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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兽药产品流通领域的困境和“互联网＋”的冲击着手，概述我国兽药产品流通在制度

和销售方面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原因，通过对电子商务框架和模式的研究阐述了兽药

流通领域电子商务的不同交易模式，最后根据兽药产业发展情况和问卷调查分析了现阶段兽药企

业电子商务模式的选择，为兽药企业转型电子商务提供参考，为兽药流通领域的变革探寻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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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产生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并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方式［１］。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

告中首次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与

传统行业有效融合，以促进产业升级和推动行业发

展创新。 随后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 ［２］ 部署了“互联网＋”创业创新、协同制

造、电子商务等 １１ 项重点行动。 兽药流通是兽药

产业的末端环节，是兽药企业、产品对接市场的根

本通路［３］。 然而，目前兽药流通领域存在非法产品

隐形流通、经营不规范、冷链物流条件差、网络兽药

监管空白等问题。 面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

兽药流通领域的价格冲击、终端冲击和销售冲击，
兽药流通逐步显现出不同企业和产品在营销理念、
经营模式上的差异，传统的兽药营销模式和流通模

式正发生变革，兽药企业如何应对对于兽药产品流

通的发展至关重要。
１　 我国兽药产品流通的现状与问题

１．１　 现状 　 近十年来，兽药产业已逐步形成门类

较为齐全、品种相对多样、技术较为先进、产业链较

为完整，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原料药及部分饲

料药物添加剂产品）的产业体系。 在政策制度方

面，兽药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现行《兽药管理条例》 ［４］ 从兽药研发、生产、经营、
使用均做出相关规定。 兽药生产先后实施了兽药

ＧＭＰ 制度、兽药生产许可证审批制度等，兽药经营

实施了兽药 ＧＳＰ 制度、兽药经营许可证审批制度

等，兽药使用也相继实施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制

度、停药期制度和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

物清单等一系列安全使用规定，兽药进口实施了进

口兽药注册审批制度、进口兽药通关单制度等。 在

兽药销售方面，随着兽药产业暴利时代的终结，加
上外资兽药凭借产品质量、品牌和技术优势的冲

击，我国兽药生产企业开始探索新型营销模式，以
现代营销观念为指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始构

建自己的商务网站，推出在线购买模块等。 对于兽

药经营，随着产业链上游供给的变化及我国养殖业

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兽药经营总体上呈现上游企业

销售渠道下沉，终端市场客户被新型经营组织挤

占、生产企业选择经营商门槛提高等众多冲击，传
统兽药经销商有了新变化，兽药经销商开始由单一

模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出现了网络营销的新模式。
１．２　 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兽药市场逐步规范，兽
药质量逐渐提高。 但当前兽药流通领域仍存在一

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法产品以及

合法企业生产的不合格产品仍然存在，经销商识别

合法产品的能力不足；二是违法经营现象尚存，如
“３·１５ 晚会”曝光的违规批发兽用原料药、无《兽
用生物制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等；三
是兽药零售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信息化和管理水平

低，从业人员缺乏兽药专业知识等现象普遍存在；
四是兽药网络销售兽药缺乏监管依据。
１．３　 原因分析　 对于目前兽药产品流通领域存在

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１．３．１　 兽药流通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集中度低　
不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兽药现象依然存在，在兽

药生产企业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产业集中度方面

处在不同的水平与阶段。 绝大多数化药制剂企业

市场集中水平低，少部分生物制品企业市场集中水

平较高，但产能严重超过实际需求，产品销售竞争

白热化。
１．３．２　 兽药传统经营模式分化，原有市场萎缩　 随

着兽药终端客户需求发展，兽药经营市场呈现多元

化，传统经营模式分化成多模式并存。 传统经营市

场份额逐步减少，经营企业存活空间不断缩水，新
型经营模式正崛起，但任一模式都未成规模，仍需

发展与完善。
１．３．３　 养殖企业小而散，用药难度大　 我国养殖行

业整体集约化程度较低，存在规模小而散，治重于

防，防治措施不规范，动物卫生制度不健全，休药期

规定执行不力等特点，多数散养户凭养殖经验盲目

用药、随意配药，用药风险和药残水平加大。
１．３．４　 政策制度覆盖不全面，监管力度不够　 虽然

兽药从生产到使用均有相应的政策制度管控，然
而，制度并未涵盖兽药流通的整体流程，致使违规

添加和滥用原料药屡禁不止，兽药冷链物流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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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不足，而对于“互联网＋”催生的兽药电子商务

