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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中药材市场走势分析报告
宁晓玲，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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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２０１７年国内中药材市场整体运行情况的回顾，分析全国中药材综合２００指数整体下跌的现
象。２０１７年药材端综合指数的滑落，虽然释放了部分市场风险，可种植热依然没有停，中药材价格的 “谷底”

正向我们走来。２０１８年中药材市场因素、需求结构、行业格局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迎变优化才能促进行业更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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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综合指数滑落，价格虚热减退

１１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下滑明显

中药材价格综合 ２００指数 ２０１７年开盘点位
２７５３９４点，１２月３１日收盘点位２３５０８０点，下降
２２３１２点，同比下降８６７％。当前点位未跌破２０１６
年起涨点，整体仍高于去年平均水平（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７年综合２００指数走势对比

通过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１１年的走势图可
以看出，２０１７年的点位处于近年价格波动箱体的中
部，仍未找到阶段性支撑点（见图２）。

图２　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１１年走势图

１２综合品种跌价近半，下滑通道再次打开

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构成品种中，涨跌平
品种占比同２０１４年数据类同（见图３）。

图３　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构成品种近年涨跌平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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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趋势同２０１４年契合
度极高，２０１８年指数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见
图４）。

图４　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契合度

１３行情变盘：全品种变价幅度降低，市场趋于理
性（见图５）

图５　监测品种变价幅度分布

　　２０１７年，变价幅度１０％内的品种增加了４个百
分点，变价幅度大于５０％的品种减少了５个百分点，
市场更加理性。

１４跌价品种月度占比近三年最高（见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跌价品种月度占比

１５综合 ２００指数构成品种权重前 ２０品种以跌价
为主

　　品种权重排名前２０的品种，是对指数走动具有
举足轻重作用的蓝筹品种，该２０个品种在２０１７年
１４个品种跌价，只有５个品种涨价（见图７）。

图７　２０１７与２０１６年指数振幅对比

１６指数振幅变小活跃降低，仅野生品种指数小幅
上行

　　２０１７年综合２００指数振幅为１００９％，远低于
２０１６年高达２３３８％的振幅，反映出市场活跃度降
低，市场虚热渐退（见图８）。

图８　２０１７与２０１６年指数振幅对比

从各分类指数涨跌看，家种、野生和进口价格

指数中，仅有野生指数有所上升，家种和进口价格

指数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见图９）。

图９　家种１００指数２０１７年走动

１７家种指数直下，无力阻拦

中药材家种１００指数２０１７年开盘点位２５２８０５
点，１２月３１日收盘点位２１９６０４点，下降３３２０１
点，环比下降达１３１４％，指数一路而下，一点阻力
都没有遇到（见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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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６年家种指数走势

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７年家种价格指数走势，两线于９
月在２３００点处交叉时间，下半年产新集中开启季与
传统药市旺季开启重叠，截然不同的走势，反映出

２０１７年产出量大，进一步映射市场信心低迷。

１８地方积极性高，政策遍地开花

中药材种植热向全国扩散，地方政府种植引导

积极性高涨。

１９行情变盘：粮药比仍有差距，种药还是优选

土地确权面积的不断扩大，土地更具有流动性

和规模性，流转种植更就有操作性。同时，以玉米

为代表的粮食价格下跌，种植者为了寻求收益最大

化，转向中药材种植（见图１１）。

图１１　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

２　整体预期不佳，野生资源显优

２１行情变盘：野生指数整体上升

中药材野生 ９９指数 ２０１７年开盘点位 ２９８１８
点，１２月 ３１日收盘点位 ３０９９２点，上涨 １１７４
点，环比上涨３９３％（见图１２）。
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７年野生价格指数走势对比（见图

１３），２０１６年的上升急促而稳健，２０１７年虽整体上
升，但未突破一个箱体，整体平缓。２０１７年野生指
数９月后出现蛇尾，受大盘拖累信心相关，同时部
分野生变家种品种后出现的价格急速下滑也成为重

要影响，如：白及。

图１２　野生９９指数２０１７年走动

图１３　野生９９指数走动对比

２２野生守住向上大势，一枝独秀

图１４　家种野生产量增长对比

２３流通环节调查普感生意难做

市场信息挖掘结果显示：认为走动快的信息所

占比例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３２％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５１％；
认为走动慢的信息所占比例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５８％增加
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６３％，流通商普遍感受生意难做。

