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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中美兽药产品贸易的进口额和出口额，计算了中美两国兽药产品产

业内贸易 Ｇ－Ｌ 指数及 Ｂ 指数，分析两国兽药产业内贸易情况。 经研究认为，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整

体水平不高，但是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且中美兽药贸易增加的原因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另外，中美

兽药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可能是受到市场需求互补、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影响。 最

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建议，包括继续充分利用两国资源禀赋的互补

性，加大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的力度，加强中美兽药产业贸易更进一步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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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为 ３．０３ 万亿元，占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４９．０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也达到了 ３．６６％，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

要地位。 我国畜牧业发展面临的自然风险主要是

动物疫病［１］。 兽药产业是我国畜牧经济三大支柱

之一［２］，对于动物疫病的防范和治疗发挥着重要作

用，其健康发展事关动物疫病防控成效和动物源食

品安全。 据中国兽药协会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全

国 １６６１ 家兽药生产企业，共完成生产总值 ４３７．４６ 亿元

以及销售额 ４０１．８３ 亿元。 ２０１７ 年，我国新兽药共

注册 ５４ 个，其中包括一类 １ 个，二类 １２ 个，三类 ２８

个，四类 ３ 个，五类 １０ 个。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间，产业整

体规模逐步扩大，产值、销售额逐年增长。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我国兽药产业产值年复合增长率［年复合

