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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芪为我国大宗常用中药材，主产于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产品远销海外。本文通过对黄芪出口
国家（地区）、出口数量、出口金额及出口单价的统计分析，发现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黄芪的出口额和出口量波动
幅度较大，但未表现出明显波动趋势。６年间黄芪年均出口量为３９０３５０ｔ，年均出口额为２１０４１５万美元，但黄芪
的出口单价呈明显上涨趋势，２０１６年的出口单价相比２０１１年上涨了７５１４％。出口至各个国家（地区）的黄芪单价差
异较大，出口至日本的单价最高，其次为新加坡，越南的出口单价最低。２０１６年黄芪的出口涉及２１个海关口岸，
其中深圳海关口岸的出口量最大，成都海关口岸的出口量最少，杭州海关口岸的出口单价最高。为进一步提升黄芪

的国际竞争力，需要注重黄芪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标准制定、国际市场培育及产品深加工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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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原名黄耆，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李时

珍释其名曰：“耆，长也，黄耆色黄，为补药之长，

故名。”明·李中立 《本草原始》称： “耆者年高有

德之称，耆者历年久而性不燥，此药性缓如之，故

得以耆称。”现今将 “耆”简写为 “芪”。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黄芪味甘，微温，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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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脾经，具有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等

功效［１］。从 ＣＮＫＩ中搜索黄芪药理药效的文献，
发现黄芪在对免疫系统的影响［２］、抗氧化［３］、抗

衰老［４］、抗疲劳［５］、对心脑血管［６］、保护肾脏［７］

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处方中含有黄芪的中成药达 １９２种，从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查询到含有黄芪的保

健品为 １０４５种。国内市场对黄芪的需求较大，
采收的黄芪中约５０％用于生产黄芪饮片，剩余用
于生产中成药和提取物及制剂［８］。在国外植物药

市场上，黄芪的产地和出口地以中国为主［９］。黄

芪出口历史悠久，曾在 １９９５年我国中药材出口
创汇 １０００万美元的７个品种中排在首位［１０］。课

题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海关统计数据

（下文分析所用数据均来源于海关信息网）及查阅

的文献资料，分析黄芪的国际贸易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提高黄芪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１　黄芪的地理分布和国际应用

１１地理分布

全世界范围内，黄芪属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Ｌｉｎｎ包括
１１个亚属，约２０００多种，分布于北半球、南美洲及
非洲，稀见于北美洲和大洋洲。我国有８个黄芪属
亚属，包括２７８种、２亚种和３５变种，２变型，南
北各省区均产，但主要分布于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

区）、亚洲中部和东北等地［１１］。１９６３版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首次收载蒙古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
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Ｂｇｅ）Ｈｓｉａｏ或膜
荚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这两个
物种，以法律形式确定为黄芪药材的基原物种，并

沿用至今［１２］。历史上，黄芪商品所用原料以野生为

主，但随着黄芪的应用范围从传统中医药临床调剂

扩大到中成药原料和食疗保健等领域［１３］，市场需求

逐步扩大，由此引发大量、无序的采挖导致野生资

源几近枯竭。现在大面积成规模的野生资源已经很

少见，市场上多为人工栽培的黄芪，且产区集中在

甘肃、山西和内蒙古。

野生膜荚黄芪在中国、蒙古、哈萨克斯坦、朝

鲜和俄罗斯皆有分布，野生蒙古黄芪则分布于我国

内蒙古及华北地区［１４］。 《中国植物志》记载：膜荚

黄芪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华北及西北，蒙古黄

芪在我国主要产于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

西［１１］。根据历代本草有关黄芪产地的文献记载，我

国黄芪的道地产区发生过明显的变迁。野生黄芪资

源初始产于四川中部（蜀都）、北部（白水）、陕西的

西南部（汉中）及甘肃南部（陇西、洮阳）地区，唐代

移至甘肃的东北部（原州）和宁夏的南部（华州），宋

代黄芪产地移至陕西中部（绵上），至清代后期，黄

芪道地产地扩展至内蒙古，民国时期扩展至东北三

省，现以山西大同、忻州地区，内蒙古及东北产者

为优［１５］。

我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大规模引种栽培黄
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蒙古黄芪主要栽培
在山西北部的浑源、应县等地［１６］，内蒙古南部的固

