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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是我国民族的瑰宝，近年来，我国对中药国际化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但是中药在出口贸易方面也
面临着不少问题。通过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中药产品出口贸易情况的全面回顾，从贸易增长幅度、产品出口结构、市场
分布、重点市场、重点品种等角度分析我国中药出口贸易的现状和问题，并以欧盟和 “一带一路”为例分析政策法

规的影响，探讨我国中药产品在出口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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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是我国
民族的瑰宝，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重视力度也不断加大，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 “要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

业”［１］。近几年来，国际贸易的整体形势在不断发

生变化，政治经济等各类因素的改变也在不断地对

贸易产生影响，但整体上民众对健康产品的需求在

不断增加，医药产品作为与人类生命健康密切相关

的产品，其产品的准入监管具有其特殊性，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的变化对其贸易产生了尤为深刻的

影响。

通过对我国中药产品出口总体情况分析，并

对欧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进

行分析，探讨其政策法规变化对我国中药产品出

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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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中药产品进出口情况总览

本文所采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医药保

健品进出口商会海关系统。我国出口的中药产

品，按照海关统计分类，包括中成药、提取物、

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和保健品四大类。在出口的四

大类产品中，部分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在一些传统

医药文化较发达，对中医药认可度较高的国家和

地区同国内一样，可以在医疗机构或诊所直接作

为药品进行使用，而更多时候中药材及中药饮片

是同提取物一样作为原料或初加工产品进行再次

加工制造，最后可以制成草药制剂、膳食补充

剂、食品、化妆品等。上述四大类的区分是主要

依据国内产品的作用或销售途径来进行划分，而

在出口时，四大类产品的界限并不等同于国内

的，往往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中成药因一

些法律法规或政策的影响，并不能以药品的形式

在市场流通，仅以膳食补充剂等一些非药品的形

式在市场出现，如出口额较大的一类中成药清凉
油，在我国是作为非处方药流通，而在一些国家

是以化妆品等其他形式流通。

近年来，中药产品的国际贸易形势呈现整体

持续增长稳定、进出口贸易同步增长、出口市场

稳定等几个基本特征，在出口结构中，中药产品

出口逐渐由产业链低端向中端转型，出口主体主

要由外贸型企业向有知识产权的研发生产型企业

转变。

１１中药产品国际贸易整体情况稳定

总体而言，我国的中药贸易额增长显著，２０１６
年较２００９年中药产品进出口总额已经增长了超过
了一倍，进口额和出口额增长也超过了一倍，进口

额和出口额所占贸易额比例没有太大变化，进口额

与出口额的比约为 １∶３，按美元不变价计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中药产品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长率
分别为１３８％和 １３９％（见表 １、图 １）。２０１５年
之前，我国中药产品的贸易额一直处于稳定增长势

态，而在近１～２年，受出口单价下跌、国际需求不
旺等因素影响，贸易额首次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在

２０１６年这一年，进口额增长比较明显，而出口额
有所下降。２０１７年，中药出口金额为 ３６４０亿美
元，同比增长２０７％，略有回升。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我国中药产品进出口贸易统计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进口额／亿美元 ４７３ ５５４ ７１５ ８７３ １０８１０３８１０２５１１７４

出口额／亿美元１３９ １７０８２３３２２４９９ ３１３８３５９２３７７ ３４２６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我国中药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１２中药产品出口市场分布整体稳定

我国中药产品市场相对稳定，进出口的市场没

有太大变化，以中药出口市场举例，２００９年中药产
品出口贸易额排名前２０位的国家和地区同２０１６年
的相比，仅有排名第１９位和第２０位的两个国家出
现了变动，且在各国的排名也相对稳定。中药产品

进口额和出口额比例基本不变，出口的市场还是以

传统市场为主，出口的市场可以按照出口额占比划

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欧洲的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

欧盟十五国中，北美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美国（见图

２）。在中药出口市场中，出口额排名前２０的国家和
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占据了出口总额的近九成。

图２　中药产品出口市场分布

２０１６年，我国中药产品出口至１４１个国家，出
口市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亚洲市场规模最大，其

