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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陇南地区中药材产销现状分析研究，结合陇南地区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文化特色以
及经济基础等方面，参照我国其他县市比较完善成熟的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初步探讨符合陇南地区的

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为陇南地区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提供参考，并为进一步促进该地

区中药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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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地区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地和

青藏高原交汇地带，毗邻陕西、四川两省，属于亚

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境内地貌丰富多样，海拔

５５０～４２００ｍ，立体气候明显，分布着极其丰富的中
药材资源。据调查，陇南地区中药材资源约有２４１０
种，其中植物类１９６０种，动物类３４５种，药用矿物
类３９种，其他类 ６６种，种类之多，居甘肃省首
位［１］。该区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某

些药材的适宜产区。陇南地区中药材栽培历史悠久，

已有１０００多年栽培历史，素有 “千年药乡、天然药

库”之称，是甘肃省以及西北地区主要的药材生产

基地，生产的大宗道地中药材 “米仓红芪、文县纹

党、宕昌当归、铨水大黄”因品质优良而享誉国

内外［２３］。

近年来，随着人们保健意识逐渐增强，国家对

中医药事业的重视，中药材种植产业得到快速发

展，陇南地区中药材种植面积也在不断增加。据统

计，２０１１年陇南市中药材种植面积为６１４万ｈｍ２，
２０１３年已增至６５３万 ｈｍ２。陇南地区中药材生产
经营企业虽多，但因没有适合中药材生产经营企

业快速发展的商业模式，致使该地区中药材生产

经营企业发展缓慢，未能带动陇南区中药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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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健康发展，使得陇南区中药材种植品种结构

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健全，供销渠道不畅，市场

不健全，中药材信息服务滞后等，从而严重阻碍

了陇南地区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所以探索构建适

合陇南地区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指

导陇南地区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已刻不容缓。本

文试图通过对陇南地区中药材产销现状分析研

究，从而初步探索构建适合该地区中药材生产经

营企业和中药材发展的商业模式，为陇南地区中

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论依

据和基础，并为今后陇南地区中药材产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１　商业模式的概念及特征

１１商业模式的概念

商业模式，也叫商务模式，是一个新兴的研究

领域。最初出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９０年代中后期，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企业的兴起而受到人们的广

泛关注［４５］。目前，学术界对商业模式的概念定义，

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解释。当下主要有以下几种

观点：Ｍａｋａｄｏｋ等人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价值创造
方式［６］；南开大学王伟毅博士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系

列假设［７］；以 Ｍａｈａｄｅｖａｎ为代表性的人认为商业模
式是一个系统［８］；王波、彭亚利以及 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ａｐｐａ
等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企业盈利模式［９］；魏炜、朱

武祥认为，商业模式的本质就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

结构［１０］。Ｒａｐｐａ［１１］认为商业模式最基本的意义就是
做生意的方法。ＺｏｔｔＣ等人认为商业模式是一个能
够决定厂商跨边界互动的内容、管理和建设的动态

系统［１２］。而李政勇［１３］把商业模式定义为一种能整

合企业运行的各要素，形成完整、高效、具有独特

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并为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

同时使系统达成持续盈利目的的整体解决方案。

１２商业模式的内容

目前关于商业模式的内容与商业模式的概念一

样，同样存在着争议。根据商业模式内容要素是否

具体可分，主要有如下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是：

ＦＰｅｔｅｒ，Ｄｒｕｃｋｅｒ和 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等认为商业模式是一
种抽象的理念，没有明确内容的，没有必要对其具

体内容进行描述，是一种 “战略思想”［１４］。第二类

观点：商业模式有具体的内容要素，但具体内容的

要素是什么，目前依然观点不同，没有定论。如：

Ａｐｐｌｅｇａｔｅ基于 Ｉ／Ｏ原理，指出商业模式包括概念、
能力和价值三个要素。Ｗｅｉｌｌ等认为一个完成的商业
模式应当包括消费者、顾客、联盟、供应商、产品、

信息和现金流等六个要素。ＭａｒｔｉｎＲｅｅｖｅｓ等认为，
商业模式囊括了价值定位和业务模式两个基本部分。

Ｈａｍｅｌ则将商顾客界面、核心战略、战略资源和价
值网络是构成商业模式的四大要素。Ｌｅｅ则认为商
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成本、收入、价值创造战略

等三种模型［１５］。

２　陇南地区中药材产销现状

近年来，随着引种等科学栽培技术的应用，陇

南地区种植的中药材种类不断增加，目前种植品种

已达２８０多种［１６］。其中产量较大的大宗药材有柴

胡、天麻、板蓝根、桔梗、半夏、牛蒡子、猪苓、

山茱萸、杜仲等４０余种。据统计，目前年采挖量已
超过１１７万吨。陇南地区目前拥有中药材初加工企
业３０多家，年加工能力 ９２５２吨，加工比例为
１４５％，年加工产值１３７亿元，年创利税１４３８万
元［１７］。而且，陇南地区现以加工企业为首，以药材

