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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正面临原材料成本攀升、劳动力成本增长以及市场需求频

繁变动等多重严峻挑战。传统的成本控制方法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因此，探索有效的成

本控制策略，以保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了现代制造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企业

应将关注点转向整个价值链，深入研究价值链下的公司生产、研发及销售等各阶段的成本控制，同时，

还需对企业纵向价值链中的供应商与客户，以及横向价值链上的竞争对手进行全面分析。将这些因素综

合纳入企业成本控制的研究范畴，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识别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并通过实施战略成本

管理，实现成本优化，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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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global competi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facing multiple se-
vere challenges such as rising raw material costs, rising labor costs and frequent changes i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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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The traditional cost control method can no longer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modern 
enterprises. Therefore, exploring effective cost control strategies to maintain market competitive-
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hat manufacturing en-
terprises must solve.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the entire value chain, in-depth study of the cost 
contro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and other stages of the value chai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in the 
vertical value chain of the enterprise, as well as competitors in the horizontal value chain. Inte-
grating these factors into the research scope of enterprise cost control will help enterprises to 
identify the key links of cost control more accurately, and realize effective cost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value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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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制造业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传统成本控制方法已

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发展需求，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方式对成本控制提出更高要求。企业需在全球供应链

中实施有效成本控制策略，应对汇率波动、贸易壁垒等外部影响，制造业企业应当结成行业同盟以降低

生产成本，同时加强制造业价值链成本管理，从而提升企业绩效[1]。现在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成为全球

共识，制造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时，还需考虑环境成本，实现绿色成本控制，在循环经济中降低成本。

市场变化促使消费者行为转变，对产品质量、个性化和交付速度要求提高，企业需通过价值链敏捷化和

定制化满足需求，同时控制成本，保持国际竞争优势[2]。 
在工业 4.0 和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探讨的重点转向了数字化手段如何优化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国

内外的学者们建议，企业应采纳信息技术系统和数据解析工具，以收集、解析及预估成本数据，据此采

取针对性的成本控制策略，并实现对成本变动的即时监控[3]。同时，研究亦强调，在价值链层面实施成

本控制，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潜能，驱动企业的全面数字化进程[4]。 
医药制造业作为消费者关注重点及民生关键行业，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高速发展。数字化转型推动

医药行业飞速发展，新冠疫情加速了医疗改革，政府加大数字医疗建设投入，出台多项政策，如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和“4 + 7”带量采购政策，这些政策都为医药企业发展带来便利。企业需不断优化企业内部

结构，以适应这些变化，保持竞争优势[5]。 
云南白药集团作为中医药行业领先者，面临制药成本上升和新产品研发难度增加的挑战。为保持竞

争优势和扩大市场，云南白药需整合中医药资源，结合数字化转型，运用新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多元化

产品，并从价值链角度实施成本控制，探索未来发展路径。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价值链成本控制角度探讨企业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不再局限于单一生产成

本控制，而是着眼价值链全过程，以完善企业决策，提升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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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结合价值链与成本会计理论，前期框架已难以满足当前企业需求。本文通过分析云南白药集团的价

值链成本控制，以案例形式展示其应对策略，借鉴现有理论，完善其成本控制方法，旨在推动价值链成

本控制理论的自主创新与进步。研究深化了价值链成本控制理论的创新方向，丰富了研究方法与内容，

为中国医药制造业提供借鉴。 
(2) 现实意义 
面对全球化竞争和多重挑战，制造业企业需有效成本控制以保持竞争力。通过深入分析云南白药价

值链，研究其成本控制策略，解释核心要素，判断不同环节的成本控制方法，提高资源利用率。本文针

对性解决企业成本控制问题，助力国内外双循环发展。针对部分企业成本核算体系简单、成本控制缺陷

问题，分析云南白药价值链成本控制，提供实用性建议，完善成本控制管理，提升科学竞争优势，促进

国家医药制造业发展。 

2. 云南白药公司成本现状 

2.1. 公司简介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于 1902 年，1911 年正式成立，1993 年改制上市，成为云南首家上

市公司。公司业务涵盖化学原料药、制剂、中成药及中药材，拥有云南白药散剂等国家一级保护品种。

历经发展，云南白药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形成药品、大健康、医药商业、医疗器械四大板块，特别是在大

健康领域，成为领军企业之一，推出元情、采之汲等新品。在中药资源上，公司构建了以三七为主导的

全产业链及“数字三七产业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数字化管理和全程溯源。医药商业方面，全资子公司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承担政府医药储备任务，确保药品稳定供应。从云南白药公开披露的财报中可以看

