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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 ３～１１ 月期间，调研组对我

国 ２７ 个省市中兽药生产企业发放的调查问卷和中

国兽药协会提供的《兽药产业发展报告》。 发放调

查问卷 ４００ 份，回收 ２８０ 份，回收率为 ７０％。 实地

调研地点包括辽宁省、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四
川省、北京市等 ６ 省市的中兽药生产企业、大型中

药材市场、中药材种植基地以及药品生产企业。 召

开 ６ 次座谈会，参加的中兽药生产企业 １００ 余家。

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兽药供给总量规模、产品结

构、成本收益、产能利用率、技术创新等。 经数据统

计和实证分析，提出了中兽药产业特点及结构性问

题，分析了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成因，并提出中兽药

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１　 我国中兽药产业供给侧现状

１．１　 中兽药总供给变化情况 　 近年来，我国中兽

药总供给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表现为总体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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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大幅度增加。 ２０１６ 年，中兽药生产企业 １３１３
家，其中 ６６０ 家具有中药提取能力。 目前，我国所

有中兽药生产企业均有散剂生产线，近一半的企业

具有合剂（含口服溶液剂）生产线（图 １）。 二是表

现为供给总量大幅度增加。 ２０１６ 年，我国中兽药企

业实现产值 ４５．４５ 亿元，销售额 ４３．７６ 亿元，分别占

化药企业总产值和销售额的 １２．８０％和 １３．１３％，是
２００８ 年的近 ３ 倍（来自中国兽药协会年度统计数

据）。 在实际调研中还发现，２０１６ 年我国中兽药的

销售额远大于上述统计数据。 出现这种差异的主

要原因，一是部分作为饲料添加剂、中药提取物、甜
味剂等销售的中兽药产品没有统计在内；二是企业

上报的产值和销售额小于实际产值。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不同剂型生产线的企业数量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１．２　 不同企业中兽药利润率差异显著　 对调查问

卷的统计发现，２０１６ 年 １３９ 家企业的净利润超过

１０％。 除片剂外，散剂、口服溶液剂、注射剂、颗粒

剂的利润率均大于 １０％，与化学药品 ５％的平均利

润率相比，中兽药产品的利润率较高（图 ２）。 调研

还发现，同一产品在不同企业间的利润率差异显

著。 中兽药价格差异是导致利润差异的主要原因，
大型企业一般是小型企业产品价格的 ３～１０ 倍。
１．３　 中兽药供给剂型及产品批准文号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农业部共核发中兽药有效的批准文

号 ２９１０９ 个，实际使用 １６０７６ 个，文号使用率５５．２３％。
其中，散剂的文号使用率逐年下降，２０１６ 年比 ２０１５
年减少近 ２０００ 个，但仍有 １０７７２ 个。 散剂年销售额

也逐年下降，单品销售额 ２０ 万元左右（图 ３），与销售

高峰期比，２０１６ 年销售额萎缩了 ２１％。

图 ２　 ２０１６ 年不同剂型产品的利润率（％）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２０１６（％）

颗粒剂和口服溶液剂的文号实际使用量逐年

上升，一些原本具有中兽药批准文号但一直未生产

的企业也开始生产，表明这两种剂型的市场需求大

幅上升。 近年来销售额也有所上升，２０１６ 年口服溶

液剂的销售额约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倍，颗粒剂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倍以上（图 ４）。 但由于文号众多，单品销售

