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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两票制”等一系列医药流通制度的不断实施，我国医药流通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制

度变革。医药流通企业是药品流通的载体，是连接药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医药流通制度的影响。以资源依赖理论为指导，论述了应用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中国医药流通企业

行为的适用性，使用调查问卷获取数据，揭示了流通制度的变更对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影响，

并确定了流通制度变革下企业关键性应对行为。最后针对关键行为，分别从加快实施医药流通企

业的并购与重组策略、转变医药流通企业经营模式、医药流通企业的物流战略实施策略等方面提出

了流通制度变更情况下中国医药流通企业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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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票制”作为近年来医疗行业的热门词之一，

一直备受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的关注。“两票制”即

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

机构开一次发票，其意义就是砍去中间环节的代理

商，减少药品流通的环节，最大限度降低药品的流通

成本，降低药品的价格，同时禁止商业贿赂、虚开发

票等违法的行为，净化市场竞争秩序，创造公平公正

的竞争环境［１］。

回顾我国近三十年来医药流通产业的发展轨

迹，经历了供求关系从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经济形

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等阶段［２］。药品流通

的变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１９８４年，国有专营

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国医药公司及旗下的五个一级

药品采购供应站（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天津），按

行政区划逐级调拨药品，对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有绝

对控制权。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共四级批发

模式，虽然保障了药品的有序供应，但是流通速度

慢、成本高、效率低，导致药品批发价格高。医药流

通行业没有竞争，缺乏活力。

第二个阶段是１９８５—１９９９年，部分开放的市场

经济模式。国家启动流通体制改革，打破了国家专

营的局面，把医药商业推向市场，废除了统购统销、

按级调拨的规定。开办低门槛导致新的医药批发企

业大量出现，国有企业仍是药品流通的主渠道，集体

制企业也开始大显身手。此时的医药流通通常需要

４～６ 个环节，速度慢，成本高，药品价格居高

不下［３］。

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开放竞争的市场

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政府启用新管

理模式，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来调整控制

药品的生产。药品流通渠道上，取消三级调配制度，

对民营资本逐步开放，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开始慢慢

进入流通领域，原有的医药流通体制受到强烈的冲

击［４］。药品开始逐步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

第四个阶段是２００４年后，逐步规范的药品流通

模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流通企业实行强制

性的认证制度，对药品的采购、销售、仓储各环节实

行严格的管理，引导医药流通企业规范化经营。

所谓资源依赖，是指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

标，就是要想办法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给组织的依

赖程度，并寻求一个能够将这些供应组织之间关键资

源稳稳掌握的方法，更多的是一种观察组织间关系的

视角和概念系统［５］。在我国医药流通企业中资源依

赖现象尤为明显，我国医药流通行业企业众多，且同

质化竞争严重，整体盈利能力偏弱，综合毛利率处于

较低水平［６］。因此，研究在医药资源高度集中的情况

下，我国医药流通制度的发展及变更对医药流通企业

行为的影响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本文在深入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设计了流通制度变革背景下中国医药流通企业

行为的调查问卷，对中国医药流通制度变革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医药流通制度变革对医药物流

企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论，

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初步掌握了各因

素对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影响，然后从这些要素出

发，对流通制度的变更对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

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中国医药物流企业顺

应当前流通制度的具体策略。

１　资源依赖理论在中国医药流通企业

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医药流通企业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履行某种

功能的组织，如果中国医药流通企业想要获得外界

的支持和存在的合法地位，就必须重视来自环境的

种种因素的影响，同时随之做出内部的调整［７］。资

源依赖理论可以就中国医药流通企业生存环境如何

影响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提供系统的解释。

资源依赖理论在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研究

方法上，具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１）确定中国医药流通企业的开放性。资源依

赖理论认为，所有开放的系统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影

响。外部环境的影响不是环境中的因素单独地对大

学施加，这种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函数［８］。

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本身也在和环境发生着互

动，这种互动可以用亨利·埃兹科维茨的“Ｈ 螺旋

模式”来解释，资源依赖理论能动态地跟踪中国医药

流通企业在这一模式下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和

诉求。

（２）分析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发展的原因。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一旦丧失生存发展的关键

资源，将寻求新的资源。医药流通制度变更对企业

行为带来了新的要求，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转变就

是寻求资源的新模式，目的就是争取新的、更加具有

竞争力的关键资源［９］。

（３）厘清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对自身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环境中关键资源的变化会直接