出，在 2023 年，公司营业收入约 391.11 亿元，同比增长 7.19%；净利润约 40.94 亿元，同比增长 36.41%。 

2.2. 成本控制现状 

云南白药公司，作为国内中成药制品行业的佼佼者，其成本控制策略堪称典范。在生产制造领域，

公司始终将成本控制作为核心目标，确保在实现生产和利润目标的同时，将成本维持在合理水平。为此，

云南白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 
在财务成本管理方面，云南白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实施汇联易项目等举措，实现了全流程

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6]。同时，公司还利用 ERP 系统对成本进行实时监控、统计和

分析，为管理层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每年年初，公司都会根据前一年的成本消耗数据和企业发展情

况，制定生产任务指标，并将控制指标下放到各个部门，确保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 
在生产方面，云南白药积极引进智能制造设备和技术，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管理，提高了产

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与此同时，公司还通过优化供应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

立初加工工厂等措施，降低了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在气雾剂生产线和牙膏智能工厂方面，公司进行了智

能化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自动化程度，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 
云南白药创建了全面的成本指标体系，包括总成本降低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财务指标，原料利用

率、设备综合效率等非财务指标。同时，公司也设立了分层级的监督考核架构，以公司高层为主导，制

定年度成本战略规划，并对各部门成本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细化成本考核指标，与基层岗位绩效挂钩，

从而确保成本控制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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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云南白药公司在成本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策略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还提升了

企业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云南白药价值链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 

3.1. 成本核算方式过于传统 

云南白药成本核算沿用传统模式，只考虑直接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未从各个方面反映生产复杂

性。虽已使用 ERP 系统，但成本核算方式为简单相加，未细化生产步骤，缺少物料耗用标准，导致成本

计算失误。同时，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考核偏重成本绩效，部门间信息闭塞，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在这

种情况下，传统核算方式更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成本，导致数据混乱，让企业成本控制方式达不到想要的

成果。 

3.2. 采购成本过高，风险过大 

在云南白药的采购活动中，中药资源事业群提前布局各业务主体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对战略品种的

药材建立储备库存。新冠疫情后，云南白药所需药材价格攀升，尽管公司规模较大，仍面临药材涨价压

力。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重视程度的提升，药品需求增长，为云南白药等中药企业带来机遇与挑战。然而，

药材价格上涨，使得原有储备难以满足生产需求，云南白药公司也需要调整采购策略。中药材价格受市

场需求、种植成本、天气、湿度及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白术、猫爪草等药材价格翻倍，云南白

药所需核心野生药材如麝香、金铁锁等供应紧张，可持续性难题加剧成本压力与风险。同时，采购渠道

单一，依赖少数供应商，如文山地区农民，产出质量与产地、天气等因素制约，会导致供应不稳定，影响

原材料交货情况。 
由下表 1 可知，2020 和 2021 年包装物和其他低值易耗品的成本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同时期各家

药企对包材需求都很大，云南白药的药品产量也在增加，导致此项成本大幅上升。由此可见原材料、包

装物和其他低值易耗品等对云南白药采购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未来云南白药仍需通过各种措施对原材

料、包装物和其他低值易耗品对采购环节的的各种成本加以控制，进而降低成本。 
 
Table 1. Data of raw materials, packaging and other low-value consumable products 
表 1. 原材料、包装物及其他低值易耗品数据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原材料(亿元) 1.34 1.76 2.35 2.27 1.78 

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等(亿元) 0.021 0.050 0.063 0.062 0.065 

原材料和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合计(亿元) 1.36 1.81 2.42 2.34 1.85 

原材料和包材占主营业务成本比重 6.44% 7.65% 9.14% 8.70% 6.43% 

数据来源：云南白药公开财报。 

3.3. 研发投入占比少 

云南白药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不足，研发费用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近年来，其研发费用率虽有增

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与片仔癀、同仁堂、广誉远等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研发投入占比较少会影

响产品创新与市场竞争力，导致产品结构单一、市场边界狭窄，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同时，云南

白药研发效率也有待提高，现在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远低于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要求。研发

流程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如药物分子筛选过程费时且成本高昂，临床试验需大量时间与资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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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加剧了研发资源的浪费，限制了产品创新与升级。 
从云南白药企业财报中来看，2019、2020 年云南白药的研发费用均比较稳定，到了 2021 年激增到

3.31 亿元，而后 2022 和 2023 年研发费用较为稳定，出现了小幅度的减少。从研发费用的增长率来看，

2021 年的增长率最高，达到了 82.99%。次高峰为 2019 年，研发费用的增长率为 55.42%，2022 年以后的

研发费用增长率均较为稳定。2023 年，云南白药的研发费用率为 0.71%，但与同为中医药企业的片仔癀、

同仁堂以及广誉远相比，他们的研发费用率为 2.3%、1.04%、2.41%，远高于云南白药企业。 
长期以来，云南白药在产品研发、生产和营销方面缺乏创新，缺乏标志性产品，导致品牌形象老化。