中亚洲的出口贸易额占据出口总贸易额的１／２以上，
占比５８％，欧洲和北美洲分别占据１７％和１６％，拉
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分别占据 ５％、２％和 ２％。
中药出口贸易额排名前５位的市场分别是美国、日
本、中国香港、韩国和马来西亚（见图 ３）。其中，
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出口贸易额排名前５的市场分别

·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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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马来西亚；

中成药出口前５位的市场是中国香港、美国、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提取物出口排名前５位的市场
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

图３　２０１６年我国中药产品出口贸易的前２０大市场

１３中药产品出口结构和主体发生变化

我国的中药产品结构中，提取物和中药材及中

药饮片为主，中成药和保健品出口额占比很小，其

中，提取物呈现很强的增长趋势，而增长速率最慢

的是贸易壁垒最高的中成药产品（见图４）。

图４　中药产品出口结构特征

据统计，中成药的出口在１９８９年就超过了１亿
美元，占当时中药产品总出口额的２５％，但是在３０
年后，我国中成药产品的出口额为 １６亿多美元，
占比只有１１８％，出口额较大的品种仍然只有清凉
油、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和白药这几种。由于各种

原因，我国中成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依旧偏

弱。我国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仍处于中低端地位，

出口仍以原料药为主，已慢慢由中药材及饮片转向

植物提取物，但是产业链的下游产品严重不足。出

口的中药材及饮片大品种大多分布在功能食品领域，

出口的提取物等不少也是作为功能食品、膳食补充

剂的原料。

在出口主体方面，我国出口中药产品的企业主

要有普通外贸企业、医药健康产品外贸企业和自营

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在１９９５年，我国共有８５９家
出口中成药的企业，其中仅５９家是自营企业，在出
口排名前２０的企业中，只有７家是生产企业。而在
２０１６年，中成药出口企业有６８８家，排名前２０的出
口企业中，全部为生产企业。

１４出口的中药大品种情况

出口额超过１％的品种由２００９年的１０种增长
到２０１６年的 １３种，其中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之间，
２０１３年出口额超过１％的品种数量最多，有１７种。
在中药材及中药饮片领域，甘草和人参是出口额最

大的两类产品，此外枸杞、菊花、茯苓都是药食两

用的中药材及中药饮片［２］。以２０１６年为例，我国
尚没有一个中成药品种的出口额能占据中药产品出

口额的 １％以上，相较于国内医药市场的发展速
度，中成药的国际大品种培育仍旧滞后。出口额排

名前四位的中成药分别是片仔癀、清凉油、安宫牛

黄丸、白药（见表２）。

表２　出口的中药类产品大品种
类别 品种

保健品　 蜂蜡、鲜蜂王浆、蜂花粉

提取物　 甘草提取物、桉叶油、薄荷醇、芸香苷及其衍生物、

桂油、柠檬油、银杏提取物、茴香油、老鹳草油（香

叶油）、香茅油

中成药　 片仔癀、清凉油、安宫牛黄丸、白药

中药材及

饮片　　
人参、枸杞、茯苓、地黄、党参、半夏、川芎、菊花、

白术、当归

２　出口市场中的政策法规影响

中药国际化进程的指标之一就是中药的出口贸

易额，分析我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中药产品出口情况
后，发现科技含量最高的中成药产品的出口贸易额

占比持续下滑，这与各国加强对药品的监管和规范

药品市场有关，中成药产品想要以药品的身份进入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市场，注册是其中至关重

要的一环。而注册中的技术法规的影响至关重要，

相较于美国，欧盟有着长时间的植物药使用历史，

对植物药也是持有开放欢迎的态度，且在药品监管

领域发挥重要影响，下面以欧盟和 “一带一路”为

例，分析技术法规对中药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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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欧盟注册法规变化对中成药贸易的影响

关于草药主要的法律法规文件是四部指令及一

些其他的指南和注册文件，这四部指令分别是：

２００１／８３／ＥＣ指令，２００３／６３／ＥＣ指令，２００４／２７／ＥＣ
指令和２００４／２４／ＥＣ指令。这其中２００４／２４／ＥＣ指令
对欧盟草药注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３］，该指令要