引起组织的动荡［１０］。随着医药流通制度的变更，传

统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也需要发生变化，同时内

部资源分配也随之改变。资源依赖理论的另一面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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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承认在寻求其他途径争取资源的过程中，组织会

吸纳关键资源提供者的特点。

（４）论证中国医药流通企业一些行为的转变是

合理的和必然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只要将组织

外部力量的影响加以参照，那么内部成员的行为是

可以理解的。在此，医药流通的外部力量就是政府

和政策。由于资源依赖理论承认组织生存的关键取

决于其获得资源和维持资源的能力［１１］，那么组织生

存首要的、长期的就是自主权或独立性的取得，同时

消除对资源提供者的过度依赖以保持自身持续的稳

定和均衡［１２］。

２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指导，在充分考虑组织

与环境、组织与资源、组织内部结构的基础上，针对

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设计调查问卷。问卷设计遵

循合理性、一般性、逻辑性、明确性、非诱导性等原

则。本研究将问卷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

样本社会特征统计，包括被调查者的公司名称、公司

的部门或职位、企业所在省市、类别、规模、类型、经

营业务、公司的药品主营品种等１１个问题。第二部

分包括医药流通制度变更对企业的影响，其中１２～

２７问项为中国医药流通制度变更变量。第三部分

包括企业行为变更变量，其中２８～５９问项为企业行

为变更变量，具体问题见表１与表２。在测量尺度

选择上，最终问卷采用了Ｌｉｋｅｒｔ七点量表法，将受

访者的态度分为“几乎没有影响”“影响不显著”“有

轻微的影响”“有影响”“有一定的影响”“有加大的影

响”“有重大影响”，一共七个选项。

表１　医药流通制度变更对企业的影响问项表

问项

Ｑ１２．贵企业两票制的实施程度？

Ｑ１３．贵企业对流通环节减少（例如缩减流通环节开票次数）的支持程度如何？

Ｑ１４．医药流通制度的变化（例如开票次数的减少）对下面的生产企业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是（　）

Ｑ１５．医药流通制度的变化（例如开票次数的减少）对下面的医疗机构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是（　）

Ｑ１６．医药流通制度的变化（例如开票次数的减少）对下面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是（　）

Ｑ１７．医药流通制度的变化（例如开票次数的减少）对下面的中小型医药流通企业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是（　）

Ｑ１８．减少流通环节后，贵公司财务报表的改善程度是（　）

Ｑ１９．减少流通环节，对贵企业降低渠道成本的作用是（　）

Ｑ２０．减少流通环节，对贵企业的获利情况的有利影响程度是（　）

Ｑ２１．减少流通环节，会对贵公司的库存水平的有利影响程度是（　）

Ｑ２２．减少流通环节对医药环境的有利影响程度是（　）

Ｑ２３．您认为药品流通环节减少会导致药品流通格局将会发生调整吗？

Ｑ２４．您认为药品流通环节减少会导致采用代理模式的药企的营销组织结构改变吗？

Ｑ２５．您认为药品流通环节减少会导致区域总代理的身份面临改变吗？

Ｑ２６．您认为药品流通环节减少会导致企业销售队伍发生变化，对医药行业从事人员的就业问题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医药销售人员的就业

情况吗？

Ｑ２７．您认为药品流通环节减少会导致净化流通环节，能更好地规范企业行为，特别是能控制医药流通企业的流通次数，整顿行业吗？

　　本问卷自２０１８年４月正式发布在问卷星网站

上，以线上问卷的形式向医药物流企业员工进行投

放，共收到有效问卷１２８份。对１２８份问卷调查结

果进行信度分析，信度系数值为０．９４７，大于０．９，说

明研究数据信度很高。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

均高于０．４，说明研究项信息可以被有效提取。另

外，ＫＭＯ值为０．８４２，大于０．６，意味着数据具有效

度。另外，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６９．４４７％（＞

５０％），意味着研究项的信息量可以被有效提取出

来。最后，因子（维度）和研究项对应关系与预期相

符，说明问卷具有效度。结果表明，问卷采集的数据

符合预期，具有效度，能够保证后续相关研究结果的

有效性。

对于问卷获得的数据，问项１２～２７共计１６道

表征中国流通制度变革对企业影响的题目，其平均

值的平均值为４．８４７５，而问项２８～５９共计３２道表

征企业应对中国流通制度变革行为的题目，其平均

值的平均值为４．４７１８７５，二者均大于４。这表明企

业明显感到了中国流通制度变革对企业带来的种种

影响，并且企业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上述影响，但

企业的应对力度尚不及流通制度变革对企业带来的

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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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医药流通制度变更对企业的影响问项表