工业化水平低、剂型落后、产品守旧等问题也让产品易被模仿，导致年轻一代接受程度降低。如果不在

研发上加大投入、提高效率，云南白药将难以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逐渐被时代淘汰。 

3.4. 库存管理不科学 

云南白药在制定采购计划时，常利用供应商优惠政策进行大批量采购，以确保销售连续性，但这容

易导致原材料积压。根据云南白药企业财报中来看，2023 年其库存商品占存货比重为 67.94%。尽管在

2019~2023 年云南白药的库存商品及库存商品占存货比重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与同行相比仍较高。企

业采用不合理的采购计划会增加仓库管理和人工费用，间接提升生产成本。 
云南白药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生产方式，导致云南白药需准确预测市场需求。此过程中，产

品积压难以避免。在库存管理方面，云南白药也未遵循先进先出原则，这些措施都会导致部分原材料长

期积压、腐败，影响整体库存质量。同时，云南白药也缺乏对原材料的分级管理，高价值药材与普通药

材混放，这样会加剧原材料积压问题。这些情况的产生都是由于在云南白药企业内部缺乏科学的监管方

法，各部门分裂管理，导致原材料成本浪费严重、库存积压严重，弱化对产品的管理。在云南白药内部

存货方面，也缺乏健全的存货管理机制，没有根据产品的生产需求设立原材料的储备量，造成企业生产

资料堆压，在原材料缺货之时，需要紧急购买产品，增加企业的机构的采购成本，影响企业生产效率，

最后导致损耗企业资金，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3.5. 销售费用过高 

云南白药公司在分销渠道和市场推广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其分销渠道主要集中在医药网络渠道和大

中型卖场，但随着市场变化和消费者群体扩大，这些渠道已难以满足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客户集中度不

高，导致市场营销方面盲目拓展新客户，忽略长期客户关系的维护，进而增加销售费用。同时，在网络

和大中型卖场中的促销活动缺乏针对性，导致效果不佳和资源浪费。 
从云南白药企业公开财报上来看，2020 年到 2023 年，云南白药企业的销售费用不断上涨，2019 年

的销售费用为 41.56 亿元，2023 年的销售费用为 49.92 亿元，在 2020~2021 年的小幅度下降，其余年份

均为上升趋势。在 2023 年销售费用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在广告方面。为了拓展大健康领域，如云南白

药牙膏、养元青洗护系列和采之汲面膜等产品，云南白药在广告营销推广方面的投入位居行业前列。然

而，这些广告内容普通，缺乏新意，难以吸引年轻人，导致线上平台需要投入大量营销成本。尽管销售

费用增加，但并未给产品带来显著的发展。 
当然，云南白药的产品矩阵十分丰富，涵盖了药品在内的多个领域，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并且从销售数据上来看，仅有少部分产品能够在所属行业占据比较高的市场份额。这样多元化的产品布

局，虽然有助于扩大云南白药的市场份额，但是也需要投入大量的销售费用来支持不同产品的推广。尽

管云南白药是中国著名的重要品牌，品牌的知名度以及忠诚度较高，但在消费升级的今天，消费者对与

产品喜爱度会随着产品的迭代而更新，因此云南白药的多种产品必须花费更多的销售成本来扩大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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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4. 改进措施 

4.1. 优化成本核算体系，扩大信息共享幅度 

云南白药公司需构建科学体系，涵盖先进成本核算、成本控制机构及价值链平台。首先，需改进传

统成本核算，采用作业成本法、标准成本法等方式，不断改进云南白药内部生产流程、采购策略等等，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时需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数据实时采集、自动处理及智能分析等功

能，促进部门间数据共享，与采购、生产、销售、财务等部门紧密合作。其次，设立成本控制机构，负责

成本管理、监督及制度协调，与各部门紧密合作，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司战略实施。最后，成立价值链

联系平台，整合物流、资金链、信息流，提升信息共享，对接上下游供应商，形成战略联盟，提高服务质

量和客户满意度。 

4.2. 优化采购流程，组成战略联盟 

云南白药公司面临原材料采购成本高昂问题，影响营业利润。为稳步增长市场规模，需优化采购流

程，创新策略，降低采购成本。 
第一，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问题，公司可多元化派生产品，建立示范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确保

货源稳定，并与种植户签约，提供技术支持，形成闭环供应链。此外，还可以搭建数字化采购平台，实现

采购数字化、可视化，整合电商资源，降低采购成本，提高效率。 
第二，构建价值链战略联盟，加强与供应商合作，完善管理模式，确保长期稳定供应。多企业合作

共同研发创新，优化产品设计，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降低成本。对供应商产品抽检评价，保持与优质供