额稳定在 ５０～５５ 万元之间。

浸膏剂产品绝大部分是作为中兽药制剂的原

料使用，２０１６ 年实际使用文号仅 ２２ 个，对应的制剂

产品较少，甚至一些浸膏剂产品没有相对应的制

剂。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文号使用率由 ５３．３３％跌落

至 ３３．８５％，平均产品的销售额也由 １５０ 万元降至

５０ 万元。

１．４　 中兽药的研发投入　 在中兽药产品生产剂型

单一，同质化严重的大环境下［１］，越来越多的企业

意识到创新发展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手段。

近年来，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对调查问卷的统

计发现，２０１４ 年企业研发投入仅为销售额的 ０．５％，

２０１６ 年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已经占到销售额的 ７％，

涨幅 １４ 倍；联合研发投入也从销售额的 ０．６％上升

至 ２．２％，逐渐形成以自主研发为主体，辅以企业联

合和校企联合研发的创新模式（图 ４）。

１．５　 中兽药企业成本分析　 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发

现，生产资料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各类税费排在中

兽药企业成本的前三位，分别为 ５０％、１２％和 ４％。

其中中兽药原料主要来源于市场采购，仅有 ２％为

企业自己种植。 原料成本上升的因素主要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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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中兽药各剂型的年销售额（来自中国兽药协会年度统计数据）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图 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ｌ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药材种植的区域资源局限性、人工和土地成本的提

高、中兽药与人用药原料的价格竞争以及间接交易

成本增加等四个方面。 另外，在税收优惠方面没有

涉及中兽药，我国税法规定种子、种苗、农用塑料薄

膜、有机肥产品和规定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饲

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

林业、牧业和水产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销售的自产初

级农业产品可以免征增值税，而中兽药未包含其中。

２　 中兽药产业特点及结构性问题分析

２．１　 总体产能过剩与局部产能不足同时并存　 市

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其平均产能利用水平相对较

高，而市场经济发育不太成熟的地区，产能利用水

平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是平均产能利用水平较低，

二是产能利用率的波动较大。 我国作为工业国的

历史产能利用率平均水平为 ６０ ～ ７５％［２］。 表 １ 显

示，２０１６ 年化药和中兽药制剂生产中，所有剂型的

产能利用率均低于 ６０％，个别剂型低于 ２０％。 小微

企业占据了中兽药企业的半壁江山，个别企业年销

售额甚至不足百万，通常这些企业片剂、散剂、颗粒

剂、口服溶液剂等剂型一应俱全，没有优势产品，更

不具备研发能力，朝不保夕。 而从实地走访的具有

代表性的几个大型中兽药生产企业来看，产销两

旺，现有产能远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２．２　 中兽药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中兽药和化

药相比具有其自身特点，最主要的区别是原料源自

于农业，消费对象还是农业，是典型的两头涉农产

业。 由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中药材成本不断上

升，进而导致中兽药生产成本提高；而我国动物产

品的价格波动较大，且存在价格的局限性，作为消

费品价格指数（ＣＰ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格较高

时，政府会进行干预，并且受国际农产品价格竞争

的影响，动物产品价格难以大幅提升。 中药材成本

的地板不断上升，而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已经形成，

中兽药产品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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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６ 年不同剂型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兽药协会年度统计数据）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２０１６
剂型 注射用无菌粉针剂 粉（散）预混剂 片剂 其他剂型

产能利用率 ５５．４５％ ４０．４６％ ２７．２２％ ＜２０％

２．３　 产业链条短，中兽药人才匮乏 　 实地调研发

现，仅有个别企业有自己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但也

限于本企业用量较大的中药材品种。 绝大多数企

业认为自己种植中药材投资大、见效慢，而选择在

中药材市场采购原料，仅考虑近期利益，而没有对

中兽药发展的长远谋划。 少数大型中兽药生产企

业采取订单和协议供货模式采购中药材原料，如黄

芪、甘草、板蓝根等，与种植基地签订了购销合同。

缺少原料基地，增加了中间环节成本；更主要的是

造成中药材质量可控性差，产品质量不稳定，限制

了中兽药产业的发展。 此外，目前中兽医和中兽药

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３］。 大部分中兽药生产企

业没有能力给予养殖企业用药技术指导，地方农牧

部门和养殖企业的中兽医更加缺乏。 而中兽医讲

究辨症施治，好的中兽药还需要好的中兽医指导使

用，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药效［４］。

２．４　 中兽药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调研了解到，从

中兽药的产品品质类别看，可以分 ３ 类，一是达到

或高于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二是质量不稳定，以

次充好，达不到质量标准的产品；三是掺杂化学药

品的中兽药产品。 这 ３ 类产品目前在市场上同时

存在。 客观上讲，药效不稳定，可能受到中药材产

地地理因素和种植技术的影响。 主观上讲，一些企

业缺乏法律意识和质量意识，对制假造假仍抱有侥

幸心理，无证经营、网络非法经营、以及恶意销售假

劣兽药的现象屡禁不止［５］，政府对违法行为监管的

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２．５　 发展理念滞后 　 首先，发展理念不适应农业

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绝大部分中兽药企业

没有中药材种植基地。 第二，与种植业产业发展政

策脱节。 中兽药企业不能很好利用种植业结构调

整的产业政策。 调研发现，几乎没有企业充分利用

当地出台的鼓励中药材种植的产业政策。 第三，合

作经营理念滞后。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推动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主要目的是提高规模化、