增长率是一项投资（一个产业）在特定时期内的年

度增长率，计算方法为总增长率百分比的 ｎ 方根，ｎ

等于有关时期内的年数。］为 ４．０３％，销售年复合增

长率为 ４．０２％。 另外，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动物

保健产业发达，２０１６ 年北美地区、欧洲兽药市场规

模占全球兽药市场规模的 ５９．５９％（中国产业信息

网）。 美国动物保健品市场是全球动保产业规模最

大，发展最成熟的市场［３］。

２０００ 年我国对美国的兽药产品出口额为 ２１３４ 万

美元，从美国进口兽药产品达 ７５１０ 万美元，贸易逆

差 ５３７６ 万美元。 ２０１７ 年我国对美国的兽药出口额

增至 ４．５ 亿美元，进口额增加到 ２０．６ 亿美元，贸易

逆差 １６．１ 亿美元。 中美双边兽药贸易中出口和进

口并存，存在着产业内贸易现象。 中美两国兽药产

业既存在差异性，又存在相似性。 相似性体现在两

国畜牧业对兽用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上都存在较

大需求，差异性则体现在兽药的使用用途上：中国

禽业和生猪养殖业使用兽药量大，而美国宠物饲养

过程中的兽药使用量大［４］。 此外，美国肉类消费以

牛肉为主，因此肉牛饲养过程中兽药的使用量也比

较大［５］。

文献检索发现，现有探索中美兽药产业发展和

合作的成果侧重对两国兽药管理体制的比较，针对

两国兽药贸易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 既然中美两

国存在兽药产业内贸易往来，那么两国之间的兽药

产业内贸易程度如何？ 导致两国兽药产业内贸易

的原因又是什么？ 利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期间中美双

边兽药贸易数据，计算两国兽药产业内贸易指数，

并分析影响两国兽药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因素，目的

是提高中美兽药产业的合作水平。

１　 中美两国兽药贸易基本情形

１．１　 兽药产品 ＨＳ 编码和名称　 研究对象是兽药，

按照中国《兽药管理条例》给出了定义：兽药是指用

于预防、治疗、诊断动物疾病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动

物生理机能的物质（含药物饲料添加剂），主要包

括：血清制品、疫苗、诊断制品、微生态制品、中药

材、中成药、化学药品、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

品及外用杀虫剂、消毒剂等［６］。

一般将兽药分成兽用生物制品和兽用化学药

品两大类，也就是将疫苗、诊断液和血清等作为兽

用生物制品，其他的兽药都归类为兽用化学药

品［７］。 在兽用生物制品方面，９０％以上的兽用生物

制品为疫苗类产品。 兽用化学药物按照来源可分

为化学原料药、化学合成药物、抗生素及其半合成

品，按照临床用途可分为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抗

寄生虫药物、动物生长促进剂以及其他用途药物。

经查找整理兽药产品发现，兽药产品中除了兽用疫

苗的海关编码为 ＨＳ３００２３０，是 ６ 位编码，其他兽药

产品 包 括 虱 螨 脲、 双 苯 酰 草 胺、 双 酰 草 胺 等

（２９２４２９９０３７）、兽用普鲁卡因青霉素、奈夫西林钠

制剂（ＨＳ３００４１０１１１０），兽用已配剂量的头孢氨苄，

头孢噻呋钠制剂（ＨＳ３００４２０１９１１）等 ２１ 种兽药产

品都是 １０ 位编码（表 １）。 由于 １０ 位编码及 ８ 位编

码在数据收集上难度较大且分类上较为零散，本文

利用适当扩大的 ＨＳ６ 位编码（表 ２）表示相应的兽

药产品进行中美兽药贸易问题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１．２　 中国对美兽药贸易存在显著逆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畜牧业迅速发展，也推动着兽药产

业的发展。 一般而言，在我国畜牧业从小散户向规

模化养殖转型的过程中，动物疫病的防治将更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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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高效兽药的需求量也会随之上升［８］。 在兽药

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兽药产品贸易量也迅速

增长。
中美两国畜牧业规模巨大，两国互为重要的兽

药目标市场。 从图 １ 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从美国

进口兽药产品还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兽药产品，中美

两国双边兽药贸易额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２０００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兽药 ２１３４ 万美元，２０１７ 年向美

国出口兽药 ４．５ 亿美元，１８ 年时间内增长了 ２１．０９
倍。 ２０００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兽药总额为 ７５１０ 万美

元，２０１７ 年则上升至 １６．１ 亿美元，大约是 ２０００ 年

兽药进口总额的 ２１．４４ 倍。

表 １　 兽药产品的 ＨＳ１０ 位编码和名称

Ｔａｂ １　 ＨＳ１０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ｍ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Ｓ１０ 位编码 商品名称　 　 　

２９２１４２００９０ 其他苯胺衍生物及其盐

２９２４２９９０３７ 虱螨脲、双苯酰草胺、双酰草胺等

２９３３３２２０００ 哌啶（六氢吡啶）盐

２９３３１１００００ 二甲基苯基吡唑酮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４９９９０２２ 环线威，杀虫环，杀虫钉，多噻烷等

２９３４９９９０３３ 灭螨猛，克杀螨，螨蜱胺

２９３４９９９０９０ 其他杂环化合物

２９３３４９００９０ 其他含喹琳或异喹啉环系的化合物

２９３３９９００９９ 其他仅含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

３００２３０ 兽用疫苗

３００３２０９０００ 含有其他抗菌素的混合药品

３００４１０１１１０ 兽用普鲁卡因青霉素、奈夫西林钠制剂

３００４２０１９１１ 兽用已配剂量的头孢氨苄，头孢噻呋钠制剂

３００４２０１９１２ 兽用已配剂量的头孢噻呋晶体，硫酸头孢喹
肟制剂

３００４２０９０１１ 兽用已配剂量的土霉素，延胡索酸泰妙菌素，
泰拉霉素制剂

３００４２０９０１２ 兽用已配剂量的氟苯尼考，多拉菌素，硫酸庆
大霉素制剂

３００４２０９０１３ 兽用已配剂量的硫酸双羟链霉素制剂

３００４３２００６０ 兽用已配剂量倍他米松戊酸酯制剂

３００４３９００３０ 兽用血促性素、绒促性素制剂

３００４９０９０８１ 兽用已配剂量含右旋糖苷铁、替泊沙林、布他
磷制剂

３００４９０９０８２ 兽用已配剂量含硝碘酚腈、氟尼辛葡甲胺、美
洛昔康制剂

３８０８９４００２０ 兽用已配剂量含戊二醛、癸甲溴铵消毒剂等

表 ２　 兽药产品的 ＨＳ ６ 位编码和名称

Ｔａｂ ２　 ＨＳ６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ｍ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Ｓ６ 位编码 商品名称

