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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91_E8_8D_AF_E6_c23_238056.htm 近日，一系列关于

农村药柜的报道见诸于报端，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鼓励大型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和在乡镇尝试药

品零售的企业开设农村药柜。消息一出，勾起了记者对当年

报道的回忆。 2005年6月，为了解农村药柜开设和经营的情况

，记者前往药柜铺设较为密集的云南省进行实地采访。在云

南鸿翔药业旗下的一心堂连锁药店，记者看到该企业在第三

终端售药的工具是“汽车药房”，装载着各种常用药品的汽

车在乡村之间流动。虽然经营汽车药房明显是亏损的，但为

了输出品牌，不放弃这块市场，一心堂一直坚持着。即便操

作“汽车药房”很辛苦，他们也不愿意选择看上去更辛苦的

药柜。 另一方面，却有一些企业对经营农村药柜情有独钟。

当时，记者跟随一心堂的“汽车药房”经过云南省安宁、宜

良县的许多乡村，看到的农村药柜几乎都挂着云南东峻药业

的牌子，换言之，当时东峻药业对农村药柜比较重视。 2005

年以来，为深入推进农村“两网”建设，全国各地陆续在偏

远农村开设药柜。然而两年过去了，在日渐活跃的低端药品

市场被高度关注的当下，农村药柜却逐渐被冷落。 现状：不

太乐观 两年前还是云南鸿翔药业门店管理部副经理的郭春丽

，现已成为该企业昆明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在她升迁的两

年时间里，农村药柜的经营也发生了一些曲折。“你上次来

云南采访的时候，我们没有做药柜，但你走后不久我们就尝

试了一下，不过很快又停止了，至今，我们还是没有考虑到



农村开设药柜。”郭春丽表示。记者进一步追问浅尝辄止的

原因，郭春丽不愿多谈，只提到“配送量少”和“需派专人

管理”这两大要素。 不难推测，“配送量少”意味着利润低

，而“需派专人管理”表示成本高，大概就是这双重因素使

得药柜经营难以为继。郭春丽告诉记者，虽然没有做药柜，

但鸿翔在第三终端市场开了不少药店，面积都在60～80平方

米。不管是药柜还是药店，只因经营面积的大小不同而产生

叫法上的不同，除了在品种数量、配送次数和销售额等量上

的不同之外，并没有太多质的变化。郭春丽透露说，目前他

们开设的药店同样是亏损的，“因为农村消费力低，客单价

常常只有二三元，保健品根本卖不出去。由于路途遥远，配

送成本高居不下。”从该企业一系列做法的转变看来，企业

迫于药柜面积小、品种少而带来的经营压力，不得不中止了

这一形式，至于扩大面积和增加品种是否可行，仍在考虑之

中。 当然，在农村药柜操作上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的企业

之一还是曾把药柜数量发展到2500多个的云南东峻药业。当

记者拨通东峻药业副总经理杨琨的手机并希望了解药柜经营

的现状时，杨琨表示：“情况并不乐观。”他告诉记者

，2005年的中后期是药柜发展的高峰期，那时药柜数量达

到2500多个，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他们撤掉了一批又一

批。 “首先是2006年，云南省实行新农合招投标，在没有中

标的地方我们失去了准入资格，不得不撤消了部分药柜；其

次，由于药柜分布广，运输距离远，配送成本高，几百元的

药品经常要送到2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管理成本高，经营压

力很大。鉴于此，我们就把那些经营额只有1000～2000元/月

的药柜撤掉了。”杨琨告诉记者。如今，东峻药业还保留了



大约1000个规模相对大一些的药柜，虽然这些药柜的经营压

力相对被砍掉的那些药柜要小，但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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