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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８年，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贸易形势，在国家系列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措施的作用下，传统中医药
产业发展总体实现了对外贸易平稳运行。中药类商品贸易全年实现大幅增长，发展势头良好。２０１８年中药类商品贸
易总额同比增长１０９９％，保持了出口和进口双增长的喜人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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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全球贸易可谓跌宕起伏、曲折艰难。
在国家系列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措施的作用下，传

统中医药行业企业奋力进取、攻坚克难，有效应对

了严峻复杂的环境变化，总体实现了对外贸易平稳

发展。中药类商品贸易全年实现大幅增长，发展势

头良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中药类商品贸
易总额５７６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０９９％。其中，出
口额为３９０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３９％；进口额为
１８５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９３８％，保持了出口和进
口双增长的喜人态势。

１　中药类商品进出口概况

１１中药类商品出口稳步提升

２０１８年，除中药材及饮片外，提取物、中成
药、保健品出口业绩均进入正增长区间（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８年中药类商品出口趋势

具体来看，占比最大的提取物２０１８年业绩呈现
“爆发式”增长，出口额由２０１７年的２０１亿美元［１］

增长至 ２３６８亿美元，同比增幅由 ４３３％飙升至
１７７９％，成功走出前几年出口低迷的困境，同时也
达到了 “量价齐增”的理想状态。另外，提取物出

口额占中药类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由

５５２２％上升至６０５７％，成为拉动中药类商品出口

·９１４·



２０１９年４月　第２１卷　第４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Ａｐ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

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药材及饮片稍逊一筹，２０１８年全年出口额为
１０３１亿美元，降幅为 ９４９％。中药材及饮片遇冷
的主要原因是出口数量的锐减，２０１８年中药材及饮
片出口数量同比下降１１２５％，中国香港需求的下跌
拖累了其总体业绩。

中成药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推动下，出口持续向

好。２０１８年中成药出口额为２６４亿美元，在２０１７年
１１０３％的增幅基础上再度增长５５１％。中国香港、
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市场出现领涨。

保健品２０１８年出口额为２４７亿美元，同比增
长２４５％，主要缘于出口数量降幅的收窄，其出口
量降幅由２４８４％缩减至１１４％。

１２中药类商品进口取得突破性增长

２０１８年，中药类商品进口额１８５９亿美元，同
比大幅增长１９３８％，进口额创近五年来新高。

如图２所示，２０１８年提取物进口额为７２６亿美
元，同比增长１９８％，进口数量４０３００ｔ，同比增长
２９０８％。其中，薄荷醇的进口贡献了巨大的能量，
其进口额占提取物总进口额的３５％，２０１８年的进口
额达２５６亿美元，同比增长了３４７８％。薄荷油等
精油类产品进口也大幅增长，市场热度超高。

图２　２０１８年中药类商品进口趋势

中成药２０１８年进口额４０２亿美元，同比增长
９５３％，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均实现增长，进口数
量增幅为 ４７５％，进口价格增幅为 １４５５％。中国
香港是中成药进口的最大市场，进口额占比超过

５０％，德国和日本分列第二、三位，三大市场集中
了中成药进口９８％的份额。

中药材及饮片持续保持高昂的态势，２０１８年进
口额２８５亿美元，同比上涨９１６％。中药材及饮片
进口额较大的品种主要有龙眼、西洋参、鹿茸、乳

香、没药及血竭等，进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泰国、新

西兰和加拿大。

保健品２０１８年进口业绩颇为惹眼，在国家扩大
进口政策的引导下，２０１８年全年实现进口额４４５亿
美元，同比增长３８０９％。其中，燕窝成为最受欢迎
的产品，进口数量同比增长１２６６４％，进口额高达
２２８亿美元。

１３美国稳居出口第一大市场

目前，我国中药类商品已出口至１９３个国家和
地区，亚洲依旧是主要的出口市场。２０１８年，我国
对亚洲国家和地区中药类商品出口额达到２２１１亿
美元，同比微增 ４７２％，占中药类商品出口额
的５６５７％。

如图３所示，美国需求量稳增，继续位居我
国中药类商品出口第一大市场。２０１８年我国对美
国的出口额为 ６６６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３％，
占中药类商品出口的比重提升至 １７０４％，对美
国出口的中药类商品主要是提取物，占比达

到７９９７％。

图３　２０１８年中药类商品出口市场概况

日本为中药类商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随着

中日经贸关系的改善，市场开始复苏。２０１８年我
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为 ５３８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１１％，占中药类商品出口额的１３７６％。对日本出
口价格的回升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２０１８年对日本出
口中药材均价由同期下跌 １２０８％翻红至同比增
长５７４％，大大鼓舞了中药类商品出口企业的
信心。

