建议
针对当前兽用中化药产业供给侧面临的诸多

问题，政府和行业公益机构要转变公共服务方式，

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转方式、强服务、严监

管，推动兽用中化药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

３．１　落实产业政策，提升供给质量水平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行业公益机构应以提高

兽药供给侧整体素质为主线，以产品质量为核心，

以品牌信誉建设为着力点，加强对兽药行业的引导

和服务，以落实农业部《关于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为重点，研究制定并细化落实产业

政策，推动产业发展逐步从以往数量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通过财政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兼

并、入股、重组，实现集约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

总体提高供给质量水平。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增加

我国兽药自主创新产品及中兽药比例，降低生产成

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３．２　完善准入制度，提升供给能力水平
要结合我国兽用中化药现有基础设施、人员、

技术和管理水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

合理确定我国兽用中化药生产主体准入技术参数

和标准，适时更新完善我国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严格落实兽药企业退出机制，对于硬件设施有

严重缺陷、不能按照生产技术规范进行生产、有制

假售假等行为的企业要坚决吊销其生产许可证。

严格生产客体准入，优化兽药生产文号审批制度；

建立文号退出机制，对于连续抽检不合格及长期闲

置的产品文号强制退出。简化宠物用药及非食品

动物新药注册及文号审批程序，组织相关机构完善

牛、羊、蜂、蚕及水生动物用药标准与休药期等技术

标准，扩大上述产品比例，优化品种结构，提升供给

能力水平。

３．３　提供服务平台，促进供给要素合理配置
搭建供需信息服务平台，及时收集和发布兽药

产业发展信息和产业动态，以及畜牧业发展动态和

市场供需信息。搭建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及时发

布行业技术创新信息，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搭建企业能力互补平台，促进原料企业、生产

企业和经营企业的交流合作、优势互补，最大限度

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搭建政务信息服务平台，及时

发布相关法规、标准，公开办事程序及审批流程进

度等。搭建出口服务平台，引领行业拓展国际市

场，实施走出去战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搭

建公平竞争服务平台，建立兽药行业信用评价体

系，约束企业诚信守法经营。

３．４　加大创新支持保护力度，提升供给技术水平
采取分类支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兽用

中化药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可采取政府科研项目

方式予以长期投入；对于一、二类新药的研发可用

以奖代补的方式予以支持，以弥补企业及研发机构

投入不足。加大对新兽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采取

分类保护措施。对于一类新药，可参照欧美国家的

做法，监测期（或保护期）可定为新药上市后１０年
以上，从而增加企业预期收入，弥补研发成本投入。

兽用中化药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对畜牧业发

展、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各生产经营主体应主动适应供给侧

结构调整的总体需求，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产

品质量、品牌信誉和创新意识，降低各类成本，探索

合作共赢的方式方法。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公共

服务机构要主动作为，尊重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放、管、服”等方面细化落实各项措施，推动兽药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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