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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兽药被广泛应用于防治动物疾病。提高养殖效益，保障动物健康、畜产品质量安全是畜牧业健康、稳定、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需要。为了更好地规划兽药企业发展和为畜牧养殖提供有效服务，整理了近年国内外兽药产业发展的相关

数据信息，透视兽药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尽管兽药产业的发展仍存在不足，但整体发展趋势为兽药市场持

续扩容，兽药产品逐渐多样化，兽药企业不断趋于集中化且发展逐渐注重创新，增加研发投入。说明兽药产业必须要结

合行业动态，整合资源，改进不足，才能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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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eterinary drugs are widely used to control animal diseases, to improve Breeding benefits, to guarantee
animal health and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nimal product, that are essent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
mal husbandry. In order to better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veterinary drug companies and provide effective services
for animal husbandry, the relevant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veterinary drugs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compiled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veterinary
drug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eterinary drug industry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is that the veterinary drug market continues to expand, veterinary drug products are gradu⁃
ally diversified, veterinary drug companies are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 and gradually focusing on innovation,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The veterinary drug industry must combine industry dynamics,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deficiencies for development stead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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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养殖业不断向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转变和人们对畜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加，动物生产

性能、动物疾病防治、畜食品安全也备受关注，这

不仅推动着兽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兽药企业如何规划发展和更好地为畜

牧产业提供优质服务是其能否生存的关键。本文

通过整理中国兽药信息网、中国兽药协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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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网和部分医药产业数据库的信息，透视兽药

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本文作为了解兽药企业发展方向的参考依据，以期

促使兽药企业为畜牧产业提供更高效服务。

1 全球动保市场发展现状

1.1 全球动保市场产能、规模概况

近年来，在全球人口及其对食物需求的持续

增长驱动下，全球动保市场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据袁宗辉 [1]研究，2010~2017年，全球动保市场的

销售额每年不同程度地增加，由 2010年的 194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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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球动保市场的产业结构特点

目前，全球动保市场欧美地区占主要份额，拥

有近 78%的市场，美洲占近 50%，拉丁美洲和远东

地区增长也较快。随着国际兽药市场的迅速发

展，全球动保市场的产业结构越来越集中化。

2013年全球前十名动保市场集中度为 78%，而
2016年，仅先灵葆雅、辉瑞、梅里亚等全球前五大

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为 53.8%，2017年已近 57%，先
灵葆雅和辉瑞两个公司占有率就达 30%。但美

国、西欧和日本这些兽药行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地

区，其兽药生产企业数量并不多，但规模大。

1.3 全球动保市场产品构成情况

全球动保市场产品构成，以服务对象分析（图

2），宠物药品市场最大占 40.3%，牛和小反刍药品

占 29.3%，其他为猪、禽用药 [2]。以类型分析（图

3），化学药品占 57%，生物制品占 29%，其他为饲

料添加剂。按用途分析（图 4），抗寄生虫药最多

32.4%，其次是疫苗 26.6%，抗菌药为 14.5%，局部

用药和其他产品 26.6%。以 2017年，美国批准的

11种生产动物用药为例，多数是抗菌药、抗球虫

药和生长促进剂的复方制剂药物性饲料添加剂，

肉鸡用的品种多，猪药和牛药少。

由此可见，全球动保市场兽用化药是主要部

分且抗寄生虫药规模大于抗感染药，有上升的趋

势。可能原因一是欧盟从 2006年起禁止所有抗

菌药物、促生长添加剂用于养殖业；二是动物性

食品中抗菌药残留问题备受关注；三是国外食品

元增长至 2017年的近 3788亿元。年增长率在

7.72%~14.91%，呈波动状态，其中 2011年最高，后

减缓，至 2017年为 9.1%，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
（图 1）。依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2017~2022年，

全球兽药市场规模将以 7.3%左右的年均增长率

增加，以此推算至 2022年，全球兽药市场规模将

达 5372亿元，全球兽药行业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图1 2010~2017年全球兽药市场规模及增长率

图3 全球兽药市场不同类型产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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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欧洲兽药市场不同用途兽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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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球兽药市场不同服务对象产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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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以牛为主且宠物市场规模较大，使得抗寄生