２４行情变盘：流通商对市场信心不足

市场信息挖掘结果显示：２０１７年的市场流通商
家对后市行情看跌的占比最大，达到３３％。综合来
看，流通商预期中看跌和观望者占比超过６０％，流
通商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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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流通环节走动快慢主观感受

图１６　行情预期挖掘

３　内需结构调整，出口增加明显

３１中药材出口大幅增加，一带一路是关键增长极
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已公开数据，

在２０１７年１１１月，我国出口中药材１９８１万吨，同
比增长１０１１％。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
“一带一路”国家，其正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有

巨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成为了我国中药材出口的

关键增长极。

３２药食两用中药材品种需求增长快

随着人们治未病、大健康和保健理念的不断加

强，２０１７年药食两用中药材品种需求增加明显。

图１７　药食两用与非药食两用中药材品种需求增长对比

３３中药饮片发展成绩亮眼

２０１７年，医药工业各细分领域市场表现上，中
药饮片加工的成绩相当亮眼，其是医药工业细分领

域中增速排名第一。

图１８　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３４配方颗粒市场规模再度突破

中药配方颗粒因 “消费者使用方便、享受中药

饮片加成政策等优势，近年其市场规模的平均增速

３０％。２０１７年，虽然中药配方颗粒受制于生产企业
数量和医保尚未全覆盖等因素，但市场规模仍然再

度突破，市场规模接近１５０亿元。

３５中药注射液市场受阻明显

２０１７年，某企业清热解毒明星注射液被召回的
事件，再度使中药注射液成为舆情热点。中药注射

液近年在重点城市的销售增速显示，绝大部分出现

了增速放缓的情况。而 ２０１７年公布的新版医保目
录，更对中药注射液使用进行了限制。

４　政策红利释放，资本进驻加码

４１政策密集出台，全方位护航产业

２０１７年１月， 《中医药 “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发布，规划中明确提到充分发挥丝路
基金作用，对中医药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给予支

持，对企业从事中药材的种植、养殖等项目所得，

可按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７年５月， 《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发布，意见中提到：促进

有实力的社会办中医诊所和门诊部（中医馆、国医

堂）等机构做大做强，实现跨省市连锁经营、规模发

展，中药材的应用场景将会扩大。

２０１７年７月， 《中医药法》正式施行，其中第
２１条至第２８条，使中药材种养殖规范、道地评价、
质量监测、存储加工、饮片炮制、流通应用方面实

现了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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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８月， 《关于印发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
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发布，在扶贫行动计
划中，不仅明确讲到支持发展规模适度的中药材种

养大户，还提到推动以药食两用中药材为主要原料

的健康类产品的产业化开发生产。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药经典名方复方制剂简化注
册审批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发布，征求意见稿

讲到：符合要求的经典名方制剂申报生产，可仅提

供药学及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免报药效研究及

临床试验资料。这将有利于加快经典名方制剂作为

成药的上市节奏，增加中药材的应用产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修
订稿）》发布，在上一版中只是进行原则上约定的

中药材采收与初加工，在新一版中对采收期、采收

方法、干燥方法、鲜中药材保鲜方法等均进行了明

确的细致要求。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重
点任务分工》的通知发布，“中医养老”成为亮点，

通知中明确讲到：鼓励新建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

的护理院、疗养院，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以老年

病、慢性病防治为主的中医诊室，可以看出中药材

应用场景的扩大。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指导意见提出：探索

和推广 “智慧药房”建设，“智慧药房”提供包括中

药饮片、配方颗粒、中药煎煮、膏方制作、药品配

送、用药咨询等药事服务，这将更有利于中药终端消

费和使用增长，进一步提升中药材原料的需求量。

４２产业内投资并购众多，资本锁定中医药全产
业链

　　２０１７年医药产业各领域已披露并购金额中，中
药材及中成药以５４６７８亿元的金额排名医药产业各
领域第一。

４３外部产业巨头紧盯，加紧医疗领域布局

２０１７年，外部产业巨头同样紧跟产业，不仅有中
国平安宣布斥资１６亿元人民币收购日本龙头药企津
村１０％的股份；碧桂园集团，与同仁堂集团签订健康
养老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同仁堂提供顶级康养服务。