暂未管控。
２　 我国兽药电子商务不同模式的运行特点

２．１　 电子商务框架与电子商务模式　 对于电子商

务目前我国较权威的解释是 ２００７ 年我国首部发布

的《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指出电子商务

是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５］，即基于互联网、广播

电视网和电信网络等电子信息网络的生产、流通和

消费活动。 电子商务将传统商业活动中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的传递方式利用网络科技整合，企业将

重要的信息以全球信息网、企业内部网或外联网直

接与分布各地的客户、员工、经销商及供应商连接，
创造更具竞争力的经营优势。 基于现代商务商流、
信用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基本框

架，电子商务在信用流和人员流作用下，通过信息

传递（信息流）、货币支付（资金流）、商品实体转移

（物流）最终实现商品所有权转移（商流），其基本

框架［６］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电子商务基本框架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电子商务模式从宏观上讲是指电子商务模式

在企业中的作用、地位以及关系等，从微观上是将

电子商务细分为各个基本组成元素，认为这些元素

有机组成了电子商务模式。 对于从微观上分析电

子商务的组成元素，不同学者的分析详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学者对于电子商务模式组成元素比较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组件 Ｐａｕｌ Ｔｉｍｍｅｒｓ［７］ Ｏｓｔｅｒｗａｌｄｅｒ［８］ Ｐｅｔｅｒ Ｗｅｉｌｌ［９］ Ａｆｕａｈ［１０］

目标顾客及市场 ／ 顾客关系 顾客角色 范围

顾客获得的价值 产品、服务、信息流 产品创新 产品、服务、信息流 顾客价值

经营者在价值网的位置关系 各参与者及其角色 基础设施管理 合作者、供应商角色及关系 相关活动

成本收益分析 收入来源、潜在利益 财务状况 主要参与者利益、现金流 定价、收益来源、持续性

组织结构 ／ 基础设施管理 ／ 实施

流程 信息流 ／ ／ 相关活动

２．２　 兽药电子商务不同交易模式运行特点　 兽药

电子商务简单来讲就是电子商务在兽药领域的商

务活动，即兽药产品流通的电子化交易活动，包括

兽药生产经营管理、兽药网络营销、电子支付、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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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 兽药电子商务模式是指兽药产品在流通

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电子商务模式。 兽药流通领

域的电子商务活动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也出现了不

同类型的兽药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２．２．１　 Ｂ２Ｂ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交易

模式　 Ｂ２ＢＣ 交易模式融合了 Ｂ２Ｃ（零售市场，区域

的品牌经销商＋连锁）和 Ｂ２Ｂ（批发市场，生产企业

与大型养殖集团直接联系）交易模式，是企业与企

业（含用户）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

的交换。 该模式的实质是现代化分销模式，以订

货、出库、配送为核心业务。 目前兽药行业主要是

自建型 Ｂ２ＢＣ 交易模式，即大型兽药企业自建电子

商务平台（或网站），支持在线订货、付款、线下配送

等业务，可直接面对企业的经销商、连锁型药店、代
理机构、养殖集团、养殖户。 例如大华农、大华农动

保、鲁抗医药等。 Ｂ２ＢＣ 交易模式优势在于降低采

购成本、降低库存成本、节省周转时间和信息传递

成本、扩大市场机会、可向上下游提供其它综合服

务等优势，但是更多的是以单个企业为发出点，产
品品类、覆盖区域相对较小。
２．２．２　 第三方平台交易模式　 第三方平台模式是

指平台的建设者独立于买卖双方，该模式以美国的

美 国 全 球 医 药 交 易 中 心 （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简称 ＧＨＸ）为代表，将买卖双方信息通过

中介服务平台进行汇总、整理，提供成交撮合、合同

订立、订单下达与管理等多种交易服务［１１］。 此类

模式开放、透明，可打破地域限制，覆盖的范围广

泛，交易便利，效率较高，可实现网上资金流转的优

势。 现阶段我国难于形成类似 ＧＨＸ 的全国性大型

第三方平台，无法实现信息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
更无法实现供应链级别的全程管理。 国内现有的

平台仅具备第三方交易平台雏形，主要代表有天

猫、京东商城、淘宝网、猪 Ｅ 网、中国兽药电商网等。
２．２．３　 其他交易模式　 其他交易模式主要有 Ｂ２Ｃ
交易模式、Ｃ２Ｂ 交易模式、Ｏ２Ｏ 交易模式、明星模式

等。 按照处方药销售管理办法以及现有冷链物流

条件，Ｂ２Ｃ 交易模式和 Ｃ２Ｂ 交易模式则很难在短期

内迅速成长。 而 Ｏ２Ｏ 交易模式关键点是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兽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既要解决运输问