虫药的需求较大。此外，兽用生物制品的规模和

比例也呈上升态势，规模占比达到三分之一，且

自 2017年以后，欧盟疫苗的增长速度超出驱虫

药，相比抗生素则呈下降趋势。

1.4 全球动保市场的研发投入情况

全球大型的兽药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能

力，每年的研发投入较大。据国际动物卫生联合

会年报 [3]，欧盟跨国公司在研究与开发中的投入

占到总费用的 12%左右，中小企业在研究与开发

中的投入也占 6%左右，2019年研发投入占比为

6.82%。欧盟跨国公司在现有产品维持市场防御

性研究与发展中的投入占 35%，且花费 1.29亿欧

元和 5~11年时间上市 1个新产品。其药品研发更

多倾向于宠物药品、复方制剂、抗寄生虫药品、非

甾体抗炎类这几大类药品种类。可见，全球大型

兽药企业通过大量的研发资金投入，强大的产品

研发能力和充足的时间来推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较高的产品。

2 我国兽药的发展现状

2.1 我国兽药企业的规模、分布情况

据中国兽药信息网，2019年我国兽药企业共

计 1632家，较 2018年略有减少，其中，80%为中小

型企业，大型企业占比不足 5%，其他为微型企

业，多为化药企业，少数为生物制品和中药企业，

其中山东省、河南省企业最多，分别占 16.66%和

13.12%，河北省、江苏省和四川省其次，分别占

6.85%、6.96%、8.44%，山西、江西、广东较多，占

4.05%~5.70%。不同类型兽药企业因其生产条件

需求不同，地域分布也不同。生物企业分布较

散，多分布在科研院所或科研院校临近的地方；

原料药企业分布较集中，一般在兽药制剂企业的

下游市场，化药制剂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 [4]。

2.2 我国兽药产业的产能、市场规模情况

由表 1可知，2011~2017年，我国兽药产业总

销售额每年都在增加，由 2011年的 334.72亿元增

加到 2017 年的 473.07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表 1 2011~2018年不同类型兽药的销售额及所占比例