经营大户为主的多元化营销网络已初步形成。但因

区内药材种植经营主要以个体农户为单位，其栽培

技术、田间管理缺乏统一的指导，农户依照传统农

业习惯不科学地使用化肥、农药等，并缺乏科学规

范的检测技术和平台，导致部分药材有害物质含量

超标现象严重，使产品内在质量不稳定［１８］。由于陇

南地区中药材企业实力总体相对较差，大多加工企

业依然以初加工为主，产业链短，副产值较低。且

因产业组织化程度比较低，使得分散从事药材种植

的农户虽然处在中药材销售流通过程中的起点，但

却很少与采购方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签订购

销合同，不利于中药材销售流通的稳定发展。

总之，目前陇南地区中药材总产量虽然相对较

大，但比较分散，难于有效整合；中药材加工企业

发展的整体水平依然较低，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加强

生产加工能力。陇南地区中药材销售，仍呈现出市

场发育程度低、秩序混乱、管理不规范；市场供求

信息渠道不健全；市场预警机制不完善；中药材流

通的配套设施落后；中药材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低等

现状。

３　陇南地区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

目前，对商业模式的探讨，很多学者的观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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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谈到了商业模式与价值的联系。孟博［１４］认为企业

的商业模式活动，就是企业在不断的价值活动循环

中，为实现自身价值提升，所采用的一系列不同的

运作方法和形式。王继永［１９］也提到商业模式是企业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创造价值从而赚钱的系统。本文

在参照他人对商业模式做出的界定基础上，通过借

鉴其他市县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相关商业模式，

并依据陇南地区中药材产销现状、生态环境、经济

基础和中药材历史文化基础等地区特色，再结合中

药材产业和企业的双重特点，将从通过构建包括资

产模式、研发模式、种植模式、产品模式、销售模

式、用户模式、市场模式七个部分来初步建立陇南

地区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

３１资产模式

企业要想长久立足于中药材行业，必须要有雄

厚的资产基础和强大的资金流，作为中药材企业各

方面发展的支持。中药材生产企业所需的厂房设施、

生产原料、生产设备、技术研发、生产加工、品牌

打造、流通销售以及运营管理均离不开强大的资金

支持。这就要求企业清晰资产边界，整合资产优势，

通过推行兼并模式、多元化模式、股权融资模式以

及风投模式等以加强资产模式，保证资金基础，从

而才能更有力的推动中药材企业各方面快速发展，

进而实现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

３２研发模式

企业的研发是企业的筋骨，是企业提升市场竞

争力的有力保障。目前国内企业的研发模式主要有

自主研发模式、委托研发模式和合作研发模式。结

合陇南地区大环境，该地区中药材企业可以加大企

业研发人员引进，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研发实力；加

强与省内中医药高校、农业技术部门以及相关中药

研发与质量控制部门的合作以及中药材企业之间的

合作，或者委托中医药高校以及上述相关部门，以

增强企业的科研实力和研发水平。

结合陇南地区中药材发展现状，中药材企业应

将研发主方向放在中药材种植栽培技术和中药材生

产加工技术两个方面。种植栽培方面，要加强优质

种子和种苗的选育和繁育。生产加工方面要推进中

药材加工精细化，和中药制剂的研究开发。研发出

先进的中药材种植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能；开发

出优良的中药材相关产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进而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３３种植模式

中药材种植是中药材生产的基础，而调整种植

模式，把控中药材种植环节是中药材源头质量优良

的保证。目前陇南地区中药材种植管理多以农户为

单位，没有统一的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方法，因而

药材种植种类繁杂，产量浮动不定，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提供品质优良、产量稳定的中药材，不利于陇

南地区中药材健康快速发展。笔者认为，目前陇南

地区中药材的种植，要调整原有的种植模式，依据

全区不同地域气候、地貌特点，先全面进行中药区

划，然后由政府统一规划，再由企业主导并与地方

中药材合作社和药农合作，严格按照 ＧＡＰ要求，共
同建立统一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中药材生产基地，

从源头上保证中药材的质量，为企业进一步加工生

产提供原料保证，并为后续产品开发和市场竞争提

供基础。

３４产品模式

中药材生产企业最基本的产品形式就是中药种

子、种苗和中药材。种子、种苗必须要符合行业内

相关标准，中药材的质量必须要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规定的质量标准，这只是将中药种子、