２９２１４２ 胺功能化合物；芳香族单胺及其衍生物，苯胺
衍生物及其盐

２９２４２９ 环状酰胺（包括环状氨基甲酸酯）及其衍生
物；除了尿素的衍生物和盐

２９３３３２ 杂环化合物，在结构中含有未稠合的吡啶环
（无论是否氢化），哌啶及其盐

２９３３１１ 其他杂环化合物；仅含氮杂原子，结构中含有
未稠合的吡唑环（无论是否氢化）

２９３４９９ 核酸编号 ２９３４ 中的核酸及其盐，其他杂环化
合物

２９３３４９
杂环化合物；除了左啡烷（ ＩＮＮ）及其盐外，在
结构中含有喹琳或异喹啉环系统（无论是否
氢化），未进一步稠合

２９３３９９ 杂环化合物，在 ２９３３ 标题中没有

３００２３０ 兽用疫苗

３００３２０
药物；含有青霉素，链霉素或其衍生品以外的
抗生素，用于治疗或预防用途（不是按剂量计
量，不包装零售）

３００４１０ 药品；含有青霉素，链霉素或其衍生品，用于
治疗或预防用途，用于零售销售

３００４２０ 药品；含有抗生素（青霉素，链霉素或其衍生品
除外），用于治疗或预防用途，用于零售销售

３００４３２
药剂；含有皮质类固醇激素，其衍生物或结构
类似物（但不含抗生素），用于治疗或预防用
途，用于零售销售

３００４３９
药品；含有激素（但不是胰岛素），肾上腺皮质
激素或抗生素用于治疗或预防用途，用于零
售销售

３００４９０ 药品；由混合或不混合的产品组成。 ３００４，用
于治疗或预防用途，用于零售销售

３８０８９４ 消毒剂；不含本章子目注 １ 中规定的货物；放
在形式或包装中进行零售或作为准备或物品

１．３　 中美兽药进出口贸易结构　 通过对各类产品

所占兽药进出口比重计算，可知我国从美国进口的

兽药产品以 ＨＳ３００４９０ 和 ＨＳ２９３３３２ 对应的兽药产

品（下文使用编码代表相应产品）为主。 两种兽药

的进口额占我国全部兽药进口额的比重持续增长，
始终在 ３０％左右。 ＨＳ３００４２０ 兽药进口额的比重也

较大，不过进口额占比略有下降。 我国对美国各类

兽药产品的出口中，ＨＳ３００４９０ 兽药是我国对美出

口的主要兽药产品，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高达 ６０％
以上。 显然，ＨＳ３００４９０ 是具有明显产业内贸易特

征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兽药贸易中，我国

ＨＳ３００２３０（兽用疫苗）只有从美国进口，几乎没有

出口到美国。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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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图 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美国的兽药出口额和进口额

Ｆｉｇ 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兽药产品以高技术、高利润

的生物制品和部分化学药品为主，难以向美国出口

兽药生物制品。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兽药产品以低

技术、低利润的原料药、化学兽药为主。 探究这一

现状的原因，我们发现：中国兽用生物制品几乎没

有出口，除了中国兽药研发投入、研发技术与美国

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的产品质量无法与美国兽药

产品相比，还有受到美国兽药市场的技术壁垒和贸

易政策的影响。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兽药市场上实

行严格贸易政策，其中以技术壁垒为主要手段，常
常在兽药残留问题上对进口产品严格要求［９］。 而

中国对美国兽用化学药品出口加大并不是美国不

能自主生产，而是中国兽用化学药品存在成本优

势，包括产品生产直接成本、人工成本、环保成本

等。 总体而言，美国对兽用生物制剂研发投入大、
产品技术含量高，而中国兽用化学药品具有成本优

势，两国在兽药市场相互需求必定会促进中美产业

内贸易的发展。
２　 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指数及其变化

前文提及，产业内贸易是一国对同类产品既有

进口又有出口，或者说国际贸易双方交换的是同一

产业所生产的产品的贸易行为。 与之对应的产业

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

度的指数，指同产业中双方国家互有不同质的贸易

往来，在统计数据上显示同一类同时存在进口和出

口的商品数额，表明在该产业有着互补性的贸易需

求［１０］。 根据对中美兽药产业的贸易额、贸易结构

进行研究，发现中美兽药产业存在产业内贸易，表
明中美两国在兽药产业上有相似和互补的需求。
２．１　 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指标　 上世纪 ６０ 年代，
产业内贸易理论体系开始建立，国外学者开始了对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 代表人物包括 Ｇｒｕｂｅｌ －

Ｌｌｏｙｄ（１９７５）等［１１］。 Ｇｒｕｂｅｌ＆ Ｌｌｏｙｄ 利用出口额、进
口额进行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具体公式为

ＧＬｉ ＝ １－
Ｘｉ－Ｍｉ

（Ｘｉ＋Ｍｉ）
其中 ＧＬｉ 表示 ｉ 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Ｘｉ 和

Ｍｉ 分别表示第 ｉ 类兽药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ＧＬｉ 越大，表明 ｉ 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这也称为

