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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河南省兽药产业实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相应对策，对河南省兽

药产业的生产、研发、经营、使用和监管环节等现状进行调研并进行了 ＳＷＯＴ 分析，提出了行业主管

部门应制定发展规划、加大监管与扶持力度，兽药企业实行兼并重组、细分市场、加大研发投入的发

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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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是畜牧业大省，具有养殖传统和区位优

势，河南省兽药产业随着畜牧业产业化、标准化的发展

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但与我国先进省份发展水平相

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和管理

等环节所存在的问题，制约了河南省兽药产业的发展。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把握住新的发展机遇，

是河南省兽药产业面临的新课题。 因此，对河南省兽

药产业进行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ＳＷＯＴ 分析法

又称为态势分析法，是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各方面进行

综合和概括，进而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

的分析方法。 其中，Ｓ 代表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优势），Ｗ 代表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弱势），Ｏ 代表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机会），Ｔ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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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ａｔ（威胁） ［１］。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兽药产业现状

进行研究和 ＳＷＯＴ 分析，指出目前河南省兽药产业

发展所面临的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的机会

和威胁，并深入思考河南省兽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动河南省兽药产业健

康、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１　 河南省兽药产业现状

１．１　 兽药生产现状 　 自我国全面实施兽药 ＧＭＰ
以后，河南省兽药生产企业数量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０６
家［２］，逐年快速递增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４５ 家，且目前仍

呈现扩张趋势，仅次于山东省，居全国第二位，但存

在企业数量多、规模普遍偏小等问题。 近几年全省

兽药生产企业的主要生产剂型数量及年生产销售

额如表 １ 所示，主要集中在化药制剂生产，生产线

相对集中于粉散剂的生产，科技含量及投入相对较

高的原料药及生物制品生产相对较少，企业产能是

ＧＭＰ 改造前的近 ２０ 倍，产能相对过剩，市场竞争加

剧，产能利用率低，企业的规模效益不能很好体现，
产业集中度低，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少。
总体上，兽药生产渐趋规范，产品质量逐年提高。

表 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主要生产剂型数量与生产销售额表

年份 原料药 ／ 个
水针剂

化药 ／ 个 中药 ／ 个
粉针剂 ／ 个

粉（散）剂

化药 ／ 个 中药 ／ 个
生物制品 ／ 个 年产值 ／ 亿元 年销售额 ／ 亿元

２０１０ ７５ ２３５９ ３３７ ８ ４７１８ ４６３４ ５０ ３２．８３ ３０．７

２０１１ ９０ １９９２ ３０２ ５ ４４１６ ４０３２ ４１ ２３．９８ ２１．６３

２０１２ １３６ １９４５ ３６７ ５ ４３６６ ３９６５ ６３ ４０．５ ３４．７

２０１３ １１９ ２１１１ ４４０ ５ ５０６６ ４３３０ ６５ ３３．３５ ３２．２２

１．２　 兽药研发现状 　 兽药 ＧＭＰ 的全面实施促进

了河南省兽药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２００８
年底，全省有 ２０ 家企业成立了研发中心；２０１０ 年

底，全省建成国家级兽药研发中心 １ 家，省级兽药

研发中心 ３ 家，市级兽药研发中心 ２ 家。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共获得农业部新兽药证书 １３ 个，按品种分：
生物制品 ９ 个，化药 ３ 个，中药 １ 个；按类别分：二
类 ２ 个，三类 ８ 个，四类 ３ 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

所提高。 总体来看，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全球排名

前十的兽药生产企业平均拿出其销售额的 １２％用

于产品创新和研发，在我国研发经费平均占销售额

的 ５％左右［３］，而河南省研发经费平均只占销售额

的 １％～３％；专职从事兽药研发的人数不足，产品

基本上是处于仿制阶段。
１．３　 兽药经营现状

１．３．１　 经营企业数量 　 据初步统计，２０１０ 年河南

省 １８ 个地市兽药经营企业（含个体经营者）平均数

量在 ３００ 家左右，总共约 ５０００ 多家 。 随着 ２０１２ 年

ＧＳＰ 的全面实施，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通过 ＧＳＰ 检查验

收并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兽药经营企业共 ４６３２ 家。
非法经营假劣兽药、无证经营、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等现象明显改善。