种苗和中药材作为产品的最低要求，为了实现优质

优价，企业内部必须制定更高更严格的质量标准，

产品最好符合更高等级的商品规格等级标准。要建

立独特的商业模式，须充分挖掘所生产中药材的独

特特点，利用独特的自然环境，精选优质种源、应

用独特的生产技术，生产出质量优良的中药材产品

满足特定的客户。同时，还需借鉴工业品生产的先

进经验，引入生产质量、批次、成本和供应量管理

的方法，实现中药材生产的商品化。建立产品质量

追溯体系，确保中药材产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

寻，从而弥补药材质量信息不对称的缺陷。利用品

牌效应，打造企业特色品牌，如打造 “武都米仓

红芪、文县纹党、礼县铨水大黄和西和半夏”等

道地药材。进行有机认证，打造有机中药产品，引

进绿色生产理念，打造绿色中药材等中药材特色品

牌商标。

３５销售模式

目前国内药品的销售模式主要有三类，分别是

ＤＴＣ模式、直控终端模式和分销模式。但中药材和
中药产品有别于药品，所以其销售模式也应与药品

销售模式不尽相同。笔者认为陇南地区中药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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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的销售模式应该根据产品的特点、陇南地

区中药材发展现状和人文环境特色，采取新颖灵活

的销售模式。目前陇南地区中药产品的销售模式除

传统销售模式外，企业应增加以下几种新模式：①
依托地区文化的销售模式：即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

要依托陇南地区各区县特色文化，打造陇南特色中

药材品牌，从而推动中药材销售。如依托陇南１０００
多年栽培历史，素有 “千年药乡、天然药库”之称

的中药文化，打造陇南 “千年药乡”中药材特色品

牌，借助中药文化品牌效应，推动相应中药材产品

销售；借助陇南徽县生产的国内知名品牌金徽酒，

研究生产如 “金徽药酒”等中药材相关产品，推动

陇南地区中药材销售。②依托旅游的销售模式：即
企业可以依托陇南各区县旅游产业，将中药产业与

旅游产业对接，推动中药材的销售。如可以在全区

内各个旅游景点附近开设陇南特色中药产品店进行

销售或者借助 “西和乞巧节”和 “成县西狭文化艺

术节”等旅游文化节日的举办，进行中药材附带销

售。③借助电子商务的销售模式：即企业借助电子
商务平台，通过网上注册开店，销售中药材产品。

除此之外，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还可以通过 “中国

陇南（宕昌）中药材产销对接洽谈会”等平台［２０］，做

好道地中药材展销，中药材种植基地、专业合作社

观摩，道地中药材发展论坛，中药材购销洽谈等一

系列活动［２１］，推动中药材销售。

３６用户模式

用户是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利益交换的最终面

对者。企业在从事中药材生产之前，先要对中药材

的需求市场进行深入和广泛的调研，从而针对所选

择的中药材商品的种类确定用户模式。就中药材而

言其用户大体可分为四类，包括普通消费者、饮片

厂、药材市场和中药制剂企业。每类用户他们需求

点不同，比如饮片厂比较关注药材的外观性状，中

药制剂企业则更加关注产品的有效成分与指标性成

分的含量及其稳定性，普通消费者则比较关注中药

材的质量、品牌、安全性以及药材包装，而中药材

市场则更注重中药材商品的规格等级。这就需要对

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容量进行分析判断，并随时根据

用户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以更加周到的满足不

同目标客户，从而达到获得稳定庞大的用户，控制

成本，增加销量，获取最大盈利的目的。由于用户

的需求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中药材

企业要与时俱进，不断分析区别不同时代下不同客

户的需求，以便更好的找准目标市场，把握行业发

展的主动性。

３７市场模式

中药材市场是中药材生产流通的载体，也是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基础。目前陇南地区中药材市场参

差不齐，比较混乱，市场建构不全，缺乏统一的管

理和规范，对陇南地区中药材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很

大的阻碍，因而规范中药材市场刻不容缓。第一，

企业应参照安徽亳州和甘肃陇西文峰、首阳等中药

材市场，依托政府，多家企业联合，在陇南地区，

依据区域中药材生产特点，建立多个大型的中药材

交易市场，为陇南地区中药材交易流通提供平台。

第二，企业要依托政府，规范中药材市场管理，制

定市场流通中药材质量标准，建立中药材市场准入

制度，筛选优质中药材产品，淘汰质量低劣的中药

材产品，从而提高中药材产品质量。第三，企业要

积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多个如现代中药资源

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中心宕昌站［２２］等多个中药

材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分析中药材市场供求信息，

从而规划指导陇南地区内中药材生产，促进中药材

产业效益。

４　小结

陇南地区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模式可通

过构建包括资产模式、研发模式、种植模式、产品

模式、销售模式、用户模式、市场模式七个部分来

初步建立。目前，该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

该地区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和中药材产业的快速发

展，但仍需随着陇南地区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变化而

及时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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