阳、武川等地［１７］；膜荚黄芪主要栽培在四川、陕

西、甘肃等地［１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００年初，山
西和内蒙古由于无序栽培，产量大起大落，黄芪供

应缺乏保障，导致甘肃黄芪的市场占有量不断提

高，成为这一时期黄芪的主要产区［１９］。２０００年至
今，山西和内蒙古的黄芪产量逐步回升，种植面积

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基本上形成了山西、甘

肃、内蒙古三大黄芪主产区，但甘肃的的黄芪产量

仍然是三个省份中最大的。除上述三大产区外，东

北、宁夏和河北等地均有栽培，但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较小。

１２黄芪的国际应用

以黄芪为关键词，检索日期为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１日，从 ＣＮＫＩ中搜索 ２００７年 １月 １日—２０１７年
７月１日的国际专利，共有 １３０项，其中世界知
识１２项。从搜索结果看，韩国申请的专利最多，
达４５项；其次为欧洲地区，申请了９项；美国申
请专利６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有 ２项。国
际专利主要涉及黄芪提取物在医药方面的应用

（主要用于治疗过敏、皮肤病、糖尿病等）、黄芪

有效成分的提取方法和黄芪作为动物饲料的应用

等方面。

对比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期间五个中药大品种的国际
专利申请情况，发现人参申请的国际专利有４０４项，
甘草１９７项，黄芪１２８项，茯苓６７项，丹参７５项
（表１）。从国际专利数量来看，与人参、甘草相比，
黄芪申请的国际专利情况相对较少，但远多于茯苓

和丹参，说明目前国际上对黄芪的研发投入虽然不

及人参、甘草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种，但也比一

般的品种投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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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五个中药大品种的国际专利申请情况

时间

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人参

Ｐａｎａｘ
ｇｉｎｓｅｎｇ

茯苓

Ｐｏｒｉａ
ｃｏｃｏｓ

丹参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甘草

Ｌｉｃｏｒｉｃｅ

２０１６年 １７ ３１ １２ ９ ９

２０１５年 ２１ ６７ １７ １０ １７

２０１４年 ８ ５１ １０ １４ ２０

２０１３年 ５ ３９ ０ ９ ７

２０１２年 ７ ４３ ３ １１ １７

２０１１年 １８ ６１ １１ ４ ４０

２０１０年 ２４ ６６ ８ ３ １６

２００９年 １６ ２８ ２ ４ ３３

２００８年 ８ １０ ２ ８ ２１

２００７年 ４ ８ ２ ３ １７

合计　 １２８ ４０４ ６７ ７５ １９７

２　黄芪出口情况分析

２１出口国家（地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期间，黄芪出口涉及 ３５个国家
（地区）。其中亚洲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地区，２０１６年
黄芪出口至亚洲的金额占出口总额的９４３１％，数量
占出口总量的９４０５％，美洲是第二大出口地区。我
国黄芪出口国家最多的地区是欧洲，２０１６年为
１２个，占出口国家数的４２８６％，但欧洲地区进口
的黄芪金额不到黄芪出口总额的 １％（图 １）。
２０１６年我国黄芪出口至２８个国家（地区），进口量
前十名的国家（地区）有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日本、美国、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澳大利亚。我国出口至以上国家（地区）的黄芪

量占黄芪出口总量的９８２％，出口至剩余国家（地
区）的黄芪不足黄芪出口总额的２％（表２）。

图１　２０１６年黄芪出口市场分布情况

２２出口金额和数量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黄
芪的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没有明显的变动趋势，但