１．３．２　 经营企业分布　 养殖业发达的地市兽药经

营企业的数量也较多。 一般来说，有团队、成规模

的兽药经营企业大部分在地级市及郑州周边，而在

县城或农村，兽药经营企业多以个体户或夫妻店

为主。
１．３．３　 经营格局　 近年来，由于养殖业变化的趋势

较为明显，特别是规模养殖场或养殖公司的兴起，
使得河南省兽药经营格局有了较大的改变。 那些

采用“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畜牧养殖公司依靠

其相对垄断的经营方式，在兽药经营中更具竞争

力，已逐步成为兽药经营新生力量的代表，并且发

展势头迅猛，传统的以批发或零售为主的经营企业

则遭遇到了强劲的挑战。
１．４　 兽药使用现状 　 随着《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

药管理办法》的施行，河南省兽药使用环节管理逐

步完善。 一是建立兽用处方药制度；二是建立用药

记录制度；三是完善禁用兽药制度；四是建立休药

期制度；五是建立兽药残留监控及阳性结果追溯制

度；六是全面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三品认证工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

提高。 但通过调查发现，在基层养殖户仍有用药不

规范现象存在：一是受利益驱使，图便宜或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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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无法识别而使用劣质兽药；二是滥用兽药现象

仍存在，不遵医嘱加大或减少用药剂量及用药天

数、盲目配伍等造成配伍禁忌，用药过量而出现抗

药性等；三是根据畜禽市场行情好坏用药，行情好

时为防病，没病也用药，有病时过量用药，行情不好

时有病也不治；四是兽用处方药管理仍不够规范，
不凭执业兽医开具的处方买药、用药现象仍然

存在。
１．５　 行业监管　 一是河南省成立了各级兽药行政

管理、质量检验、监督执法部门，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成立河南省畜牧兽医执法总队，并在全省 １８
个省辖市、１２２ 个涉农涉牧县（市、区）、１０２９ 个乡镇

或区域（中心）站所成立相应的畜牧兽医综合执法

队伍，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全省性的畜牧兽医综合执

法，形成了兽药监管体系；二是以《兽药管理条例》
为核心，规范实施兽药注册办法、兽药 ＧＭＰ、ＧＳＰ、
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兽药进口管理办

法、兽药质量监督抽样规定、兽药 ＧＭＰ 飞行检查办

法、兽药从重处罚规定等一系列兽药监督管理制

度，形成了兽药法规体系［４］；三是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规范》、农业部《兽药质量

标准》、《进口兽药质量标准》等进行市场抽检，每
季度在河南省畜牧业信息港通报市场抽检化验结

果，形成了兽药标准体系。
２　 河南省兽药产业发展的 ＳＷＯＴ 分析

２．１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一是河南省畜牧业发展的

区位优势。 近年来，全省畜牧业保持了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的良好态势，肉蛋奶产量分别位居全国第

三、第一和第四位，规模养殖快速发展，畜牧业的发

展拉动了兽药产业的发展；二是兽药企业众多的集

群优势。 企业集群吸引众多厂家的原辅料、包装材

料等集聚河南，采购方便，节省资金占用，采购数量

多降低了成本，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三是交通便

利的地理位置优势。 河南连南贯北、承东启西，物
流业特别发达，货物在河南短时间内就可到达全国

各地，极易货物流通；四是人力资源优势。 河南人

口多，为兽药生产企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农业院

校多、培养的畜牧专业人才多，为兽药生产企业提

供大量优秀的科研、生产、营销、技术服务人员；五
是河南省家禽交易会这个企业宣传的大平台优势。

河南省家禽交易会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畜牧行业

最大的 Ａ 级交易会，河南省家禽交易会范围广、规
模大、层次高，已成为让世界了解河南、了解河南畜

牧业的重要窗口，为兽药企业宣传推广产品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２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一是产业集中度低。 河南

省兽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低水平重复建设，凸现

产业集中度低的弊端；二是产能利用率低。 ＧＭＰ
全面改造后产能过剩，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市场竞

