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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２０１８年中药材流通各项数据分析，进一步掌握中药材市场发展动向，提前预判风险。
方法：以２０１８年全国中药材综合２００指数、中药材家种１００指数、中药材野生９９指数为数据依据，通过数据对比、
采样调查等方法进行分析与总结。结果：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中药材流通市场整体行情延续下滑走势。结论：中药材
流通市场虽进入低谷期，但也开启了参与者转型的窗口期。对于２０１９年而言，行业虽面临着多个新增挑战，但多
因素下的助推，依然会带动行业向更好的方面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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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对中药材行业来说是充满压力与挑战
的一年，在盲目扩种、道地产区迁移、需求减弱等

重重因素刺激下，中药材行情走势沉重。本文通过

对２０１８年的全国中药材综合２００指数、中药材家
种１００指数、中药材野生９９指数进行回顾，分析
发现中药材市场整体行情仍旧延续下滑走势。然

而，中药材市场虽进入低谷期，但也开启了参与者

转型升级的窗口期。２０１９年，中药材行业仍面临
品质升级、盲目种植等多个挑战，但在供给侧改

革、道地产区与溯源建设加速、“互联网 ＋中药
材”模式发展等多个因素的助推下，依然会带动

行业向更好的方向迈进。

１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价格走势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整体供大于求带来的供需失
衡，在品种的市场价格上得到直接呈现，中药材价

格大盘指数持续震荡下行，见图１。
根据中药材天地网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显

示［１］，２０１８年开盘点位２３４９１７点，１２月３１日收
盘点位 ２１９９６０点，下降 １４９５７点，环比下降
６３％，较２０１７年持续下跌，但跌速放缓。２０１８年
中药材价格综合 ２００指数振幅为 ６３％，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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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在该年达到的１０％的振幅（见图２），这反映
出市场活跃度降低，行情趋于冷清。

图１　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２０１８年走势

图２　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２０１８年与
２０１７年振幅对比

在２０１８年的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构成品种
中，涨幅前 １０位中没有价格翻倍的品种出现（见
表１）；而在２０１７年，价格翻倍的构成品种有２个，
２０１６年有９个［２］。

表１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构成品种
涨幅前１０位

序号 品种 规格 产地

１月１
日价格

（元／ｋｇ）

１２月３１
日价格

（元／ｋｇ）

涨幅／
％

１ 苦杏仁 统 甘肃 １６５ ２８ ７０

２ 罗布麻叶 统 新疆 １３０ ２２ ６９

３ 金银花 色白花 无杆 山东 １４００ ２２５ ６１

４ 八角茴香 大红 广西 ２００ ３２ ６０

５ 南五味子 统 河南 ３００ ４６ ５３

６ 南沙参 未刮皮 统 东北 ３００ ４５ ５０

７ 山银花 开花无 硫烤干 湖南 ４５０ ６５ ４４

８ 薏苡仁 统 贵州 ８８ １２ ３６

９ 水半夏 生统 江西 １５０ ２０ ３３

１０ 溪黄草 统 广东、广西 ３０ ４ ３３

２０１８年的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构成品种跌
幅前１０位中，白及、覆盆子两个家种驯化速度过热
品种的价格 “腰斩”。草果因为产能的恢复，特别

是被前期炒作资本所抛弃，价格同样出现 “腰

斩”［２］，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价格综合２００指数构成品种
跌幅前１０位

序号 品种 规格 产地

１月１
日价格

（元／ｋｇ）

１２月３１
日价格

（元／ｋｇ）

跌幅／
％

１ 白及 统个 西南地区 ６００ １３５ －７８

２ 覆盆子 统 浙江 ３００ ９０ －７０

３ 草果 无柄选 云南 ９２ ３７ －６０

４ 益智 统 海南 ６３ ３３ －４８

５ 蒺藜 撞刺 多省份 ２２ １２ －４５

６ 枳壳 统 湖南 ３３ １８ －４５

７ 广金钱草 全草 统 广西 ９ ５ －４４

８ 浙贝母 中统 浙江 ６８ ４２ －３８

９ 三七 剪口春七 云南 ３００ ２００ －３３

１０ 山茱萸 ５％核新 陕西 ４２ ２８ －３３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家种１００指数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开
盘点位于２１９３７６点，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收盘点位
２０６４４３点，下降 １２９３３点，环比下降 ６３％［３］，