５　管理强飞检频，再促优质优价

５１职能部门重拳出击，行业情况显著改善

近几年，食药监部门对医药领域持续加强监管，

在中药相关企业ＧＭＰ证书收回数量上，２０１７年涉中
药企业证书被回收不仅数量下降，其占比也有所下

降，中药行业质量不断提升改善，其前端中药材质

量同时得以提升。

图１９　近年食药监ＧＭＰ证书收回

５２优质优价效应更强，高低价差进一步拉大

图２０　２０１７年品种高低品质价差

图２１　２０１６年品种高低品质价差

面对不断加码的监管，２０１７年同一品种的高质
量、低质量货源的价差进一步拉大，反映出中药材

优质优价不断强化，高品质货源进一步得到了市场

认可，其市场持续扩大。

６　市场新象频出，产业加速下沉

６１行业以控股产地公司、生产溯源系统等多种形
式向产地下沉

　　随着中药材资源的重要性提升，行业代表企业
都加大了对产地资源的关注和投入。

产地溯源、产地规范化种植、产地规范化加工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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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蓬勃发展，不仅充分发挥了产地资源优势，还有

力推进了中药材生产与流通的标准化、集约化、规

范化，进而促进中药材行业整体的发展升级。

６２冷链配送的持续发展，带来鲜食中药材的热点
新象

　　近几年，我国冷链配送得到了长效的发展，截
至２０１７年，我国冷库总容量已经达到了４７７５万吨，
我国冷藏车总量已经达到了１３４万辆。对中药材行
业而言，鲜食中药材市场日益突出，不仅是电商领

域有众多鲜食中药材推出，大量的鲜食中药材已经

直接进入了超市和菜市，线上线下的购销活跃度足

以说明已经获得广大市民的认可。

６３成本再涨，中药材出国种植不断出现

随着工价、地价、物料等中药材种植投入的上

升，为控制种植成本，国人出国寻低成本区域进行

中药材种植。据红网（靖州站）报道，早在２０１５年
靖州茯苓纯菌丝种首次走出国门落根非洲，在

２０１７年，不仅在马达加斯加大获成功，更被推广
至了南非。

图２２　１００个常规家种中药材种植成本平均增长

７　量变到质变或到临界点

２０１７年，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的中医药事业，政
策护航覆盖到各方面；领域内的投资并购大戏加码

上演；监管部门探照灯下的市场，正在良性发展的

大道上调整脚步；内部的需求结构性正在不断优化，

外部的需求增长不断拓深拓宽；产业环节的下沉更

是行业不断夯实地基的表现。

但药材端综合指数的滑落，虽然释放了部分市

场风险，可种植热依然没有停，中药材价格的 “谷

底”正向我们走来。数据呈现的内容，行业的您是

否感同身受？抑或是有更多独立的思考与解读？但

行业的我们都有共同的感受：中药材行业的 “变

革”正向我们走来。市场因素、需求结构、行业格

局都或发生巨大的变化。

７１市场因素将 “再定义”

中药材种植成本的内涵将被 “重新定义”：种

植户不计算自有土地价值、自身人工价值、机会成

本等的中药材种植成本计算方式已不是主流方式；

中药材库存内涵将被 “重新定义”：中药材库存的

库容量在生产端、流通端 （传统贸易端、电商贸易

端）、需求端发生了变化，各端的库存动机和基础今

非昔比，生产端库存意愿显著强化，需求端库存意

愿不仅受到价格预期影响，质量因子的权重不断上

升，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

７２需求结构将 “再整合”

品质消费已明显上升，高品质中药材消费将进

一步被刺激；需保健人群基数扩展，药食两用品种

空间再增；应用场景扩大带来中药饮片需求的进一

步增长，以中药材为原料的中成药及中药注射液市场

份额的或将受限；中药配方颗粒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或将增加，一方面中药配方颗粒省级试点企业会在

２０１８年争夺配方颗粒市场，另一方面不同省份对中药
配方颗粒的报销态度会给其市场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７３行业格局将 “再变化”

优质优价的质量格局将 “再变化”，优质精品

中药材的价格支撑将更加稳固，甚至会有规避大行

情风险的情况发生；中药材产业的竞争格局将会

“再变化”，中药材的 “富贵药”特性会更明显，饮

片、配方颗粒、中成药等以中药材为原料的应用级

产品的互相争夺及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中药材 “水

库”的库容变化，在新一轮调整中， “水库”安全

水位线将会上升，蓄水调节能力会再提高。

用广阔的视角迎接２０１８年中药材价格高下滑概
率，迎接２０１８年整体供大于求的基本面，迎接精品
好药材的更高溢价……，拥抱行业的变化不断优化

调整，即使痛苦也要坚持前行，经过变革阵痛的洗

礼才能良性发展，行业更健康是从业者之责任、行

业之担当、人民健康之幸事。

·９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