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销三部监察管理制度 

一、目的  

为了维护公司产品的市场秩序及正常的价格体系，切实保障各方利益，加强公司对市场

的监管力度，特制定本细则。 

二、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营销三部的合作客户及各级代理商。 

三、职责与分工 

1、营销三部

各级人员责

任 

1.1 代理商（含地区代理商及省区代理商）： 

负责辖区内正常销售秩序的维护，对辖区内窜货、价格体系紊乱和违约挂网

等直接向监察审计部举报 

按照本制度第五点要求提供对应举证材料 

1.2 事业部管理人员（省区经理/大区经理/事业部负责人）： 

市场走访过程中发现窜货、价格体系紊乱等直接向监察审计部举报 

按照本制度第五点要求提供对应举证材料 

配合监察审计部对代理商提交的窜货及价格紊乱等举报信息、材料真伪的核

查 

2、监察审计

部 

2.1 负责定期监督市场销售秩序、价格体系执行情况核查 

2.2 负责收集、核查市场举报信息并按《监察管理制度》和相关协议约定进行违

约处罚、出具违约处罚通告 

2.3 负责以月度为单位，在每月 5日前将上月《履约保证金管理台账》（台账需

包括：入职时限、履约保证金具体金额、日常扣罚明细、履约保证金需补交金额

等）提交事业部负责人 

2.4 负责本制度的执行、修改、完善与最终解释 

3、财务部 
3.1 负责监察审计部违约处罚通告中扣款、违约金扣罚的执行及台账的更新； 

3.2 负责监察违约处罚金专账管理。 

四、监察内容和违规行为 

4.1、销售区域和对象界定：营销三部产品只供合作客户和地区代理商在协议约定的辖

区内适格的销售对象范围内销售；销售对象包括：该辖区内的单体药店、诊所、卫生院及中

小型连锁药店等；不允许向流通商业企业或通过互联网线上平台销售，否则为违约违规。 

4.2连锁供货例外，是指公司授权开发的大中型连锁药店在跨区域开设的直营店（含

加盟店）内销售；或大中型连锁总部统采购，并在其连锁系统内统一配送，为连锁供

货，不属于违约违规。 

4.3 窜货的界定：协议期内购进的有效期内合作产品，合作客户及各级代理商以任何形



式向协议约定以外的区域或非适格对象销售的行为。 

4.4 重大窜货，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窜货所获得窜货利润的金额大于保证金的； 

（2）违约低价销售的； 

（3）采取刮涂、隐匿、更改产品有效期、生产批号、生产日期等产品标识的刮号行为； 

（4）向流通商业公司销售的。 

4.5、违约低价销售： 

违约低价销售:合作客户和各级代理商未按公司事业部制订的各级终端供货价格执行,以

低于事业部规定的终端供货价格销售的,为违约低价销售。 

4.6、违约挂网销售： 

合作客户和各级代理商违反协议约定，又未获公司书面授权或超出授权范围，在互联网

线上平台挂网销售的。 

五、举证原则和证据要求： 

根据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按照下表对应终端类别提交举证材料（包括：产品名称、

批号、箱号、数量等）：  

序号 终端类别 证据材料要求 

1 药店 产品实物 1盒+电脑销售小票或发票等； 

2 诊所/社区医疗机构 产品实物 1盒+电脑销售小票或发票或处方单或录像等； 

3 商业公司 

产品实物 1盒+出库单(加红章)或调拨单（加红章）或发票

或录像等； 

4 线上（微信、朋友圈等） 产品实物 1盒+交易截图或购进 ID或小票等； 

六、监察处理流程和界定： 

  6.1、监察审计部以【周】为单位在对应事业部管理群中通报监察处理进展。按照以下流

程与时限推进： 

序

号 
内 容 责任人 

时限 

（工作日） 
备注 

1 违约违规举报 
代理商/省

区经理等  
  

所有违约违规行为直接报交“监察审计

部” 

2 货源核实 

监察审计

部 

1 
根据违约违规举报信息查处“违规货物

源头” 

3 获取证据 1-7 

由利益受损方或举报举证人员按照要

求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连同购货凭

证、支付凭证提交监察审计部 

4 调查与核实 3 
根据利益受损方或举证人提供的违约

证据，由监察审计部违约行为进行调查



和核实 

5 违约处理告知函 1 

出具《违约处理告知函》给违约方，3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或未予以回应，

视为接受该处理结果 

6 违约处理公告 1 

形成《违约处理（罚）公告》发事业部

省区微信群并附上对市场净化、监察近

况利好分析说明 

7 违约补偿 3-10 

违约处理（罚）公告后 3个工作日内各

方未提出异议，视为各方接受处理结

果，按规定给予利益受损方或举报举证

人补偿 

6.2发现违约违规行为后，拟进行获取证据而收购货时，必须经过监察审计部确认，得到

同意收购货的指令才能正式收购货，否则监察审计部有权不予受理。 

6.3 利益受损方或举报举证人未能提供有效实物证据时，由监察审计专员或事业部大

区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实地调查核实和获取违约违规证据（拍照或录像）。 

6.4 凡窜货数量≥2 件或 2 个不同批号，或者属于重大窜货行为，由监察审计部安排

监察审计人员实地查处。 

6.5按正常程序查处的违约违规行为，根据举证数量按每个编码一盒（瓶）即视为 1件界

定窜货数量；同一个箱号，根据不同数量对窜货方进行违约处罚，同时扣减窜货方的销量

（一个箱号的窜货扣除一件的销量），该处罚对同一箱号在同一区域（省）最多处罚 1 次，

全国范围最多处罚 2次（补偿同理）。 

6.6各级代理商不得随意向其他区域借货或换货，否则视为窜货。若擅自向已与公司停止

合作的代理商供货，当重大窜货进行重罚，情节严重者取消合作。 

七、违约处理和处罚标准： 

7.1 各产品一个箱号的窜货处罚与补偿标准： 

按照正常程序收回的窜货，将按被窜方回收窜货的产品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现金或者货物