见图３。
中药材家种１００指数２０１８年同样延续２０１７年

的下跌，拉动指数下滑的代表品种有草果、枳壳、

三七、浙贝母、山茱萸等。

图３　中药材家种１００指数２０１８年走势

中药材价格野生 ９９指数 ２０１８年开盘点位
３０９４１９点，１２月３１日收盘点位２９４０３９点，下
降１５３８０点，同比下降５％［４］，见图４。

图４　中药材野生９９指数２０１８年走势

野生９９指数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转为下跌趋势后，
２０１８年继续延续下跌趋势，且下跌幅度出现扩大。
拉动指数下滑的代表品种有白及、覆盆子、野菊花、

淫羊藿、重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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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下，中药材生产成为

其他大宗农产品供给侧改革的手段，加上部分地区

误将其作为扶贫的手段，前几年持续的中药材种植

热带来的产能过剩，在 ２０１８年强力冲击了供需两
端。种植的盲目使得中药材市场在短时间内就经历

了过热、降温和在２０１８年的冷清。
２０１８年综合２００价格指数持续下跌，指数构成

品种价格大多表现不佳；家种品种价格指数无法上

升；野生品种指数因部分品种驯化后出现疯狂种植

情况，加上大盘的拖累，节节下跌，在供需失衡下

的中药材市场快速坠入低谷期。然而，在中药材行

情的低谷期，交易的空窗对流通商家而言正好是思

考及转型的时机。在平淡的市场行情下，部分商家

的退出会腾出一些市场份额。商家如果通过自我调

整升级，就会将腾出的市场份额拿下。

２　２０１８年中药材流通情况

２１专业中药材市场商家降速调整

专业中药材市场作为中药材流通的传统中间环

节，其一方面在近年的行业 “向产地下沉”中不断

被产地争夺走相关资源；另一方面也是进行流通整

治的主要抓手，加上部分商家对宏观环境调整的一

些 “水土不服”，２０１８年专业中药材市场的商家普
遍存在降速调整的情况，见图５。

图５　专业中药材市场调查结果主要分布

２２中药材高、低品质价格差在持续扩大

在 《中医药法》的宏观背景下，随着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在中药流通环节的不断深
入和职能部门持续严格的管理，加上消费市场对优质

产品的渴望和工业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样中药材品种

的高质量、低质量货源的价差进一步扩大，见图６。

２３结款账期因素对行业流通产生影响

中药材大宗交易因为货源的特殊性和交易双方的

强弱差距，现款结账的方式通常较少，一般都是拥有

图６　１２个中药品种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高、低品质价格差对比

３个月左右时间账期的周期交易，这种账期交易对参
与的供应商有着资金负担和经营风险多方面的压力。

根据２０１８年年底对中药材供应商的抽样调查结
果来看，超过７０％的受访供应商在年底有未收回的账
款，而且基本存在着额度越大，拖欠期越长的情况。

根据对部分中药生产企业采购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他

们不能如期付款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点：市场整体供大

于求带来的买方市场；环保占用企业现金流；抽检严格

带来的投料谨慎；市场价格向下带来的结款观望等。

３　２０１８年行业需求端

３１中药材需求企业的合规能力挑战增加

２０１８年，对中药材消耗企业的合规能力要求进
一步提升，既有环保方面对企业排放合规能力的要

求，也有监控方面对企业投料能力的要求；而各企

业在整体能力影响下的合规能力，也出现了强弱分

化的情况。大企业得到更多的向下整合，小企业能

力不足成为被整合对象。

３２中药材的需求消费场景持续增加

随着国家对诊所审批限制的放开，中医诊所改

为备案制。此外，国家对人才流动支持，放开多点

执业，加上大力推动社会办医，大量资本进入中医

馆建设，中药材的消费场景得到不断拓宽，见图７。

注：图中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为预估值。

图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中国诊所数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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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产品线的丰富带来更多的中药材需求
中药材消费端的产品线明显增加，不仅有传统