问项

Ｑ２８．针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不会采取战略变化的可能性是（　）

Ｑ２９．针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会做出相应调整或转型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０．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并购小型流通企业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１．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转化为物流公司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２．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自建仓库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３．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改变药品种类（剥离医院渠道销售产品，保留ＯＴＣ药品分销）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４．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自营自建销售团队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５．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被淘汰出局或转行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６．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增加电商医药流通渠道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７．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争取被大型流通企业并购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８．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以企业的产品力和学术优势作为核心竞争力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可能性是（　）

Ｑ３９．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申请更多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可能性是（　）

Ｑ４０．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另辟蹊径，拓展大健康领域的可能性是（　）

Ｑ４１．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收购上游工厂的可能性是（　）

Ｑ４２．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成为上市企业，扩充资金池的可能性是（　）

Ｑ４３．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申请更多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可能性是（　）

Ｑ４４．随着代理商格局的演变，贵企业认为原有掌控终端的大规模一级代理商（如国药、上药和九州通）成为生产企业的合作伙伴的可能性是？

Ｑ４５．随着代理商格局的演变，贵企业认为原有的二三级代理商升级为一级代理商、成为生产企业的合作伙伴的可能性是（　）

Ｑ４６．随着代理商格局的演变，贵企业认为原有的二三级代理商升级为一级代理商的可能性是（　）

Ｑ４７．随着代理商格局的演变，贵企业认为原二三级代理商为某些特定医院提供托管服务、承担医院的库存风险（被医院指定的代理商）的可能

性是（　）

Ｑ４８．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实施资产重组的必要性是（　）

Ｑ４９．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通过经营范围的调整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０．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通过经营特定细分市场实施客户差异化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１．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从配送业务到营销服务的转变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２．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从配送业务到药事服务的转变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３．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放弃配送业务、推进业务转型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４．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组建医院配送战略联盟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５．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组建药店的批发联盟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６．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组建校企合作战略联盟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７．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全面提高客户物流服务水平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８．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开拓创新物流业务领域的必要性是（　）

Ｑ５９．面对流通环节的减少，贵企业认为实现引进物流设备、提升物流现代化水平的必要性是（　）

３　流通制度变更与中国医药流通企业

行为的关系分析

３．１　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１２８份问卷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令问项１２～２７共１６题作为Ｙ项，问项２８～５９

共３２题作为Ｘ项，研究流通制度变更与中国医药

流通企业行为的相关性，研究问项１２～２７分别和问

项２８～５９共３２项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且将相关系数

大于０．４００作为高度相关标准。受篇幅所限，在此

不一一列出相关系数结果。相关系数的比较结果显

示：在中国医药流程制度变革的背景下，企业会做出

相应调整或转型的可能性较高，倾向于实施资产重

组；同时，企业也倾向于实现从配送业务到营销服务

的转变、全面提高客户物流服务水平并将积极开拓创

新物流业务领域。流通制度的变革使得企业倾向于

申请更多药品经营许可证，组建医院配送战略联盟，

自建仓库，直接影响企业将原有的二三级代理商升级

为一级代理商的可能性，倾向于组建药店的批发联

盟，倾向于全面提高物流水平，将原有的二三级代理

商升级为一级代理商。减少流通环节对医药环境的

有利影响程度越高，企业承担医院库存风险的能力越

强，同时与原有掌控终端的大规模代理商合作的主动

性越强，并且增强了申请更多药品经营许可证、实现

从配送业务到营销服务的转变、推进业务转型、成为

上市企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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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回归分析

采用回归分析可以从逆向揭示流通制度变更与

医药流通企业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以问项

１２～２７共１６题作为自变量，以问项２８～５９共３２

题分别作为因变量，研究其相互之间的回归关系，并

对能够通过检验，即表明其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影响

关系的结果分析如下，具体见表３。

表３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显著关系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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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中国医药流通企业行为的主成分分析