题，又要解决发货和及时性问题。 明星模式代表有

季晓东模式［１２］，借助粉丝经济进行网络营销，难以

普遍效仿。
３　 现阶段兽药企业电子商务模式的选择

在兽药产品流通领域，兽药企业进行电子商务

建设需选择适合自身的电子商务模式。
对于兽药生产企业，随着兽药产品电子追溯码

（二维码）制度［１３］ 实施，生产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

信息化改造、建设，兽药电子商务的基础条件已基

本具备。 据兽药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５ 年度） ［１４］ 显

示，全国 １５４３ 家兽药生产企业以中型企业和小型

企业为主，其中，微型企业 １０４ 家（占 ６．７４％），小型

企业 ５８５ 家 （占 ３７． ９１％），中型企业 ８０７ 家 （占

５２．３％），大型企业 ４７ 家（占 ３．０５％）。 行业整体呈

现出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多而不强”、产品“多
而不广”。 目前，九成以上的中小兽药企业新产品

研发能力不强、渠道不健全、品牌较弱，应顺应“互
联网＋”发展趋势，借助电子商务的第三方平台，从
产品性价比和成本上探索适合自身的营销方式。
而对于不到一成的大型兽药生产企业，在已有信息

化基础上探索渠道整合方式，改变传统商业模式，
自建连接商家、养殖户和服务方的电子商务平台，
拉近养殖户与商家的距离，推动产业转型与发展。

对于兽药经营企业，通过全国范围内 ２１５ 家兽

药经营店随机抽样调查，问卷统计数据显示（有效

问卷 ２０８ 家）企业规模少于 １０ 人的小型兽药经营

店 １３２ 家（占 ６３．４６％），１０ ～ ５０ 人的中型兽药经营

店 ５５ 家（占 ２６． ４４％），大于 ５０ 人的有 １８ 家 （占

８．６５％），１００ 人以上的仅有 ３ 家（占 １．４４％），详见

图 ２；员工学历主要在初高中水平的兽药经营店

１５６ 家 （占 ７５％），本科学历水平的有 ４６ 家 （占

２２．１１％），本科以上学历水平的仅有 ２ 家 （ 占

０．９６％），其他学历水平 ４ 家（占 １．９２％），详见图 ３；
２０８ 家兽药经营店在销产品个数不均，从几个到几

百个产品均存在，主要面向养殖场销售的兽药经营

店 １０２ 家（占 ４９．０４％），主要向个体用户销售的有

５２ 家（占 ２５％），向下一级经销商销售的有 ３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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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５．８６％ ）， 向宠物医院销售的有 １４ 家 （ 占

６．７３％），向其他用户销售的有 ７ 家（占３．３６％），详
见图 ４；２０１ 家客户分布区域集中在本省内，１９２ 家

在本市，１７８ 家在本县，１７３ 家在本区（含镇、乡等），
其他情况有 ７ 家，详见图 ５；具有信息化基础的（计
算机、网络）的兽药经营店有１６３家（占７８．３６％）；
９５％以上兽药经营店知晓国家实施兽药产品追溯，
希望网上售药的兽药经营店有１２５家（占 ６０．６８％）。

图 ２　 兽药经营店员工人数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ｓｔｏｒｅ ｓｔａｆｆ

图 ３　 兽药经营店员工主要学历水平图

Ｆｉｇ ３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ｓｔｏｒｅ ｓｔａｆｆ ｍａ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图 ４　 兽药经营店主要客户群

Ｆｉｇ ４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ｓｔｏｒｅ ｍａｉ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

图 ５　 兽药经营店客户主要分布区域

Ｆｉｇ ５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ｓｔｏ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ｍａ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鉴于我国兽药经营店“量多、水平低、规模小、
分布散”和客户分布集中的特点，在不违反现有制

度情况下开展网络售药宜选择第三方平台模式，借
助成熟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创新营销方式，以低成

本获取更大的兽药市场。
４　 结　 语

“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电子商务必将成为

信息化时代下现代兽药产品流通的未来之路。 随

着我国兽药产品流通市场容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

丰富，模式不断更新，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和政策条

件下，应优先发展企业间兽药电子商务，以自建平

台 Ｂ２ＢＣ 交易模式为基础，逐渐扩展平台功能，重
点管控第三方交易平台，探索线上交易、线下实体

一致管理，合理引导多种电子商务交易模式，规范

线上兽药信息服务和经营活动，做到对流通主体行

为的监督与规范，克服流通领域的内外障碍，使兽

药产品流通更加顺畅，兽药市场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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