调整前的测算公式，在多种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方

法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调整前的 Ｇｒｕｂｅｌ－Ｌｌｏｙｄ 计量

法仍然是最优的计量方法。 但是 ＧＬ 指数是衡量产

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指标，还需要动态指标来衡

量。 为了弥补静态指标的缺陷，Ｂｒｕｅｌｈａｒｔ（１９９４）提
出了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概念，其主要是利用某

个时期某种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变化量，分析

贸易增加或减少是否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１２］。
本文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Ｇ－Ｌ 指数）、Ｂｒｕｅｌ⁃

ｈａｒｔ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

测算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水平。
２．１．１　 静态产业内贸易水平 　 Ｇｒｕｂｅｌ－Ｌｌｏｙｄ 产业

内贸易水平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ＧＬｉ ＝ １－
Ｘｉ－Ｍｉ

（Ｘｉ＋Ｍｉ）
关于 ＧＬｉ、 Ｘｉ 和 Ｍｉ 符号含义，前文已有说明。

ＧＬｉ 在 ０ 到 １ 间变动，数值越大，表明 ｉ 产业内贸易

水平越高。 如果 ＧＬｉ 指数大于 ０．５，就可以认为一

国 ｉ 产业贸易类型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反之，ｉ 产
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但是不同种类的产品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

的地位是不同的，应该根据各类产品在整个产业对

外贸易中的地位来用加权平均的结果衡量整个产

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更合适。 具体公式如下，其中

ωｉ ＝（Ｘｉ＋Ｍｉ） ／ （Ｘ＋Ｍ）为该产业内第 ｉ 类产品的权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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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ＧＬ 表示该产业加权产业内贸易指数。
ＧＬ＝∑ｎ

ｉ ＝ １ωｉ·ＧＬｉ

２．１． ２ 　 动 态 产 业 内 贸 易 水 平 　 使用 Ｂｒｕｅｌｈａｒｔ
（１９９４）能有效地反映出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

化，公式如下：

Ｂ ｉ ＝ １－
ΔＸｉ－ΔＭｉ

ΔＸｉ ＋ ΔＭｉ

△Ｘｉ、△Ｍｉ 分别表示某个时期第 ｉ 产品的出口

额和进口额的变化量。 Ｂ ｉ 越接近 １ 表示该类产品

的贸易增量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的，越靠近 ０
则表示其增量是由产业间贸易带来的。
２．２　 测度结果及分析

２．２．１　 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不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期间中美两国 １５ 类兽药产业内贸易指数见

表 ３。 首先，从整体上看，中美两国兽药产业内贸易

水平较低。 但是一些兽药产品偶尔也有较高水平

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ＨＳ２９２４２９ 在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６
年两个年份的 ＧＬ 指数高达 ０．８７、０．６７，产业内贸易

水平很高。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中美两国 ＨＳ２９２４２９ 兽

药 ＧＬ 指数却下降到 ０．１ 以下，呈现出产业间贸易

特点。 ＨＳ２９３３３２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的产业内贸易指

数在 ０．５ 以上，之后十多年除了 ２００５ 年为 ０．５８ 其

他年份都在 ０．５ 之下。 ＨＳ２９３３３２ 的产业内贸易指

数年平均值最高，为 ０．３２８，并且近几年呈现出上升

的趋势。 其他类别的兽药产业内贸易水平都比较

低，尤其是 ＨＳ３００２３０ 产业内贸易水平，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期间的平均值只有 ０。

表 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中美 ７ 类兽药产业内贸易指数

Ｔａｂ 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ｒ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７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Ｓ２９２
１４２

ＨＳ２９２
４２９

ＨＳ２９３
３３２

ＨＳ２９３
３１１

ＨＳ２９３
４９９

ＨＳ２９３
３４９

ＨＳ２９３
３９９

ＨＳ３００
２３０

ＨＳ３００
３２０

ＨＳ３００
４１０

ＨＳ３００
４２０

ＨＳ３００
４３２

ＨＳ３００
４３９

ＨＳ３００
４９０

ＨＳ３８０
８９４

２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０．５５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０ ０．３５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５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５１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３９６ ０．０４６ ０．２９５ ０．０４１ ０．２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１ ０．２６７ ０．４４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０．０５０ ０．８７３ ０．３０６ ０．０９３ ０．２６２ ０．０８３ ０．２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０．３３０ ０．２３７ ０．２９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１００ ０．５６１ ０．５８０ ０．３０７ ０．３４０ ０．２７３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５ ０．４９３ ０．３０７ ０．４３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３４１ ０．６７５ ０．３３０ ０．０７７ ０．３０１ ０．０６９ ０．２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７ ０．０３５ ０．２９０ ０．２７２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３１１ ０．１０７ ０．２１３ ０．０３９ ０．６２０ ０．０３５ ０．５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０ ０．２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９ ０．５６０ ０．１２９ ０．６２８