补偿（注：以货物进行补偿的货值按现金补偿金额的 1.2 倍计算），现金补偿标准详见下表： 

窜货产品 

对窜货方

的处罚违

约金额 

被窜货方补偿【常规窜货】 窜货监察基

金 
备注 

补偿 微信朋友圈窜货补偿 

苦木注射液 5000元 2500元 500 2500元 重大窜货，按常规

窜货处罚标准的

2-3 倍处罚对应代

理商 

珠贝定喘丸 3000元 1500元 300 1500元 

其他品种 1000元 500元 100 500元 



注：窜货责任人已取消合作关系 2个月以上或其履约保证金已全部扣除且用于补偿的，对

新被窜货方非刮号苦木注射液按 1500元/件补偿，刮号按 500元/件补偿。 

7.2同一个客户协议周期内首次窜货≤2件，除了违约金处罚以外，扣除当月 50%奖励（返

点）并进行全国通报，且加收 2000-10000 元的履约保证金（根据产品性质由监察审计部视

实际情况进行追加）。 

7.3 同一个客户协议周期内窜货数量＞2 件或再次窜货、出现刮号窜货等重大窜货行为，

一经确认处以窜货人二至三倍履约保证金的违约处罚，并取消合作资格。 

7.4事业部管理人员连带处罚标准： 

省区所辖地区代理商 
省经理 

（违约处罚总额） 

大区经理 

（违约处罚总额） 

事业部负责人 

（违约处罚总

额） 

常规窜货 5% 1% 0.5% 

重大窜货（刮号）        10% 2% 1.0% 

注：事业部各级管理人员刻意隐瞒、压制窜货举报行为，按照上表“重大窜货（刮号）”处罚标准的 5-10

倍处罚，情节严重者作辞退处理，并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最终权力； 

7.5辖区代理商出现窜货，辖区的省区经理、大区经理、事业部负责人均有管理不到位的

责任，涉及窜货部分的提成，若跨区窜货则需扣回对应的省区经理、大区经理（窜货若跨出

本省，则扣回窜货省份省区经理的提成；窜货若跨大区，则扣回窜货大区的大区经理的提成）

窜货部分已发的提成，由监察审计部出函对应层级人员执行。 

7.6单纯的违约低价销售处罚标准：代理商辖区内零售价格低于事业部制订的最低零售

价，一经发现，由监察审计部按 500 元/次进行违约处罚代理商，并责令其在规定的时

间内恢复到事业部价格体系。 

7.7 单纯在违约挂网销售的处罚：按照本制度第七点“违约处理和处罚标准”中的相

关规定，视挂网销售影响选择对应的处罚标准。 

7.8获取证据中产生的收货费用（含运费）由违约方承担，所有窜货均不得私下处理。 

7.9监察审计部对窜货责任人下发窜货处理公告，窜货方收到公司窜货处理公告 5个工作

日内必须将违约金汇到公司指定账户。超过期限未将违约金汇至公司指定账户，公司将停止

对窜货责任方发货并暂扣其所有履约保证金，超过 10 个工作日仍未把罚款汇至公司指定账

户的，公司有权直接从窜货方履约保证金【注：履约保证金不足时需要按照《履约保证金管

理制度》中相关条款予以补齐】、奖励（返点）和货款中扣除；同时有权终止与窜货方的合



作，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八、利益受损补偿及分配： 

  8.1 违约处罚金额按下表进行分配 

违约处罚金额 利益受损方补偿占比 监察管理基金占比 

违约处罚总额 100% 50% 50% 

8.2 对多次举报被窜货的地区，而本地区销售业绩又不佳（长期完不成省区任务）或者

对于任职三个月以上、销售、回款业绩很不理想（原则上月销售回款达不到 2 万元以

上）、而又多次举报被窜货的地区，监察审计部视情况可以对此类地区的利益受损方的补

偿有权决定予以下调或不予补偿。 

8.3 窜货方离职而造成收货举证费用和利益受损补偿金额不足的，即违约方履约保证金不

足以支付收货举证费用与利益受损补偿时，不足部分由监察管理基金拨付。 

九、本制度实施期间，若各级客户有以下情况的，公司不负责处理： 

9.1 被窜货后，不积极举报或私下解决的； 

9.2 未经公司同意，私自回收窜货的； 

9.3 未按协议规定交足责任履约金的； 

9.4 未提供有效收货凭证的。 

十、对恶意诬陷行为的处罚： 

提供虚假证据或无中生有捏造歪曲事实故意诬陷未违约违规方的，为恶意诬陷行

为，其全部履约保证金作为赔付违约金，情节严重者没收所有费用并取消合作；对于

举报举证存在不实或部分夸大的情形，不属于恶意诬陷行为。 

十一、公司根据营销三部的市场发展状况，必要时修正本制度，本制度解释权属监察

审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