波动幅度不尽相同。黄芪的出口数量波动较大，

２０１２年的出口量为 ３３４８６０ｔ，较 ２０１１年下降了
１８４９％；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出口量持续上涨，年均增长率
为 １０１７％，２０１５年达到近六年出口量的最大值
４４７７１７ｔ；２０１６年出口量出现大幅下跌，与２０１５年
相比出口量减少了１００２９１ｔ，跌幅达２２４２％（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黄芪出口金额的走势与出口数量

略有不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黄芪出口金额呈持续上涨的
趋势，从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６７９０万美元上涨到２０１５年
的２８３３０６万美元，５年间上涨了１３６５１６万美元，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黄芪出口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 出口量／ｋｇ 均值／ｋｇ 标准差／ｋｇ 量百分比／％ 出口额／美元 均值／美元 标准差／美元 金额百分比／％

韩国 ７２５４８１８ １２０９１３６ １２８５４６ ３０９８ ２７０１１０２３ ４５０１８３７ １３７８９６２ ２１４０

中国香港 ５４３３５６７ ９０５５９５ １８７５５１ ２３２０ ３８５２０５１０ ６４２００８５ ２８９０８３７ ３０５１

中国台湾 ２２５７６６２ ３７６２７７ １４４２５３ ９６４ ９９４６２２９ １６５７７０５ ５９２８７７ ７８８

日本 １６３６１２９ ２７２６８８ ４８９０７ ６９９ １８４４０８９９ ３０７３４８３ ７３７２５０ １４６１

马来西亚 １１３９６８７ １８９９４８ ４８１０４ ４８７ ８９３８５８４ １４８９７６４ ５３１９９３ ７０８

美国 ５６５５４５ ９４２５８ ４５６８１ ２４１ ３８６３２３４ ６４３８７２ ２８０２０２ ３０６

泰国 ４０３７２３ ６７２８７ ４１３５６ １７２ ２０９４９７９ ３４９１６３ ２３０６３８ １６６

越南 ３７５０１８４ ６２５０３１ ３０７３０１ １６０１ １１３７７８２０ １８９６３０３ ８１９１０７ ９０１

新加坡 １８４６４５ ３０７７４ ９１９７ ０７９ １８１１３６２ ３０１８９３ ８６７１９ １４３

印度尼西亚 １２４８５９ ２０８０９ ４２７１ ０５３ ５５１７３２ ９１９５５ ３７８１１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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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率为１７８７％。２０１６年出口金额的波动幅
度与出口量类似，出现大幅下降，与２０１５年相比，
出口金额减少了 ５８１３４万美元，跌幅达 ２０５２％。
由于黄芪的出口单价上涨了，所以２０１６年黄芪出口
金额的跌幅小于出口数量的跌幅（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黄芪的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

２３出口价格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黄芪的出口单价呈不断递增的趋
势，出口单价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３７０美元／ｋｇ上涨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６４８美元／ｋｇ，增长了 ７５１４％，但出口
至各个国家（地区）的价格波动情况不一（图３）。下
图３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黄芪出口至主要国家（地
区）的出口单价波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出口至日

本、新加坡、泰国和中国香港的黄芪价格波动较大，

出口至韩国、美国、中国台湾、越南的黄芪价格波

动相对较小。出口至日本的黄芪单价最高，平均为

１１４３美元／ｋｇ，其次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均价分
别为９８９美元／ｋｇ和７７２美元／ｋｇ，出口至越南的
黄芪单价最低，均价仅为３５４美元／ｋｇ。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黄芪出口至部分国家（地区）的单价