２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１ ０．２５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１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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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计算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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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中美兽药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先降后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中美两国 １５ 类兽药产品产业内

贸易指数变化规律不明显。 为了反映中美兽药整

体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两国兽药加权后的产业内

贸易指数。 图 ２ 为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中美两国兽药加

权 ＧＬ 指数变化趋势图，整体呈现出先曲折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 具体地，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期间中美两国兽

药加权 ＧＬ 指数从 ０．４０３ 下降到 ０．１１７，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略有增加，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两国兽药加权 ＧＬ 指数

又略微下降，２０１２ 年之后又开始上升，在 ２０１７ 年达

到 ０．３１６。 这样的变化趋势很可能与国家对兽药管

理规范的颁布有关，２００６ 年中国开始强制推行兽药

ＧＭＰ（《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兽药企业必须

按 ＧＭＰ 要求制定规划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 凡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未取得《ＧＭＰ 合格证》的兽药

生产企业，将被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因此兽药

生产企业数量从 ２，６００ 多家减少至 ８００ 多家。 ＧＳＰ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是兽药经营质量管理

的基本准则，是为加强兽药经营质量管理、保证兽

药质量的一套管理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中国

ＧＳＰ 认证的最后期限，未达到标准的企业会被市场

淘汰，从图 ２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８ 年后兽药产品加权指

数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３ 年，我国兽药生产企业基本按

照国家兽药质量标准组织生产，兽药 ＧＳＰ 认证工作

也基本完成。 我国实施 ＧＭＰ 和 ＧＳＰ 的时间节点与

中美两国兽药加权 ＧＬ 指数变化相对应，前者对后

者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从 ２０１１ 至今，加权 ＧＬ 指数

增长态势明显，表明了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水平在

提升。
２．２．３　 产业内贸易是中美兽药贸易量增加的主因

根据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构造的特点，将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分为 １７ 个时期。 为了避免分类太细导致边

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和解释困难，将 １５ 类兽药

产品分为兽用生物制品（ＨＳ３００２３０）和兽用化学药

品（除去兽用疫苗外的 １４ 种兽药产品）两类。 由表

４ 可知，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中美两国兽用生物制品产业

内贸易指数皆为零，说明研究期间两国之间该类产

品的贸易增量都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期间，中美两国兽用化学药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指

数都小于 ０．５，从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期间开始大于 ０．５，
到 ２０１７ 年仍然保持在 ０．５ 以上。 在中美兽药贸易

中，兽用生物制品贸易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产业间贸

易，而兽用化学药品的贸易增量主要是通过产业内

贸易带来的。

图 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中美兽药产品加权 ＧＬ 指数趋势图

Ｆｉｇ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ｔｒｅｎｄ ｍａｐ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Ｇ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表 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中美兽药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Ｔａｂ 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ｔｒ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时间段 兽用生物制品 兽用化学药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９８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４２０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４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９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５７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９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７

平均值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９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计算整理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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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探究

前文已介绍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情况，并利用

联合国数据库数据对中美兽药产业的产业内贸易

指数进行测算和分析。 经过分析，认为中美兽药产

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需求互补、

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和贸易政策。

３．１　 中美兽药市场需求相似性影响产业内贸易　

中美两国兽药市场需求越相近，意味着两国畜牧生

产企业的需求偏好就越相似，两国就越有可能发生

产业内贸易。 因此，中美兽药市场需求相似性对产

业内贸易的实际影响取决于需求相似的程度。 目

前，中国兽药行业常规化普通产品供给状况充足，

主要是在兽用化学药品市场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但是兽用化学药品同质化较为严重，且质量参差不