由于在问卷中，体现医药流通企业应对流通制

度变更行为的指标有３２个，指标数量相对较多，且

有些指标相互之间存在重叠与交叉，所以本文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中国医药流通企业的主要行为

特征．本文选取１２８份问卷中表征企业行为特征的

问项２８～５９，提取出相应的数据信息，并采用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主成分分

析，相关矩阵表明各项指标之间具有强相关性。根

据成分系数矩阵对各问项系数按主成分求和，并按

其和的大小进行排序，得到表４。从表４中可以看

出，针对中国医药流通制度的变革，企业认可的有效

的相关应对行为，其排名越靠前，表明当前企业越认

可该种应对行为。

表４　各问项排序结果表

排序 问项 系数和

１ Ｚｓｃｏｒｅ（Ｑ２８） ３．６４４

２ Ｚｓｃｏｒｅ（Ｑ３７） ３．４４９

３ Ｚｓｃｏｒｅ（Ｑ３５） ２．６８４

４ Ｚｓｃｏｒｅ（Ｑ３３） ２．２６６

５ Ｚｓｃｏｒｅ（Ｑ５６） ２．０２４

６ Ｚｓｃｏｒｅ（Ｑ３１） １．９０７

７ Ｚｓｃｏｒｅ（Ｑ５３） １．７０７

８ Ｚｓｃｏｒｅ（Ｑ４５） １．５５８

９ Ｚｓｃｏｒｅ（Ｑ４６） １．５４５

１０ Ｚｓｃｏｒｅ（Ｑ３６） １．５１４

３．４　流通制度变革下企业关键性应对行为的确定

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分别从制

度变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和企业应对制度变更的主

要方式进行了分析，分别对其问项２８～５９变量在问

项１２～２７环境下的相关性、有效性、主要性等不同

角度、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

析和主成分分析三种视角下，问项２８～５９变量中具

有关键性的要素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不同维度下的关键变量

关键变量

相关性分析
Ｑ３８、Ｑ３０、Ｑ３７、Ｑ３６、Ｑ４２、Ｑ４３、Ｑ４１、Ｑ５６、Ｑ５４、

Ｑ５７、Ｑ５９

回归分析
Ｑ３８、Ｑ３２、Ｑ３３、Ｑ３７、Ｑ４５、Ｑ４６、Ｑ４２、Ｑ４３、Ｑ４４、

Ｑ５９、Ｑ５６、Ｑ５７

主成分分析
Ｑ２８、Ｑ３７、Ｑ３５、Ｑ３３、Ｑ５６、Ｑ３１、Ｑ５３、Ｑ４５、

Ｑ４６、Ｑ３６

从表５可知，为了应对医药流通制度变更带来

的冲击与调整，流通企业认可的企业应对行为主要

集中于下列几个领域：

（１）实施医药流通企业的并购与重组策略，主要

包括Ｑ４１、Ｑ４２、Ｑ３７等；

（２）实施医药流通企业的差异化策略，主要包括

Ｑ３８、Ｑ４０、Ｑ５０等；

（３）转变医药流通企业经营模式策略，主要包括

Ｑ３６、Ｑ３３、Ｑ２８等；

（３）实施医药企业战略联盟，主要包括 Ｑ５４、

Ｑ５６等；

（５）实施医药流通企业的物流战略，主要包括

Ｑ５７、Ｑ３１、Ｑ５９等。

以此，本文将从上述５个方面提出流通制度变

更情况下中国医药流通企业发展策略。

４　流通制度变更情况下中国医药流通

企业发展策略

４．１　实施医药流通企业并购与重组

医药流通企业间的并购与重组是实现行业集约

化快捷有效的途径。目前我国药品流通行业的集中

度不高，并购重组是医药流通企业在将来的企业发

展中可采用的策略之一［１３］。国内外大型医药流通

企业巨头，可以通过并购现有的医药流通企业，迅速

进入医药流通市场，而现有的地区性医药流通企业，

也可以采用跨地区的并购活动迅速扩大企业经营规

模，提升市场覆盖能力。

除并购外，还可以采取资产重组策略。根据重

组对象的不同，资产重组大致可分为对企业资产的

重组、对企业负债的重组和对企业股权的重组。企

业资产的重组，包括收购兼并、股权转让、资产剥离、

资产置换、资产出售、资产租赁或托管、资产受赠等。

企业负债的重组主要指债务重组。企业股权重组，

则是股份制企业的股东（投资者）或股东持有的股份

发生变更，主要包括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两种形式，

它是企业重组的一种重要类型，是现实经济生活中

最经常发生的重组事项［１４。

４．２　实施医药流通企业的差异化

由于医药流通企业的业务模块如药品配送、批

发、调拨等十分相似，业务流程也基本相同，并无明

显的服务差异，导致医药流通企业的竞争同质

化［１５］。经营水平及服务水平的同质化，将导致客户

的忠诚度难以维护，特别是在药品批发业务的竞争

中医药流通企业通常使用降价手段来争夺市场份

额，这样很难提升经营利润。因此，医药流通企业在