的饮片产品，新型膏方、精标饮片和破壁饮片作为

创新产品不断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中药材的日化、

水饮、糖果及护理产品也持续增加，相关产品线的

丰富带来了中药材新需求的增加，见图８。

注：样本取自３４９个常规中药材。

图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药食两用与非药食两用中药材品种
需求总量增长率

４　２０１９年中药材行业展望

４１未来中药材行业面临的挑战
４１１中药原料品质稳定性的挑战　中药材质量一
直以来是中药产业健康发展战略的基础，但中药材

采购、加工、生产以及流通环节中，常出现质量良

莠不齐，标准化和规范化缺失的情况，难以适应如

今大健康时代背景下高速增长的优质、安全养生保

健需求。

４１２环保督查力度增强的挑战　２０１８年初施行的
《环境保护税法》［５］对中药材产业来说，从传统粗放

型的以环境为代价换取利润的原始生产模式变革到

绿色的产业升级模式已势在必行。在２０１９年，国家
将会继续强化对中药材源头产地和下游中药生产企

业的环保督查力度。

４１３非 “道地”药材产区盲目发展药材种植的后

果　非道地产区盲目发展中药材种植容易造成药材
品种混乱乃至退化，非道地产区的药材品质参差不

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市场流通秩序。此外，

部分非道地药材产区种植，在种植生产上大搞 “一

波上”，还会严重影响品种供需平衡性。

４１４“行业水库”蓄水能力下降　随着前期中药材
种植热结果的不断暴露，低、次中药材会逐渐积压。

因为市场环境的低谷，流通商家存货能力和意愿也

会下降，加上中药生产企业对药材原料购进 “更重

质、不重量”，中药材 “行业水库”的蓄水能力会

下降，市场自身的整体稳定维护能力会有所减弱。

４２２０１９年中药材行业发展趋势

４２１生产、流通端资源优化日益加快　中药材盲目
种植、不规范种植造成的农残超标，中药材掺伪使

假、加工贮藏不当造成的质量下降仍然束缚着中药材

生产发展的前进步伐。中药质量安全作为民生问题时

常被社会关注，见诸报端。《中医药法》和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颁布实施以后，市场监管
从严将不断倒逼中药材生产端和流通端进行升级，这

一过程将加快生产端与流通端的资源优化程度。

４２２道地与非道地区域的差别发展及溯源建设加
速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三部委联合下发了 《全国道地药

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道地药材
规划》）。《道地药材规划》的提出，将使得道地区

域的品种优势更强，核心道地产区优质药材将会与

非道地产区药材的拉开价格。未来，非道地区的引

种品种势必会在市场竞争上会落后于道地区域生产

的品种。与此同时，２０１９年在各地多部门的推进
下，重要品种追溯体系建设项目将纷纷驶上快车道，

我国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将继续推进和完善。

４２３中药材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党在十
九大报告中深入阐释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

心，要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在中

药材产业领域，因为之前多年的盲目扩张发展，中

药材产业内的供给侧改革同样也是势在必行。我国

２０１９年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坚持高质量发展，
在中药材领域，去库存、降成本和优化产能的任务

依然艰巨，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将由重规模求速度的

旧模式，转变为重质量求效益的新方向。

４２４“互联网＋中药材”等新技术继续助推传统体
系革新　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产业链上游的中药
材原料流通环节过多，药材难以溯源。各地的种植

不规范、重金属污染残留、药效不稳定等顽疾依旧

部分存在。未来，中药材标准化种植体系和产业链

溯源体系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互联网 ＋中药
材”通过电商环节的精准引导，不仅能够减少中间

环节，还能形成数字化管理体系。利用 “互联网 ＋
中药材”的创新模式，通过规范种植、道地药材溯

源、供需信息整合、金融辅助等手段，随着新工具、

新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中药材行业体系还将得到

更高程度的革新。

（下转第５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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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七等中药材价格变化为典型的时序序列，历史价格

对当期价格的影响较大，而ＬＳＴＭ神经网络对历史信息
处理的典型优势特别有利于三七价格指数的预测。

本文建立的价格指数预测模型也可以引入到其

它中药材价格预测，通过信息化、智能化高效利用

市场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有利于达到提高资源配

置有效性和保证市场健康运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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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结

中药材市场因为供需失衡而进入低谷期，对于市

场参与者而言，也正是转型升级的最佳时期。同样在

分化下的行业时期，也是洗牌重组的密集期。参与者

与其坐以待毙式的等待被吞掉，不如主动出击，寻找

业务或模式上的互补和联合，以结构性升级来获得更

广阔的市场。随着道地、非道地区域的差别发展及中

药材生产供给侧改革的进行，中药材生产、流通端资

源优化日益加快，加上新技术的继续助推，中药材市

场将会愈发有质量的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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