齐［１５］。 而在中国兽用生物制品领域，兽药研发投

入不足，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也有一定差距。 反观

美国，其生物制品技术水平在世界领先地位因而进

口高技术生物制品的需求小，但是美国对兽用化学

药品、疫苗原材料有不小的进口需求。 两国的兽药

市场需求相似性影响中美兽药的产业内贸易的

发展。

３．２　 中美兽药产品差异性推动产业内贸易　 同质

产品是指性质完全一致因而能够完全相互替代的

产品，差异产品是指产品的品质、性能、造型等方面

的差异。 国际贸易中出现同质产品的买卖，往往是

由于地理位置、转口贸易、产品季节性等。 对差异

产品贸易分析一般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际产品差异性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基础，这体现

在产品的水平差异、技术差异和垂直差异等三方

面：水平差异是指产品特征组合方式的差异；技术

差异是指因为处于不同阶段产品生命周期的同类

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进行生产，继而进行国家间进

出口贸易，带来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是指产品质

量方面的差异，一个国家在出口高质量产品的同时

往往也会进口一些中低质量的同类产品，实现产业

内贸易［１４］。

中国兽药企业生产的兽药多为同质化的兽用

化学药品，而对兽用生物制品研发能力不足导致兽

用生物制药种类贫乏。 并且，我国为数不多的兽用

化学药品的新药开发还是以仿制为主，自主创新的

兽药较少。 而美国的生物制品技术水平在世界地

位领先，已研发出很多高效的生物制品，但比较缺

乏兽用化学药品。 显而易见，中美两国的兽药产品

必然存在一些技术差异和垂直差异。

３．３　 中美兽药规模经济促进产业内贸易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格雷（Ｇｒａｙ）和戴维斯（Ｄａｖｉｓ）等人对发达

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产业

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规模经济和产业内贸易之间

的相互作用。 这是因为，规模经济导致了各国产业

内专业化的产生，从而使得产业内贸易得以迅速发

展，并且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

系。 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最后由一个或少数

几个大型厂家垄断了某种产品的生产，这些企业逐

渐成为出口商，带动进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３．３．１　 内部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　 内部规模经

济的实现依赖于一个产业内的厂商自身规模的扩

大和产出的增加。 一个国家享有规模经济的优势，

它的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减少，获得生产的优势。

规模经济既是贸易形成的基础，同时贸易也推动规

模经济的实现。

对于兽药这样的产业，尤其是在生物制品方

面，研究和开发费用等成本支出较大，规模经济更

显得重要。 研究和开发费用可以说是一种固定的

成本费用，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

降低。 如果这种产品仅局限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单

位产品的成本较高，厂商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甚至无

法收回投入的研究和开发费用。 如果允许国际贸

易，产量就会增加，厂商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下的生

产，这也会促进兽药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比如美国兽药公司辉瑞、礼来等，就已经实现

规模经济，其市场早已扩展到中国甚至遍布全球。

在中国，辉瑞和礼来在中国已分别创立硕腾（苏州）

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和礼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硕腾是药品制造商美国辉瑞公司的上市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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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辉瑞公司在全球 ７０ 个国家运营，２０１１ 年扩展

到东南亚和中国一带。 还有 １８７６ 年创于美国的礼

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它于 １９１８ 年来到中

国，并将其第一个海外代表处设在上海，从而迈出

了全球化的第一步。 目前，礼来已经形成从研发、

生产到商业运营的全产业链格局。 可以说，美国兽

药产业规模经济既推动了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的

形成，同时与中国等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也推动其规

模经济的实现。

３．３．２　 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　 外部规模经

济主要来源于整个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所带来

的产业规模的扩大。 在外部规模经济下，外部经济

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得该国成为商品出口国。

目前国际兽药产业通过跨国企业兼并重组己

经进入垄断发展时期，其中以美国的兽药公司最具

代表性。 美国现有兽用化药厂 ３００ 家，兽用生物制

品生产企业 １５０ 家，行业集中度相当高。 并且 １０％

兽药企业占据美国兽药生产总值的 ９０％，辉瑞等 ４

家大公司的销售额就占总值的 ６０％以上［１５］。 在世

界排名前 １５ 名兽药企业中，有 ７ 家是美国企业，占

全球销售收入的 ３６．４％。 美国的兽药企业规模，以

及其在全世界的贸易地位可见一斑。 大型企业的

数量和行业集中度都为美国兽药产业外部规模经

济打下基础。

３．４　 中美兽药贸易政策影响产业内贸易　 贸易政

策，是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影响其进出口贸易的

政策措施的总和。 影响中美兽药产品产业内贸易

的贸易政策主要是市场准入壁垒。

在中国，兽药产品的品质直接关系到动物食品

安全，中国对此高度重视，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对

兽药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了规范。 前文提及的中

国农业部强制实行《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

《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文件对兽药生产、经营

企业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明确的经营规范，达到标准

的企业才能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美国，

相关兽药管理的法规主要是《联邦食品、药物及化

妆品法》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ｏｏｄ ，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Ａｃｔ，