应商长期合作，要求质量不佳者升级原材料，同时不断开发新供应商，扩大选择范围。 
第三，采购人员需具备药理学、中药学等知识，确保原材料符合质量标准。定期培训，了解行业趋

势、供应链现状，掌握供应链管理理论，全面考虑采购决策影响。制定新采购流程，明确职责，由监事会

监督采购全流程，力求适应市场，降低风险，提高效率。 

4.3. 加大科研成本投入，加快数字技术升级融合 

云南白药研发投入低于同行，为了应对市场挑战，需要增加研发投入，注重效益增长。药品研发也

需紧跟时代，加大新药投入，关注产品迭代，提升质量，要扩大研发领域，纳入更多新药范围。公司应深

化核药、中药、中药材加工等研究，布局生物药、核药、多肽药领域，提升研发能力。然而，云南白药在

研发中存在部门间联系不足、固步自封等问题。因此，建议加强与科研机构、名校合作，降低研发风险；

同时，促进研发、采购、生产、销售部门信息共享，及时调整研发计划，推出符合市场需求、成本低廉的

产品。需注意，药品研发耗时长、成本高，可能带来巨大利益或经济损失，研发前需全面调研市场，过程

中紧跟时事，确保产品符合需求，降低失败成本。与此同时，企业也需引进高层次人才，提升科研素养，

完善员工福利，增强人才黏性，引入外部专家，提升人才队伍。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

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些措施有助于控制研发成本，增加企业价值，促进长期

发展。 

4.4. 优化库存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率 

云南白药库存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原材料积压、成本上升。云南白药需加强信息化建设，

完善仓库管理，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各环节透明公开。可以采用 ABC 法分类管理存货，严惩违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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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人员专业能力。公司应实施定期的库存盘点，确保所有原材料的数量准确无误，并进行日常的台账

记录。采购部门按照既定计划购入的原材料需实时录入系统，以便追踪和管理。之后，要对所有库存原

材料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对于质量达标、符合使用标准的原材料，应优先安排使用，并在台账中详细

记录其出库情况。而对于那些经多次检测确认无法达到使用标准的原材料，应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以避

免占用库存空间及产生潜在的质量风险。在生产安排上也需要根据当前仓库中原材料的库存量来合理规

划生产批次。最后，要发挥仓库关键作用，积极运用数字化的系统动态管理原材料，提供数据支持，同

时，优化库存结构，加快存货周转速度，降低库存占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率，为企业决策提供有效数

据。 

4.5. 扩大销售渠道，增加品牌竞争力 

云南白药公司多渠道销售成本较高。从线上渠道来看，云南白药可以拓展更多的电商平台。虽然现

在云南白药已经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注册了多家官方旗舰店，但是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更多的电

商平台开设店铺，覆盖更多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时，运用电商平台的大数据

分析功能，精准定位目标消费者，进行个性化推荐和营销。云南白药还可以加强社交媒体的营销。积极

参加各类健康社交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发布健康养生相关的内容，提高自己品牌影响力与用户认知度。

在视频内容方面，可以针对最近市场中出现的热梗进行跟风，蹭流量，这样既可以让视频有流量又可以

降低广告营销费用。当然，也需要关注各种平台之间的差异，针对各个客户群体进行差异化直播，与平

台上的用户建立联系，提高客户黏性。 
从线下角度来看，云南白药可以与各大连锁药店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建立发展联盟，在药店

设立专区，优化产品陈列，提升产品的曝光度和购买便利性，不仅能够增强云南白药与下游企业、客户

之间的关系，为云南白药以及连锁药店带来双向的口碑提升，还能够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友善发展，让双

方在一个健康、透明的市场中实现双赢。云南白药可以在重点城市的商圈开设品牌形象店，打造属于云

南白药的体验专区，吸引顾客进店体验。此外，可以选择开展社区活动、健康讲座等线下活动，邀请老

中医进行坐诊、开方，增强与消费者的互动和联系，提升品牌形象。通过这样的方法提高云南白药产品

以及品牌的竞争力，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云南白药是专注于消费者生活的好品牌，这样就能给企业带来

正面效益，提高品牌的忠诚度。 

5. 结论 

经济全球化助力中医药行业市场拓展、国际合作，但也面临科学验证等挑战。中医药企业竞争加剧，

需强化价值链整合与成本控制。本文基于工业 4.0 背景，探讨中医药行业现状，以云南白药为例，分析其

组织架构与成本控制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针对云南白药价值链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措施包

括：引入智能信息化系统，提升信息准确性，提高多部门协调效率；在采购环节建立供应商评估体系，

优化流程，构建价值链联盟；加大研发投入，科学规划，引进高端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库存管理采

用先进存货系统，优化结构，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拓展多元销售渠道，采用大数据分析精准营销，

减少无效广告，提高效率。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云南白药企业控制成本，提升企业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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