标准化、组织化、信息化水平，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出效益。 而现有中兽药企业各自为战，尤其

是在中药材采购等方面没有形成合作机制。

３　 中兽药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３．１　 调整兽药产业结构，提升中兽药质量品质 　

一是调整兽药产品结构。 建议畜牧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联合种植业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有利于中兽药

发展的产业政策，按照全产业链发展理念，鼓励和

支持中兽药的发展。 二是调整中兽药品种结构。

《农业部关于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加快发展牛羊、宠物、蜂蚕及水产养殖用动物

专用药。 中兽药企业要积极顺应畜牧业发展的新

形势，调整产品结构，不断开拓新产品市场。 三是

调整中兽药品质结构。 中兽药生产企业应主动转

变经营理念，在内部管理、产品品质、制造工艺等方

面下功夫，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３．２　 延伸产业链条，在节本增效上下功夫 　 与兽

用化学药品相比，中兽药是一种两端涉农的产品，

具有其特殊性。 中兽药企业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

生产加工环节，需要转变观念，把自身发展融入种

植业和畜牧业，向前延伸到种植业，向后延伸到技

术服务和文化、品牌打造。 将中药材种植、中兽药

生产和对养殖企业服务、公众健康科普紧密联系，

形成全产业链条，才能有效降低原材料成本。

３．３　 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加快中兽药企业转型升

级　 要运用工业化的理念，充分利用农业产业以及

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 一是与农业供给侧结构调

整紧密结合，结合地方优势和特点，实施优势特色

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促进中药材和特色养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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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档升级。 二是与农民增收和精准脱贫相结

合。 指导贫困地区落实好产业精准扶贫规划，扶持

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农业基地，带动

农民脱贫致富。 三是建立现代中兽药产业发展模

式。 加快淘汰老旧设备和小作坊的生产方式，推动

中兽药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方向

发展。 四是实施品牌发展战略。 通过质量提升、市
场营销和诚信自律等手段，集中打造大型企业及区

域优势品牌。
３．４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放、管、服上下功夫 　
首先要解决“放”的问题。 目前，中兽药产品在新药

注册、文号审批等方面仍然存在程序繁杂、手续繁

琐等问题，政府部门应认真听取生产企业的呼声，
尽最大努力减少或取消不必要的审批流程和环节，
给中兽药产业松绑。 第二，加大对中兽药产品的监

管力度。 在取消和下放事前审批的基础上，把主要

精力放在事后监管上，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机会成

本。 第三，重点解决对中兽药产业的服务问题。 政

府应主动在中药材基地建设、信息公开、培训宣传

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为中兽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

的外部空间。
３．５　 实施支持和保护政策，为中兽药产业保驾护

航　 首先，减少中兽药企业负担，引导产业健康发

展。 鉴于中兽药企业的原料来自于农产品且服务

于农业的特点，建议减少中兽药企业税赋比例。 第

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众所周知，中兽药产

品研发投资大、时间长、风险大、收益慢，仅仅依靠

企业的投入明显不足。 国家应该借鉴生物制品快

速发展的经验，加大国家专项科研资金投入的力

度，并从政策上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 第三，加紧

对中兽药标准的制修订进程［６］。 目前，《中兽药产

业大多还遵循传统的制药技法，创新工艺、创新辅

料不足，中兽药现代化程度不高。 如：超微粉碎技

术、超声提取技术、薄膜包衣技术等利用较少［７］，兽
药标准制修订要适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

展。 第四，加速中兽医、专业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

国单独开办中兽医学科大专院校极少，已远不能满

足生产、技术服务和诊疗的需求。 建议有条件的大

中专院校开设中兽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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