ＦＦＤＣＡ） 和 《联邦法典》 （ Ｃｏｄ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ＣＦＲ）第 ２１ 条的食品和药物部分［１６］。 按照

ＦＦＤＣＡ 规定，所有要在美国上市的新兽药必须取得

新兽药申请（ＮＡＤＡ）批准；禁止不符合 ＮＡＤＡ 的新

兽药在美国洲际间进行贸易。

４　 结论及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分析得出，首先，从细化成十五类

兽药产品计算得到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可得，中美兽

药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不高。 其次，中美兽药整体

产业内贸易水平先降后升。 根据加权后的产业内

贸易指数，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美兽药产业整

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下降，２００７ 年为最低值，但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从 ２０１１ 年

至今，加权 ＧＬ 指数增长态势明显，表明了中美兽药

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提升，特别是兽用化学药品的产

业内贸易水平在提高。 最后，产业内贸易是中美兽

药贸易量增加的主因。 在中美兽药贸易中，虽然贸

易增加的原因包括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但以

产业内贸易为主。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尽管中美兽

药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整体水平不高，但是就部分兽

药产品在某些年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可知，仍然有

一些的兽药产品在中美贸易中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另外，在中美兽药产品贸易往来中，不同类别的兽

药产品贸易增加的原因不同。 兽用生物制品的贸

易增加主要原因是兽药产业间贸易，而兽用化学药

品的贸易增量主要是通过产业内贸易带来的，且整

体更多体现出产业内贸易。 并且，中美兽药产业内

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不单一，其受中美兽药市场需

求、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和贸易政策四个方面的

影响。

４．２　 启示　 随着畜牧业集约化、现代化的发展，兽

药行业已经逐渐成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并极具发

展潜力的产业。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提升兽

药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实施产业间贸易和产业

内贸易双边驱动将有助于推动兽药产业贸易进一

步发展。 因此，针对以上中美兽药产品产业内贸易

的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促进两国兽药产业内贸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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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１）继续充分利用两国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加深

双方在兽药产业上的合作，促进两国兽药产业内贸

易的发展［１７］。 （２）加大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的力

度。 大力引进和开发高新技术、设备，增加技术投

资，不断激发和提高企业自主开发能力。 由于研发

投入较少、研发能力较弱，中国兽用生物制品技术

含量低，几乎无法向美国出口的兽用生物制品，这

制约了中国兽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获利水平的

提高。 （３）在传统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基础上，致力

于提高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水平。 贸易理论表明，

产业内贸易能带来更大的贸易利益。

以下是对我国兽药产业的发展提供的一些建

设性意见。 对企业而言：（１）我国应强化对美出口

兽药产品的差异化，在产品包装、功能等方面提高

兽药出口档次，打造我国的兽药产品出口品牌；（２）

推动我国兽药产业兼并重组，实现行业企业规模经

济［１８］。 中国小规模兽药企业较多，生产质量参差

不齐且没有成本优势，企业的兼并重组更能实现规

模经济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中国兽药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３）重视兽药产品的研发，生物制剂方面学习

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本国兽药生物制剂的技术含

量，还可以在中国独有的中兽药多下功夫，大力研

发中兽药抢占市场。 对中国政府而言：（１）应引导

兽药生产企业增大技术和资本投入，引进国际领先

技术，加强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提高兽药产品的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并通过跨国、跨区域并购以及

生产布局的调整等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

济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自主品牌的

市场竞争能力，促进中美兽药产业内贸易更好发

展；（２）加快完善兽药行业立法，加强兽药行业的行

为规范［１９］。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兽药管理的

法规体系仍然不够完善。 严格的兽药法规、健全的

法制体系是保证我国兽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石；

（３）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兽药市场违法行为。 中国

兽药市场较为混乱，充斥着假冒伪劣的兽药产品。

政府应加大打击兽药假冒伪劣产品的力度，对不合

法的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规范，解决不公平的竞争，

创建合法文明的兽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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