分类

年份

生物制品

原料药

化药

中药

合计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畜牧网

2011
金额

（亿）

73.33
78.39
148.13
34.87
334.72

比例

（%）
21.91
23.42
44.25
10.42
100

2012
金额

（亿）

88.88
100.17
168.98
43.11
401.14

比例

（%）
22.16
24.97
42.12
10.75
100

2013
金额

（亿）

94.33
81.70
179.70
46.10
401.83

比例

（%）
23.48
20.33
44.72
11.47
100

2014
金额

（亿）

103.78
89.26
169.96
43.76
406.76

比例

（%）
25.51
21.94
41.78
10.76
100

2015
金额

（亿）

107.08
94.82
169.41
42.26
413.57

比例

（%）
25.89
22.93
40.96
10.22
100

2016
金额

（亿）

125.09
106.09
182.83
50.49
464.50

比例

（%）
26.93
22.84
39.36
10.87
100

2017
金额

（亿）

133.63
117.43
180.57
41.44
473.07

比例

（%）
28.25
24.82
38.17
8.76
100

2018
金额

（亿）

132.92
114.62
174.59
36.84
458.97

比例

（%）
28.96
24.97
38.04
8.02
100

12.85%，而 2018 年略有下降为 458.97 亿元。其

中，生药销售额增加最快，原料药其次，化药制剂

和中药较缓；生药销售额所占比例逐年上升，由

2011年的 21.91%上升至 2018年的 28.96%；原料

药在 20.33%~24.97%波动；化药制剂呈下降趋势，

由 2011年的 44.25%降至 2018的 38.04%；中药相

对稳定，在 8.02%~11.47%浮动。

尽管 2018年兽药销售额略有下降，但我国兽

药销售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产业需求平稳。除

2019年（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疫苗销售额下

降），生药的销售额呈持续增长态势，年递增 4亿~
18亿元；中药平稳，年均 40亿元左右，但 2019年
中兽药增长幅度最大；而化药有走低趋势，尤其

是抗菌药销量持续下降，年递减 5亿元左右，尤其

2016年突出，递减 12亿元，但总体仍以化药的销

售额最多。上述变化可能与我国畜牧养殖业集约

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动物疫病防控越来越重视及

国家出台一系列“减抗限抗”政策有关。

2.3 我国兽药注册数量、类别、种类比例等情况

2.3.1 我国国内兽药注册数量、类别、种类比例等

情况

2018年和 2019年我国新注册兽药分别为 71
种和 79种，化药分别为 31种和 22种，70%以上为

化学制剂类且以注射液、片剂和溶液为主，其余

为原料药。化药注册数量下降趋势明显；生药分

别为 31种和 43种，仍以猪用、禽用预防类疫苗为

主，但 2019年诊断制剂有 13种，占比达 16.45%，
明显增多，特别是针对非洲猪瘟、禽流感等新发

疫病试剂较多，宠物、水产及犬、猫、貂等其他动

物药物数量也有所增加，尤以水产类动物药物突

出，2019年新注册 5种一类药物中水产类动物药

物有 2种。生药注册数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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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分别为 9种和 24种，分别为散剂、口服液、颗粒

剂，注册数量上升突显。说明我国兽药产品结构

受政府引导和市场需求等影响正在积极调整。

我国新注册分类的药物见表 2。 2011~2019
年共有 554种。依类型划分，生药 293种，化药

165种，中草药 107种；依类别划分，三类药物 303
种，二类药物 126种，四、五类药分别为 42种和 50

种，一类药物仅 23种；新药注册情况，2011~2014
年药物注册数量较稳定，50种左右，2015年起注

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以 2019年最多为 79种，

2016、2018年次之，为 71种。

由上可知，从分型和用途上，生药仍为新药物

注册的主流且以猪禽用药为主，化药有降低趋

势，以化药制剂为主且抗微生物药较多。从类别

表 2 2011~2019年我国国内兽药注册的数量、类别及比例

类别

年份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总数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兽药信息网

2011
数量

1
16
27
7
1
52

比例

1.92
30.77
51.92
13.46
1.92
100

2012
数量

3
5
27
6
1
42

比例

7.14
11.90
64.29
14.29
2.38
100

2013
数量

1
13
29
6
1
50

比例

2
26
58
12
2
100

2014
数量

1
12
28
4
9
54

比例

1.85
22.2
51.85
7.41
16.67
100

2015
数量

1
12
41
6
9
69

比例

1.45
17.39
59.42
8.69
13.04
100

2016
数量

4
8
49
4
7
71

比例

5.63
11.27
69.01
5.63
9.86
100

2017
数量

5
14
33
4
9
65

比例

7.69
21.54
50.77
5.15
13.85
100

2018
数量

2
24
35
2
8
71

比例

2.82
33.80
49.30
2.82
11.27
100

2019
数量

5
22
44
3
5
79

比例

6.33
27.85
55.70
3.80
6.33
100

平均

数量

23
126
303
42
50
554

比例

4.15
22.74
54.69
7.58
9.03
100

上，我国注册新药以三类药最多，占注册总数

50%~69.01%；完全创新性质的兽药很少，平均占

注册总数的 4.15%，2017 年比例最高也仅为

7.69%；二类药物平均也仅占 22.87%。
尽管 2019年我国注册一类、二类新兽药的比

例有所增加，说明国内兽药虽有发展但创新性质

的药物研发实力尚且不足，多模仿国外产品，处

于跟进阶段，致使兽药创新与仿制不平衡发展。

2.3.2 我国进口兽药注册情况

依据国家兽药基础数据库，截至 2019年 1月，

我国进口兽药注册 77种，其中化药（制剂）58种，

片剂和注射液居多，制剂 30%以上为猪、牛、犬、

猫等动物专用药，宠物类占专用药的 50%左右。

生药 19种，80%为猪、禽用药，但较国内，宠物药

所占比例较大。说明我国进口兽药以化药为主，

占比在 75%以上，且有上升趋势，但我国国内兽

药市场动物专用药和宠物用药研发和供给不足。

国内进口新兽药注册情况如图 5 所示。

2010~2018年药物注册共 599种，其中，生药 254
种，化药 362种。整体注册数量以 2012、2013年注

册较多为 74种，2017年为高峰达 120种，2018年
突然降低。可见，进口兽药注册的种类和数量随

我国兽药产品供给和政策变化而变化。以生药为

例，2010~2013年其注册数较化药多，之后减少，

2018年仅为 23.33%，2019年持续下降。可能与我

国生物制品自 2013年起自主研发取得一定进展

有关，国内供给逐渐增多，所以进口兽药新注册

量和种类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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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2018年国内新注册进口兽药情况