经营活动中的差异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医药流通企业自身而言，可以根据实际的

经营情况及企业的发展目标，调整经营范围。涉足

技类特殊细分领域的经营业务要非常慎重，而在该

细分专业领域有较强实力的企业则可重点发展该领

域，实现经营范围的差异化。医药流通企业销售的

客户类型有医院、药店、诊所。医院是最重要的客户

类别之一。医院也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医药流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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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对市场进行细分，并根据不同细分市场客户的

特点，采用差异化的经营策略。

４．３　转变医药流通企业经营模式

实现从配送业务到营销服务的转变。医药流通

企业不再是单纯的药品购进、仓储、批发、配送，结合

新兴的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技术，衍生出来的供应

链管理及医院药事服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需

要适时调整企业的经营模式。通过在线电子商务平

台，上游供应商可以实时查阅供应产品的各项数据，

为药品的库存及销售管理提供了便利，可实现药品

补货、入库、结算等业务流程的协同运作［１６，还可以

提供药品实时库存、实时销售流向、销售预测等数据

分析服务。医药流通企业要为药品生产企业不断创

造增值服务，如医药流通企业协助生产企业并配合

其销售人员进行市场的开发，提升市场覆盖率与占

有率，定期组织各类产品推介会为生产企业提供新

产品的营销推广服务［１７］，与生产企业联合策划药品

的学术活动以提升销售业绩，为生产企业的产品进

行零售市场的价格维护等营销服务，还要为生产企

业提供空白市场、客户流失等商务智能分析，帮助上

游客户及时调整市场策略。

实现从配送业务到药事服务的转变。在医药流

通领域，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创建了药品的增值服务

营销模式，实现了从药品供应模式向为患者提供服

务模式的转型。随着新医改后医疗机构改革的不断

深入，为了避免医院及医生多开处方的逐利行为，将

来公立医院实行“医药分离”切断药品的利益链很可

能成为现实，福建省己经对部分公立医院的药品要

求实行“零差价”［１８］。一旦医药分业，医药流通企业

在生产企业和医院终端之间发挥的药品配置作用的

业务价值将不断提升。因此，医药流通企业要积极

借鉴先进的药事服务管理理念及方法，积极拓展医

院的药事服务领域，包括药房托管业务、现代医药物

流服务等。

４．４　实施医药企业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具有创造规模经济、实现企业优势互

补、快速有效占领新市场等优势。在选择联盟对象

的时候，企业要十分清楚候选企业的战略目标，同时

还应该调查候选企业的合作经验，除此之外还要考

察潜在候选企业是否也具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发

展的潜力。组建医药流通行业的战略联盟可以从组

建业务合作联盟和校企合作联盟入手［１９］。

４．５　实施医药流通企业物流战略

全面提高客户服务水平。供应商管理是供应链

环境下客户关系管理的一种双赢管理机制。完善供

应商奖励化制，优化供应商评价方式方法，构建信息

共享、交流、共赢合作机制；提供个性化终端服务，维

护下游终端客户，对忠诚跟随企业发展的老客户必

须给予政策上的奖励；感情维护，建立客户档案，向

客户提供个性化和针对性服务；向客户提供更有价

值的服务，让客户获得更多的利益，
!

强其忠诚度。

开拓创新业务领域。一方面，拓展加盟连锁业

务，建立一站式的配送。以“服务创品牌，创品牌服

务”的品牌服务规范，通过优质的服务和一站式配送

以及不收取加盟金和管理费等方式，为公司在客户

中赢得良好的口碑，并以此为导向吸引众多新老客

户加盟。另一方面，抓好产品和服务质量，开展诚信

经营和服务，推进品牌建设和品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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