求所有作为药品使用的草药必须经过注册，未经注

册的草药产品不得以药品身份在市场上流通，并给

予了未注册产品７年的过渡期，即截至到２０１１年
４月，过渡期未注册的产品还可以以药品的形式销
售。这部指令的出台对我国中药产品尤其是中成药

产品的出口影响极大，在出口到欧盟的中药品种

中，中成药的出口呈现出很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

是２０１１年之后，未经注册的中成药不允许在欧盟
以医药品的身份销售，致使中成药在欧盟的使用大

大受限［４］。

表３　中药欧盟贸易情况表

年份
中成药出口

额／万美元
中成药出口

额同比／％
中药产品出口

额／万美元
中成药出口

额占比／％

２００９ １１０５４ １７９８８９５ ６１

２０１０ １２５２３８ １３３ ２５０５４４６ ５０

２０１１ １３３１４２ ６３ ４１６５５１３ ３２

２０１２ １０３４９５ －２２３ ３８９５７３８ ２７

２０１３ １１７００２ １３１ ４６２４４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４ １１０１５８ －５８ ５３１３９０４ ２１

２０１５ １０４２９０ －５３ ５５３４６６５ １９

２０１６ ９４０００ －９９ ５５６８０８４ １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
平均增长率

－２３％

２２出口 “一带一路”贸易额增长相对较快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我国中药产品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在波动中呈现快速增长的

趋势，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１５５％，比全球的贸易
额年均增长率高出近两个百分点，尤其是中药产品

的进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２５２％，是中药全球进口
贸易额年均增长率的近两倍（见表４）。“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中药产品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出口额近几年均呈现较高速度的增长，政策的

支持发挥着积极作用。

３　中药产品出口贸易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３１中成药国际注册进展缓慢

作为附加值较高的中成药产品，其在欧美市场

注册上市始终没有重大突破。因为医学理论体系、

传统药物使用习惯、法律法规政策等影响，至今仍

然没有一例中成药在美国以植物药名义上市成功；

进入欧盟的中成药产品也仅仅只有三例，分别是地

奥集团的地奥心血康胶囊、天士力的丹参胶囊和香

雪制药的板蓝根颗粒，此外还有一个凡诺华缓解肌

肉疼痛片（该成分主要是莶草［５］），对于已在欧盟

注册上市的１５７７个传统植物药产品而言［６７］，中成

药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能力十分薄弱。深层次

的原因之一是我国中药的研发投入不足，很多传统

中药产品需要进行二次研发，投入较大，而往往上

市之后短期内的销售难以回本甚至创造利润，企业

积极性不高。

３２中药产品出口更容易受内外部环境影响

中药产品由于其成分多，作用机理复杂，使用

历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国外很多由于药用历史、

医药理论体系等影响，中药走出去也面临不少困境，

马兜铃酸、麻黄等事件使中药在国际的使用受到很

大冲击。

表４　中药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情况表

年份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全球 全球 全球 一带一路出口额 一带一路进口额

出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进出口额／
亿美元

出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占比／％

２００９ ３２８ ０９２ ４１９ １３９０ ４７３ １８６２ ２３６ １９５
２０１０ ３８３ １０９ ４９２ １７０８ ５５４ ２２６３ ２２４ １９６
２０１１ ４４２ １７１ ６１３ ２３３２ ７１５ ３０４７ １９０ ２３８
２０１２ ４８４ ２７６ ７５９ ２４９９ ８７３ ３３７２ １９３ ３１６
２０１３ ６２０ ３８６ １００６ ３１３８ １０８０ ４２１７ １９７ ３５８
２０１４ ８３９ ２９８ １１３７ ３５９２ １０３８ ４６３０ ２３４ ２８７
２０１５ ９４７ ３０１ １２４８ ３７７０ １０２５ ４７９５ ２５１ ２９３
２０１６ ７０５ ４４３ １１４９ ３４２６ １１７４ ４６００ ２０６ ３７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年平均增长率 １１６％ ２５２％ １５５％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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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看，我国的中药产业链由低端向中端发
展，但无论是中药材及中药饮片或是植物提取物，