中国香港市场进一步萎缩，继２０１７年滑落至第
三的位置后继续下跌，出口额为４５３亿美元，同比
下滑 ２０５％，占比进一步萎缩至 １１５９％。另外，
中国香港的出口数量降幅高达４７５％，转口贸易优
势的丧失成为其不可承受之痛，越来越多的采购商

倾向于产地直接采购。

２０１８年，印度尼西亚市场备受重视，全年出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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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同比增长６２６２％，发展潜力巨大。此外，德
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颇值得

关注。

２　中药类商品进出口特点

２０１８中药贸易整体可圈可点，有不少惊喜，同
时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品种。以下对各类品种进

行具体梳理，以便发掘更多潜力。

２１中药材及饮片出口步入 “寒冬”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及饮片出口额为１０３１亿美元，
同比大幅下降９４９％，较２０１７年同期２２２％的降幅
继续扩大。其中，出口量１９８０００ｔ，同比继续下挫
１１２５％，出口均价５２美元／ｋｇ，同比微增１９８％。

中药材及饮片出口的前十大品种分别为：肉桂、

人参、枸杞、红枣、当归、半夏、黄芪、鹿茸、西

洋参、菊花，前十大品种的出口份额占据中药材及

饮片总出口额的 ４９３５％，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见
图４）。２０１８年，半夏、菊花、党参、茯苓、白术、
地黄等大宗产品市场需求不振，出口量较往年同期

减少均超过３０％。肉桂、黄芪、鹿茸等业绩较好，
肉桂成为中药材出口第一大品种，出口量５１６００ｔ，
出口额 １１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１３６％；黄芪的
出口量同比增长 ３５９２％；鹿茸的出口量同比增
长２７％。

图４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及饮片出口前十大品种

亚洲地区为我国中药材及饮片的主要市场，其

出口量占中药材及饮片出口总量的８３１７％。具体来
看，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越南、马

来西亚、美国、德国、泰国、新加坡为中药材及饮

片出口的前十大市场（见图５）。２０１８年，日本仍保
持我国中药材及饮片出口第一大市场的地位，出口

额为２５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５％，占中药材及饮
片出口总额的２４２２％；中国香港屈居第二，所占份
额已由２０１６年同期的３６％萎缩至１５％，２０１８年全

年出口额１５５亿美元，同比大幅下滑３７０１％。中
国香港作为中药材及饮片转口贸易的集结地，其地

位日渐式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２０１８年中药
材及饮片出口量达１６８００ｔ，同比增长７６５２％，出
口额也同比增长 ４１０２％，枸杞、当归、黄芪、川
芎、地黄产品需求量急剧增加。

图５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及饮片出口主要市场情况

２２提取物出口呈现 “爆发式”增长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提取物出口额
２３６８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７７９％，较 ２０１７年同期
４３３％的增幅有了一个巨大飞跃。２０１８年提取物出口
量８２２００ｔ，同比增长３２３％，出口价格２８８美元／ｋｇ，
同比增长１４１１％，量价齐增，局势喜人。

在出口品种方面，排名前十的热点品种为甜菊

叶提取物、桉叶油、薄荷醇、甘草提取物、万寿菊

提取物、越橘提取物、橙皮苷、银杏叶提取物、芦

丁提取物，其总出口额超过１０亿美元，接近提取物
出口额的５０％。其中，甜菊叶提取物、桉叶油、薄
荷醇出口额均突破２亿美元。

从市场来看，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印度

尼西亚、韩国、德国、西班牙、印度、马来西

亚、法国为提取物出口前十大市场。美国的市场

地位依然稳固，２０１８年我国对美国提取物出口额
为５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６６８％，占总出口额
的２２４９％，出口产品主要是甜菊叶提取物、甘
草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等膳食补充剂原料类产

品。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业绩抢眼，出口额同

比增幅分别高达 ５１０２％和 ６５７％，对中国香港
出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为桉叶油、茴香油等精油类

产品；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产品有桉叶油和

薄荷醇。此外，对韩国、德国、印度、荷兰、澳

大利亚、巴西、意大利等市场的出口，同比增幅

均超过２０％，植物提取物出口市场呈现全面繁荣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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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见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８年植物提取物出口主要市场情况

２３中成药出口保持稳健态势

２０１８年，我国中成药出口额２６４亿美元，同比
增长５５１％，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在国家 “一

