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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上半年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出口贸易分析
李得运，于志斌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我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出口贸易总额为６３亿美元，与２０１６年同期相比增长
１０９％，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出口走势风格迥异：进口均价大幅上涨、出口均价大幅下跌；进口数量同比基本持
平，出口数量同比大幅增加；进口金额同比大幅增长，出口金额同比增长缓慢。另外，我国与 “一带一路”地区中

药材及中药饮片贸易业绩靓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中药国际化重要目标市场。

注：本文数据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根据海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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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 《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中医药法》和 《中医药 “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等中医药行业顶层文件的出台与
实施，我国中医药产业迎来难得的发展良机。在中

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出口贸易方面，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
我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出口贸易总额６３亿美元，
与 ２０１６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 “同比”）增加

１０９％，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口和出口走势风格迥
异，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贸

易业绩靓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中药国际化

重要目标市场。

１　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口情况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我国共进口中药材及中药饮
片２０万吨，同比略降２４％；平均进口单价５４美

元／ｋｇ，同比上涨４８６％；进口金额１１亿美元，同
比上涨４５０％。

１１主要进口品种

１６月份，我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口前十大品
种（以金额计）为鹿茸，西洋参，乳香、没药及血

竭，番红花，人参，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

皮，龙眼，甘草，黄草及枫斗（石斛），红豆杉皮、

枝叶。前十大品种进口金额占比９０３％，进口数量
占比７６％。

前十大品种中，有四个品种为贵细药材———鹿

茸、西洋参、番红花、人参，这四个品种进口数量

和进口金额同比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进口数量

占比为４８％，进口金额占比高达６１７％，拉动１６
月份进口总额同比增长４５０％。

从价格上看，前十大品种中，有七个品种的进

口价格同比下滑，包括：西洋参，乳香、没药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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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番红花，龙眼，甘草，黄草及枫斗（石斛），红

豆杉皮、枝叶；仅有三个品种价格同比上涨，包括：

鹿茸，人参，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其

中，鹿茸进口均价同比涨幅高达２２４８％，进口额同

比涨幅达３０２８％，仅鹿茸一个品种进口额占比高达
２３０％。鹿茸进口价格和金额的大幅上涨推动 １６
月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平均进口价格的大幅上涨（见

表１和图１）。

表１　１６月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口前十大品种（以金额计）

序号 商品名称
进口数量／
吨

进口数量

同比（％）
进口数量

占比（％）
进口价格

美元／ｋｇ
进口价格

同比（％）
进口额

万美元

进口额

占比（％）
进口额

同比（％）

１ 鹿茸 ４４０７ ２４０ ２２ ５７３ ２２４８ ２５２５０ ２３０ ３０２８

２ 西洋参 ５０８５ ５７１ ２５ ４５９ －３４ ２３３５５ ２１２ ５１８

３ 乳香、没药及血蝎 ９９５１ ９６４ ４９ １０９ －４４５ １０８３６ ９９ ９０

４ 番红花 ６０ ５５８３ ００３ １８０３２ －３６ １０７５４ ９８ ５３４８０

５ 人参 ２４８ ２３１８ ０１ ３４２５ ３６ ８４９８ ７７ ２４３８

６ 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 １０７７９ －２９０ ５３ ５６ １４ ６０７０ ５５ －２８１