其产品附加值不高，且受下游成品企业的挤压，在

国际上没有核心竞争力。在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和植

物提取物领域，由于进入市场壁垒不高，行业门槛

较低，企业之间也存在过度竞争，导致有些产品出

口量上升而出口价格大幅下跌，甚至导致了中药资

源的破坏和浪费。

３３国际市场的政策法规研究有待加强

我国的政策环境对中药产品的出口支持力度很

大，具体政策再实施层面还面临一些问题，同国际

接轨中还需要时间。同时，对国际市场的政策法规

研究有待加强，比如欧盟的２００４／２４／ＥＣ指令实施时
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后续中成药乃至中药产

品的出口陷入了一定的困境。

对国际市场的法规标准参与程度也不够，对海

外市场的医药法律研究仍然不够，积极主动地与目

标市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交流合作机

制尤其重要，我国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双边及多

边合作更加紧密，中国方案、中国声音日益凸显，

如何利用ＷＴＯ等规则参与甚至影响国际政策的制定
都值得研究。

４　小结

近年来，中国医药行业已经从快速扩张时代进

入到结构优化时代，这种背景下，中药企业自身需

要主动求变，国际市场的开拓有利于充分整合全球

的创新资源、原料资源、生产资源、渠道资源、信

息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红利。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

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也是国

内外科技发展的趋势。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影

响力扩大，为中医药的国际化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同时，中医药的国际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为增进人类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载体。

当今人们注重回归绿色自然，“一带一路”、“南南

合作”、“大欧亚联盟”等国际交流合作给中医药文

化的输出带来了便利。中药的国际化可谓机遇与挑

战并存，针对上述分析，对中药产品的出口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４１中药产品的供给侧改革

国内外的需求使得中药需要提升再研究再创新

的能力，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中药的标准化建

设，建立我国中药出口质量保障体系，实施中药产

品的供给侧改革从而提高中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也

是势在必行。

如在质量标准部分，加快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

甚至传统医药的质量控制体系，加强中药材规范种

植、标准化生产，可以优先选择一批常用常见、出

口量大、在国际有一定市场的中药品种结合国内外

现况进行深入研究，使部分中药在国际市场中站稳

脚跟，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经验，努力推行体现中

医药特点、国际上行得通的标准和规范。

４２加强国际市场的政策法规研究

中药产品在修炼 “内功”的同时、想推动更

多的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深入研究不同

市场的特点和需求，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开发战略。

其中，可以着重挖掘重点市场、重点产品和重点

项目。

针对不同的市场，研究其市场的特点，找到市

场规模大、影响力强的国家和地区，加快加深研究，

促进以点带面，实现放射式发展。根据我国中药产

品出口市场的划分，我国中药产品的出口市场主要

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其中，欧洲的市场份额

主要集中在欧盟最初的十五国中，北美市场份额主

要集中在美国，基于传统文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

亚洲的市场份额占比最多，然而亚洲的市场分布特

点是多而散，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某种程度

来说，美国和欧盟是检验中药国际化的最具代表性

的市场，能对世界其他市场起到标杆作用，因此，

对欧美市场的研究亟需加强。

市场不同，对于产品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综合

来看，近１０年出口的中药产品，还是以补益作用的
中药居多，针对出口量大的产品开展深入研究，进

一步扩大产品及其附加产品的市场范围。同时，针

对不同的市场尤其是产品潜在需要大、影响力突出

的市场，根据其市场特点选择适合其产品重点研究，

如非洲地区的青蒿素类产品、清凉油等很受欢迎，

而在欧美，心脑血管类产品关注度较高。

４３多渠道推动中药产品国际化

自古医药不分家，中药要走出去，中医先行，

中药的使用离不开中医理论的指导。加快中医药的

推广对中药产品的出口贸易起着引领作用，不仅我

们自己的中医药人才要走向海外，还可以吸引更多

（下转第９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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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外人才学习和传播中医药、更要注重在当地建

立合作机构，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此外，相关政

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和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方式、

在国际市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开展交流活动，以

此推动中医药国际化。

从内部和外部共同推进中药国际化，提高中药

国际化中的抗风险能力，加快中药的基础研究和开

发，加强目标市场的研究，推动高附加值的产品走

出去，才能优化中药产品的出口结构，增强我国中

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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