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近年来中成药的出口情况

成功扭转颓势，止跌为赢。然而，中成药目前在中

药类商品整体出口额中占比仅为６７５％，相对于原
料类产品仍处于弱势地位。

具体到单品种，中成药出口量最大的为片仔癀，

其次分别为清凉油、安宫牛黄丸和云南白药。中国

香港是中成药的主要出口市场，占据中成药出口

４７２９％的份额。２０１８年由于价格的上涨提振了整个
出口业绩，全年出口均价同比上涨３０８２％。在中成
药出口的前十大市场中，泰国、印度尼西亚表现不

俗。泰国排名第六，全年出口额为９２０３９万美元，
同比增长２６２４％，对泰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片仔
癀。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全年出口额为８６４０９万
美元，同比增长２３４５％，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
产品为云南白药。此外，菲律宾也是值得关注的重

点市场之一，我国对菲律宾中成药的出口同比增幅

高达１０１５７％（见图７）。
随着各国人民对中药认可度的提升，中成药的

出口或将迎来一个转折。

图７　２０１８年中成药出口主要市场情况

２４保健品进出口冰火两重天，进口迎来爆发

目前，保健品在海关统计系统中比较特殊。有

单独编码的保健品主要是鱼油、鱼肝油、蜂王浆、

蜂花粉、卵磷脂、燕窝等，维生素以及矿物类制剂

产品并未统计在内。另外，不少保健品是以食品的

形式出口，也未纳入保健品项下。本文中有关保健

品贸易的数据为不完全统计。

２０１８年，保健品的出口数据平平，全年出口量
下降１１４％，由此拖累了出口额业绩。尽管出口价
格有１５６４％的同比增长，但是全年的出口额仅同比
增长２４５％，出口额为２４７亿美元。与之截然不同
的是保健品进口迎来爆发式增长，２０１８年进口额
４４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８０９％。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秘鲁、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保健品进口的前

五大市场，占据了我保健品进口 ８０％的市场份额，
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燕窝、鱼油和蜂蜡等。

３　２０１９年新趋势与新希望

过去的一年，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国中药

贸易终于成功走出 “寒冬期”，各细分领域均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随着２０１９年大幕的拉开，由国家主
导的各项重点活动纷纷进入预定轨道，传统中医药

贸易将迎来新机遇、新希望。

３１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品牌效应打造进口大平台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
博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打造了一个世界级的贸

易平台，取得了巨大成功。期间，来自 ５１个国家
和地区的２８６家企业汇集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
展区，展出面积超过 １００００ｍ２。业界估算，到
２０２０年规模将超８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 “大健康”

市场充满了吸引力，“进博会”为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企业提供了一个广阔、开放、高效的交流合作

平台。

“进博会”对于我国中药类商品进口是巨大利

好。从资源引入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有许多进口依

赖型产品，如中药材中的乳香、没药、血竭，又如

用于提取的红景天、姜黄等，亟需利用这一平台扩

大进口。另外，众多的营养保健品也可以通过这一

渠道进入国内。从产业合作角度来看，通过与国际

企业的接洽，可开阔眼界，促进交流，加强合作，

推动双方产业水平提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是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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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进口贸易的平台，更是难得的国际性发展

机遇。

３２巴西推动中药立法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带来示
范效应

　　相比全球其他地区，中医药在南美发展相对缓
慢，贸易额整体较低，整个葡语系国家传统医药的

发展需要政策的护航。２０１８年，经过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巴西中药协会

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使得巴西政府将根据情况

取消 “临时草药法”，或将在２０１９年４月正式颁布
“永久法”。如若巴西政府能颁布 “草药永久法规”，

将彻底解决中药在巴西的身份问题，中成药将以合

法的身份进入巴西 ２亿民众的公共医疗卫生市场，
对中医药在巴西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将

对葡语系国家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２０１９年年初，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徐

迎真秘书长公开表示，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医疗

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是中葡论坛合作机制中的重要

内容［２］。未来三年，秘书处将以巴西为重点国家，

借助澳门的地理人才优势，加大推动与葡语国家在

医疗领域，尤其是传统医药领域的对话与交流，葡

语系国家的中医药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机遇期。

３３以天然养生为基础的传统医药行业大发展
由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７个成员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在全球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上通过的 《阿斯塔纳宣

言》称，将加强初级保健作为实现全民健康的 “重

要步骤”［３］。全球人民对于健康的追求，给以天然养

生、 “治未病”的传统医药带来了机遇。２０１９年，
博鳌亚洲论坛将举办首届全球健康论坛，围绕 “人

人得享健康”的主题，讨论健康相关领域热点问题。

同期将举办 “全球大健康博览会”，为国内外医药

健康行业厂商和与大健康领域相关的各类企业与机

构提供交流机会。通过全球性的会议，汇聚各方智

慧，搭建健康合作平台。可以预见，在国家的主导

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传统中医药行业发展将

迎来新的 “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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