2.4 我国进出口兽药情况

我国进口兽药产品主要以生物制品和药物饲

料添加剂为主，分别占到 49%和 23%，抗微生物药

物为 17%，其中宠物及其他用药品占进口总额的

比重由 2015年的 16.74%上升至 29.77%，猪、牛、

羊用药品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图 6、图 7）。
我国兽药出口产品主要以原料药和化药制剂

为主，分别占到 55%和 43%，生物制剂仅为 2%，原
料药以抗微生物药为主 74.13%，抗寄生虫药占

23.55%，解热镇痛药和其他药较低[1]（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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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进口兽药产品类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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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进口兽药产品用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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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兽药出口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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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国兽药企业集中度和研发情况

据中国畜牧网统计，我国兽药企业集中度，

2017年前 10名企业销售额占其行业总销售额情

况，生物制品占 56.26%，原料药占 42.97%，化药制

剂占 23.52%，中兽药占 14.72%。生物制品的市场

集中度最高。2019年中兽药企业集中度增长至

28.27%，提升速度最快。总体我国企业规模的发

展和集中度改善较慢。虽生物制品集中度较化药

制品高，但市场结构仍属于低集中竞争型；原料药

的市场结构与其相似，而化药制品和中兽药的产业

集中度水平偏低，属于分散竞争型[5]。

我国兽药企业的研发，据耿玉亭 [2]研究，在

2008~2014年生药和化药每年研发投入均在增

加，其中生药的年均研发投入占 7.43%，较化药

5.11%高。2018年生药研发投入在 10%左右，主

要投入到现有疫苗改进、新型疫苗及其佐剂和保

护剂的研发上，而化药增幅较小，在 7%左右，主

要投入半合成抗生素新药研发。2014年以后中

兽药研发的投入比例也在加大。说明生药和中兽

药的研发投入呈上升趋势，生药也是研究的热

点。综上，我国兽药企业市场集中度和研发投入

虽有所改进但整体不高，特别是中兽药企业尤为

突出，兽药企业仍存在研发力量不足，前沿性研

究较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现象。与我国大

部分企业为中小型企业，其规模较小且分散，资

金不足，技术有限，实力较弱，使其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制约有关。

3 国内外兽药的发展趋势与前景

3.1 兽药市场持续扩容

据上述分析，未来几年全球动保市场总体将保

持增长态势，产品疫苗有所增长，仍以抗寄生虫药为

主，疫苗次之，同时新型动物专用抗菌药市场前景广

阔，高品质疫苗占有量不断加大，特别是猪、禽疫苗

市场需求量大。全球最大的动保市场仍然是宠物药

品市场，处于发展态势，其次是牛和小反刍药品市

场，最后为猪、禽、羊类市场。

我国兽药市场持续扩容且利润有所增长。化

药以抗微生物药为主，其次是抗寄生虫药，生药

以禽、猪用药最多，宠物和水产、貂等其他动物用



6期 董艳娇等：通过数据透视国内外兽药研发现状与趋势 139

药会逐渐增加。总体国内以生物制品发展较快且

呈持续上升态势。据统计，2017年生药销售额同

比增长 22%，但制剂类药物和抗菌类药物减少，下

降速率自 2016年以后逐年增加，原料药和中药发

展平稳。进口兽药和出口兽药变化幅度不大，分

别以化药制剂和原料药为主。

3.2 兽药产品结构不断调整

国外兽药产品中疫苗、抗寄生虫药物和药物

饲料添加剂增加趋势明显。特别是疫苗增长突

出，2019年占比超越抗寄生虫药物，宠物药物和

新型动物专用药种类也在增加，抗菌药逐渐减

少。我国因抗生素相关限用、禁用政策，兽药产

品治疗性药物特别是抗菌素类药物的使用逐年减

少，免疫疫苗、预防保健类药物逐年增加；我国宠

物用药、水产用药已进入新的研究阶段。 2018
年，水产养殖类生物制品有 2项临床试验审批数