争力下降；三是资金的瓶颈问题。 中国兽药产业年

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南省兽药企业普遍存在规模

小，产值低，新产品研发资金投入跟不上，无技术优

势等特点。 同时还会出现贷款难，不能吸引风投资

金，企业发展缓慢，产业升级困难，容易陷入恶性循

环；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中国兽药产业年度发

展报告新增固定资产统计数据不难看出，产业仍处

于扩张趋势，而且化药企业的扩张速度高于生药企

业，化药企业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产业结

构凸显其不合理性，势必会造成企业产品没有竞争

优势，利润下降，缺乏竞争力。
２．３　 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一是畜牧业发展政策机

遇。 “十二五”是畜牧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把畜

牧业发展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随着人口总量、
购买力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畜产品需求增加，畜牧

业将不断发展，兽药市场容量将不断扩大［５］；二是

政府宏观调控带来的市场机遇。 兽药 ＧＭＰ、ＧＳＰ、
执业兽医制度对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产生重

大影响，对假劣产品进行有效监管，为兽药经营提

供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兽用处方药分类管

理带来的发展机遇。 兽用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的

施行，将使兽药经营的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动
物诊疗机构或将成为兽药购销的主要渠道。 同时，
还将进一步提高兽药安全使用水平，保障畜产品质

量安全。
２．４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 　 一是国外竞争者带来的压

力。 “入世” 后大批“洋药”以其质量优、疗效好、信
誉高逐步进入中国市场，使得河南省企业面临着产

业结构的重新调整，有的企业或将由于长期亏损而

倒闭［６］；二是企业转型的压力。 兽药生产企业面临

如何适应养殖业转型、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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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如果跟不上变化，不能成功转型，企业将面

临淘汰出局；三是主管部门面临如何迅速规范市

场、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的压力。 兽药生产、经营和

使用环节仍然存在不规范现象，监管压力亦然存

在。 四是养殖业的风险压力。 禽流感给养禽业发

展带业了重创，瘦肉精、速生鸡等食品安全事件给

畜牧业及河南省兽药产业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养殖业大幅波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处于低谷时，
兽药企业面临着如何提高销售能力、收回资金的

压力。
３　 促进河南省兽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３．１　 对主管部门的建议　 一是制定河南省兽药产

业发展规划。 明确河南省兽药产业发展目标和任

务，为产业的科学发展指明方向；二是制定河南省

兽药产业发展政策。 加快资源整合配置，抓大放

小，培育龙头企业，加大对名优品牌的扶持力度，提
高产业集中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产业

整体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三是编制发布河南省兽

药行业发展年度报告，引导河南省兽药行业进行发

展定位和产品结构调整；四是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加快完善二维码追溯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全方位、
可追溯的有效监控，从源头上保证兽药质量，进一

步加大兽药质量抽检工作力度和兽药市场专项整

治，处罚非法仿制企业；五是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业协会

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７］。 改革协会体制机制，调整

优化组织结构，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桥梁

沟通作用，提高协会传达政府决策的能力，努力解

决企业诉求，维护行业公平竞争，保护企业合法

权益。
３．２　 对河南省兽药企业的建议　 一是鼓励企业联

合、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发展。 优势企业可通过

省内整合、跨区域并购、引进战略合作者等方式组

建大型企业（集团），实现转型升级和规模化发展；
二是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细分市场。 可从产业

的价值链和消费的需求两个方面着手［８］，根据市场

养殖情况不同和畜禽本身对兽药剂型及品种的需

求特点而加以细分，培育目标市场，精耕细作，增强

企业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力；三是加速企业技术创

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大对新兽药研发的投

入和对新兽药研发人员的奖励力度，提升研发人员

积极性和主动性。 转变产品研发方式，通过合作研

发、创仿结合和成果转化，实现优势互补，拓宽思

路，加速产品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
进而推动产业升级［９］；四是另辟蹊径，寻求企业新

的发展点。 例如打造产品差异化、注重新剂型和新

制剂的开发、加强宠物用药的开发、开发绿色兽药、
发展生物兽药等。 近年来，生物兽药前景看好，发
展迅速，基因疫苗、抗菌肽等在兽药产业中的发展

势头良好，河南省有实力的企业可尝试研发包括核

酸疫苗、单克隆抗体在内的基因工程药物和微生态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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