７ 龙眼 ３５４２８ －７１９ １７５ １６ －１５２ ５７７５ ５３ －７６２

８ 甘草 ５９９６６ －４００ ２９５ ０９ －１１９ ５０９７ ４６ －４７２

９ 黄草及枫斗（石斛） ２４４１２ ８３３ １２０ １０ －２４０ ２３２５ ２１ ３９３

１０ 红豆杉皮、枝叶 ３９４５ －４２４ １９ ３５ －４０５ １３７９ １３ －６５７

合计 １５４２８１ ７６０ ９９３４０ ９０３

图１　１６月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口前十大品种（以金额计）

１２主要进口货源地
在全球各大洲中，无论从数量还是金额来看，

亚洲多年来稳居我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口最大货

源地。１６月份，我国从亚洲进口中药材及中药饮片
数量占全球进口总数量的７１８％，进口金额占全球
饮片进口总额的４２２％，从亚洲进口的主要品种为

番红花，乳香、没药及血竭，人参和甘草等。

大洋洲的新西兰目前为我国进口鹿茸的唯一货

源地，由于１６月份鹿茸进口金额激增，新西兰一
跃成为上半年我国最大的进口货源国，大洋洲近十

年来首次晋升为我国进口货源第二大洲（见表２和表
３、图２和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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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６月份我国进口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货源地分布情况
序号 地区 进口数量占比（％） 进口金额占比（％） 主要品种（以金额计）

１ 亚洲　　 ７１８ ４２２ 番红花，人参，乳香、没药及血竭

２ 大洋洲　 ６４ ２４３ 鹿茸，其他动物类药材

３ 北美洲　 ６２ ２２８ 西洋参，其他动物类药材

４ 非洲　　 １２１ ７４ 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乳香、没药及血竭

５ 欧洲　　 ３３ ２３ 红豆杉皮、枝叶，其他动物药材，菊花

６ 拉丁美洲 ０２ １０ 其他植物药材，鱼藤根、除虫菊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图２　１６月份我国进口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货源地分布情况

表３　１６月份我国进口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十大货源国（以金额计）
序号 国家 进口数量占比％ 进口金额占比％ 主要进口品种

１ 新西兰 ２６ ２２８ 鹿茸

２ 加拿大 ５９ １６２ 西洋参

３ 伊朗 ００３ ９８ 番红花，阿魏

４ 印度尼西亚 ３０ ７５ 乳香、没药及血竭，其他动物药材

５ 韩国 ０３ ７３ 人参

６ 泰国 ２８５ ７１ 龙眼，黄草及枫斗（石斛）

７ 美国 ０４ ６６ 西洋参

８ 加纳 ３５ ３５ 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

９ 哈萨克斯坦 １７３ ３３ 甘草，苁蓉

１０ 印度 ４６ ２４ 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

图３　１６月份我国进口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十大货源国（以金额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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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出口情况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我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出口
逆转了 ２０１６年价增量减的走势，转为价减量增。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平均出口单价５０
美元／ｋｇ，同比下跌 ２９９％；出口数量 １０６万吨，
同比增加 ５０７％；出口金额 ５２亿美元，同比增
长５７％。

２１主要出口品种及出口市场

我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出口品种以药食两用或

者滋补类品种为主，前十大出口品种（以金额计）为

人参、枸杞、肉桂、红枣、茯苓、当归、半夏、西

洋参、党参、黄芪，占１６月份出口金额的４３１％
（见表４和图４）。

这十大品种中，仅有肉桂和当归两个品种出口

价格同比有小幅增长，其余８个品种出口价格均有
不同程度下跌。其中，出口金额最高品种人参的出

口价格同比跌幅达３４０％，权重品种价格涨少跌多，
拉低了１６月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平均出口价格。