据，新药注册中宠物用药的比例为 4.37%，较历年

的 3%有所提高，生物制品临床试验审批数据的

比例也达 11.26%。2018年进口兽药注册中，犬、

猫类用药占 15%，因此加快开发宠物、牛羊和水产

专用药及水禽、特种经济动物、海洋生物用药是我

国兽药研究的新方向并具有很大发展前景。此外，

生物诊断试剂和治疗试剂比例也在增加，尤以

2019年突显，而益生菌、酶制剂、中草药提取物、生

物活性肽等抗生素的替代品也会逐步发展。

3.3 兽药企业集中度不断改进

目前，国内外兽药企业的集中度均有所改进。

国际动保市场早在 1998年就开始进行转型升级、

兼并重组，至今硕腾已发起 15起并购。诗华、辉

瑞、先灵葆雅等多家公司于 2005年至 2017年间通

过收购不同类型的中小型企业，其市场占有率至

2017年提高了 25%以上。我国企业加快集中化

的步伐较晚，2015年海正、瑞普、金河等分别并购

云南生物、华南生物、杭州荐量等公司，2017年海

利生物、生物股份、天邦股份分别并购了上海裕

隆、辽宁益康、必威安泰等。尽管与国外有所差

距，但大型企业不断增多，产能和产业集中度均

有所提高。未来兽药企业产业集中化的提升不仅

是中小型兽药企业趋于联合、兼并重组、转型升

级，还趋向于联合科研院所、跨境和产业集聚化

等路径。同时，针对我国企业集中化的现状可通

过提升企业规模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措施建立

“高进入-低退出”壁垒机制。

3.4 兽药企业创新水平逐步提升

兽药企业需在加大科技创新和科研项目扶持

的基础上以强化新产品、新技术等要素为支撑，

逐渐重视加大创新力度，提升创新水平，创新产

品和技术 [6]。化学药品创新以筛选、构建活性新

化合物和动物专用新型抗菌原料药为研究方向，

同时运用包合、微型包囊、纳米乳化等技术加大

新制剂的创新 [7]；中兽药创新以研制中西复方合

剂、中药植物提取物制剂和中草药饲料添加剂为

主，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生物制药技术、微波提取

技术研究中草药活性成分、鉴别、筛选等是中草

药开发利用的新型领域，如利用单克隆抗体、细

胞工程提取中草药中的蛋白质。利用浓缩技术、

超微粉碎技术工艺加强中草药提取工艺的研究及

颗粒剂、缓释剂、微型球囊剂、涂擦剂和喷剂等新

剂型的开发与利用，以受体和基因为靶作用位点

研发新药 [8-12]；生药产品的研发创新主要以抗病

毒、抗寄生虫、抗细菌为研究目标，仍以研究疫苗

为主但将会由单联、单价苗向多联、多价疫苗和

新发病的疫苗（如非洲猪瘟疫苗）发展。技术的

创新趋于应用全悬浮培养、微载体、纯化浓缩等

培育优良制苗毒株，应用克隆、生物转化、遗传修

改、基因组技术等研制重组亚单位疫苗、基因缺

失苗、核酸疫苗等基因工程疫苗，且应用超滤浓

缩技术和高密度发酵与生物反应器等手段提高疫

苗抗原含量和疫苗产量。此外，新型生物抗菌药

物、动物疫病诊断剂、治疗剂、免疫佐剂、保护剂、

干扰素、转移因子、微生态制剂、海洋生药等的创

新与研发也正逐步发展 [13]。

3.5 兽药企业研发投入逐年增加

首先，国内外兽药企业的研发费用逐年增加。

全球大型兽药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占总费用的 10%
以上。我国研发费用投入也在逐年增加，特别是

生药研发投入至 2018年已近 10%，兽用生物制品

和中兽药是行业未来研发投入的主要增长点，而

高效、低残留、低毒、停药期短、畜禽专用等药物

将成为研发投入的重点。其次，研发技术不断提

升。如透皮制剂、控释制剂、兽药新辅料及其新

设备等技术的研发和利用。此外，利用大数据技

术对兽药相关政策、资讯、技术、标准等信息进行

深入研究，补充构建兽药信息知识库，实现兽药

生产决策、药物预测、动物疾病防治预警，并指导

药物的研发方向，寻找靶标、建立模型、构建化合

物等并提高药物的安全性，同时利用网络药理学

和分子对接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药物研发和创新

也是企业研发的一个新方向 [14-16]。未来兽药企业

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改进不仅依赖企业自身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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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也需要与其他企业或相关实验中心、科研机

构、高校等单位形成兽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通

过“产、学、研”一体联合研发 [17]，才能得到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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