２４黄芪出口的海关口岸

２０１６年我国的黄芪出口涉及２１个海关口岸，深
圳海关口岸的出口量最大，其次是天津海关口岸，

成都海关口岸的出口量最小。有１０个海关口岸出口
量占比大于１％，累计出口占比达９７５０％；有８个
海关口岸出口金额占比大于１％，累计出口额占比

为９５９６％。黄芪出口量排名前五的海关口岸分别是
深圳海关口岸、天津海关口岸、合肥海关口岸、广

州海关口岸、南京海关口岸（表３）；出口金额排名
前五的海关口岸分别是深圳海关口岸、广州海关口

岸、天津海关口岸、合肥海关口岸、南京海关口岸

（表４）。各个海关口岸出口黄芪的价格也存在一定差
异，杭州海关口岸的出口单价最高，为３４７２美元／ｋｇ，
其次是北京海关口岸，为１５２３美元／ｋｇ，济南海关
口岸的出口单价最低，仅为２２６美元／ｋｇ（表５）。

表３　２０１６年我国黄芪出口量前五的海关口岸
海关口岸 出口量／ｋｇ

深圳海关口岸 ９７５８８１

天津海关口岸 ６８０１６４

合肥海关口岸 ６３１９５８

广州海关口岸 ６１３６０４

南京海关口岸 １６０５２７

表４　２０１６年我国黄芪出口金额前五的海关口岸
海关口岸 出口额／美元

深圳海关口岸 ６７４６９６７

广州海关口岸 ６２８１２７３

天津海关口岸 ３２７５５３６

合肥海关口岸 ３１５６２６９

南京海关口岸 ８３９３６３

表５　２０１６年我国黄芪出口单价前五的海关口岸
海关口岸 出口单价（美元／ｋｇ）

杭州海关口岸 ３４７２

北京海关口岸 １５２３

重庆海关口岸 １０９５

昆明海关口岸 １０８５

广州海关口岸 １０２４

３　黄芪出口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３１出口黄芪附加值低，是资源的输出国

我国是黄芪的资源输出国，在海关统计的数据

中，没有黄芪的进口数据。黄芪出口最多的三个国

家（地区）为韩国、日本、中国香港，除中国香港

可能是开展转口贸易导致的出口量较多以外，日本

和韩国进口的黄芪一部分内销，另一部分进行深加

工再出口至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出口至中国。我

国出口的黄芪产品多为饮片和粗加工提取物，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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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２０１６年的出口均价仅为 ６４８美元／ｋｇ。黄
芪出口企业需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黄芪产品，如小

包装、高纯度提取物等，发展黄芪品牌，提高出口

产品的附加值。

３２出口比例不协调，需加强国际推广
亚洲是我国黄芪的主要出口地，欧洲、澳洲、

非洲、美洲虽然有出口，但出口量非常小，与亚洲

的出口量相比，几乎可以忽略，即使出口至欧美也

多为华人购买。开展市场培育有助于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因此加强黄芪的国际推广，拓宽用户群体，

克服出口比例不协调的问题，提高欧美、澳洲、非

洲等地的黄芪出口比例，培育黄芪消费的国际市场，

有助于黄芪产业的做大做强和实现产值的可持续

增长。

３３加强标准化进程，促进黄芪质量的稳定和均一
通过对黄芪的出口单价比较发现，出口至不同

国家（地区）黄芪的出口价格差异很大，这在很大程

度上与出口黄芪的质量有关。如：部分日本企业在

我国山西浑源地区与当地的黄芪种植基地签订合作

协议，种植过程需满足日本企业制定的良好种植和

采收规范 ［Ｇｏｏ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ＡＣＰ）］，采收后满足条件的优质黄芪则定向出口
至日本企业，因此出口至日本的黄芪单价较高。我

国在黄芪的种植过程中普遍存在滥施农药化肥、种

植不规范等问题，导致各个产区的黄芪质量参差不

齐。因此需要加强黄芪种子种苗标准、栽培技术规

范等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标准制定，推进黄芪生产加

工的规范化和现代化，从源头上保证栽培黄芪质量

的稳定和均一，进而提高黄芪的出口价格，拓宽黄

芪产品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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