这十大品种中，有６个品种出口额出现不同程
度下跌，人参是领跌品种，出口额同比跌幅达

４４４％，仅有 ４个品种（肉桂、当归、茯苓、西洋
参）出口额增加，肉桂是领涨品种，出口额同比增幅

达４２％。

表４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出口十大品种（以金额计）

序号 商品名称 出口数量／吨 出口数量同比

（％）
出口数量占比

（％）
出口价格

美元／ｋｇ
出口价格同比

（％）
出口额

万美元

出口额同比

（％）
出口额占比

（％）

１ 人参　 ９８２４ －１５８ ０９ ５００ －３４０ ４９１５９ －４４４ ９４

２ 枸杞　 ６０５１７ －１ ５７ ８１ －９４ ４９００５ －１０３ ９４

３ 肉桂　 ２０６１０１ ４６ １９５ １９ ３２ ３８４３１ ４２ ７３

４ 红枣　 ４９６８０ －１２２ ４７ ３４ －２９ １６６６１ －１４６ ３２

５ 茯苓　 ３１１５６ ３１４ ２９ ４８ －１４９ １４８５ １１８ ２８

６ 当归　 １４１７６ ３７ １３ ８６ ８２ １２１８１ １２２ ２３

７ 半夏　 １４４７６ ５０５ １４ ８２ －４４４ １１８４２ －１６４ ２３

８ 西洋参 ３４７５ １８１ ０３ ３３４ －１５１ １１６０８ ０３ ２２

９ 党参　 １６７２７ －６１ １６ ６７ －２１５ １１１３２ －２６４ ２１

１０ 黄芪　 １７９３６ －２４ １７ ６ －１５３ １０８３３ －１７４ ２１

合计　 ４２４０６８ ４００ ４３１

图４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出口十大品种（以金额计）

　　１６月份，我国中药材及中药饮片主要出口地为中
国香港、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美

国、印度、德国、荷兰，对这１０个地区的出口数量占
比７５７％，出口金额占比８３９％（见表５和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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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中药材十大出口地（以金额计）
序号 市场 出口金额占比（％） 出口数量占比（％） 主要出口品种

１ 中国香港 ２４２ ２６５ 人参，枸杞，党参

２ 日本 ２０７ １１８ 人参，茯苓，半夏

３ 韩国 ９６ １０６ 鹿茸，黄芪，白术

４ 越南 ７７ ３８ 半夏，黄连，枸杞

５ 中国台湾 ６１ ４３ 人参，枸杞，红枣

６ 马来西亚 ４３ ３９ 菊花，红枣，枸杞

７ 美国 ３９ ３６ 枸杞，西洋参，红枣

８ 印度 ２８ ７２ 罂粟籽，肉桂

９ 德国 ２５ ２０ 人参，枸杞，小茴香、杜松果

１０ 荷兰 ２１ ２２ 枸杞，小茴香、杜松果，枸杞

合计 ８３９ ７５７

图５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份中药材十大出口地（以金额计）

３　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药材贸易增长强劲

１６月份，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药

材及中药饮片进出口总数量为４７万吨，同比增长

８８５％，占上半年我国对全球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进
出口数量的３７０％；进出口总额１６亿美元，同比
增长７６９％，占我国上半年对全球中药材及饮片贸
易额的２５５％。

图６　 “一带一路”地区在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贸易中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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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进口量稳价升

１６月份，我国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

中药材及中药饮片１４万吨，同比略降３０％，占上
半年我国进口总量的７１３％；平均进口单价２６美
元／ｋｇ，同比上涨２５２％，主要是由于高单价品种番
红花进口金额同比大幅增加，占上半年进口总额的

２８５％，拉高了上半年平均进口单价；上半年进口
额３７７３７万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５％，占上半年我国
药材及饮片进口总额的２３７％。

主要进口品种（按金额计）有番红花，乳香、没

药及血竭，龙眼，甘草，黄草及枫斗（石斛），加纳

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等。

３２出口量增价减

１６月份，我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中

药材及饮片３２万吨，同比增加２２７１％，占上半年
我国出口总量的３０４％；平均出口单价３９美元／ｋｇ，
同比下降３７２％，主要是由于肉桂、罂粟籽、红
枣等低单价品种出口额权重升高，党参、人参等

高单价品种出口额权重降低，导致平均出口价格

降低。

出口的主要品种有（按金额计）有肉桂、枸杞、

罂粟籽、菊花、红枣、当归、党参、黄芪、人参、

山药等。

４　未来走势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新常态下，经济

发展速度虽然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但在世

界经济体中仍然是最高增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中医药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医药法》的实施、“健

康中国”建设等为中医药健康产业提供了发展良机，

国内市场需求强劲，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的

能力增强，进口药材是对国内资源的有效补充，稀

缺性进口药材价格可能持续走高。在出口方面，国

际市场对药食两用或者滋补类药材的需求强劲，由

于受国内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短期内中药材及

中药饮片出口可能仍将延续量增价减走势。

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和 《中医药 “一带一

路”发展规划》的逐步推进，我国与带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次交流将

更加密切和频繁，中医药在 “一带一路”地区的认

可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一带一路”地区有望成为

我国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核心地区，并将

辐射带动全球市场。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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