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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质量优劣直接关系到中医临床疗效的好坏。国家和行业高度
重视中药材质量的提升。“优质优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经济规则。但中药材产业优质优

价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严重制约了国家有关中药质量提升战略的实施。本文在对中药材产业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认为缺乏行之有效的优质药材判定标准、加工产品未实行优质优价、以及中药材的多重属性导致的价格波动是

制约中药材优质优价机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优质药材价格形成机制重建、优质药材规格等级标准构建、

溯源体系建设、品牌塑造及目标市场区分是中药材优质优价机制形成的重要途径，以期为相关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

借鉴，助推中药材质量持续提升及优质中药材稳定供应。

［关键词］　中药材；优质优价；生态价值；绿色有机；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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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质量

优劣直接关系到中医临床疗效的好坏。国家和行业

高度重视中药材质量的提升。近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提出 “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求 “加强中药材质量控制，促进中药饮片和中成

药质量提升，促进中药饮片优质优价”［１］。中药材的

质量提升是实现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质量提升的基础，

优质中药材也是市场各主体的普遍诉求。因此，如

何实现中药材质量的持续提升和优质中药材的稳定

供应已成为今后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点。

“优质优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认交易规

则，是制定质量差价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其对规

范市场行为、优化配置资源、提升产品质量具有重

要的正向引导作用［２］。但目前在中药材商品交易

时，优质优价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质量与价格的关

联性不强，“柠檬效应”尚且存在，导致市场供应

主体对优质药材的追求意愿不强，已严重制约了国

家关于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

实施。

据此，本文在对制约中药材优质优价机制形成

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实现中药材产业

优质优价的路径进行了探讨，以期为中药材质量提

升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借鉴，促进中药材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１　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１１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市场缺乏有效调节手段
和约束机制

　　中药材的质量是整个中医药产业链的基石。近
年来，随着国家的重视及技术的进步，中药材整体

质量得到较大提升，多数中药品种混乱问题得到解

决，充斥市场的中药伪品已较少见。但同时应注意

到，随着中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药材产业规模

逐年增大，野生资源逐渐减少，多数药材资源转而

采用家种的方式供应市场。部分非道地药材产区盲

目引种，造成药材道地性下降；道地产区药材种质

混杂，品种退化，药材种植、生产、加工、贮存等

分散无序、不规范，使药材质量不稳定。因盲目追

求产量，部分产区中药材种植中滥用农药、化肥、

膨大剂的现象较为普遍，人为缩短生长周期，造成

中药材质量下降、农药残留严重；对药材进行人为

增重、染色、掺假现象时有发生［３４］。

然而目前市场用于规范中药材质量的法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实行的是最低准入标准，

除少数品种外大多未规定其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指

标。目前市场销售的部分品种虽符合法定标准，但

其质量堪忧，临床效用较差。对于当前存在的大量

此类劣质药材，市场缺乏有效的调节手段和约束

机制［４］。

１２中药材市场价格信号扭曲，优质难以有效实现
优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配置资源、调整结
构的基本杠杆， “优质优价，优质优先”是公认的

市场交易原则。然而，目前影响中药材价格形成的

因素中，稀缺程度和资本炒作仍为主要影响因素，

药材质量尚难成为决定性因素［５］。此外，除少数品

种外，多数中药材仍实行的是无差异销售，产品的

竞争直接演变为单纯的价格竞争，“质价”关联性
不强，优质优价评价和调节体系尚未真正形成，“低

质低价更低质”的演化趋势日益显现，离 “优质

优价”目标的实现尚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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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制约中药材优质优价机制形成的主要因素分析

２１缺乏行之有效的优质中药材判定标准限制了中
药材优质优价机制的形成

　　想要 “优价”必须先证明其 “优质”。中药材

的药品属性决定了其属于特殊商品，售受双方存在

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性，难以像普通商品可依靠用户

的口碑形成可靠的差异化评价。要区分不同产地、

厂家及不同生产方式生产的中药材品种的品质优劣，

唯有依靠产品质量评价，通过质量标准把产品的差

异化变为标准的差异化［６７］。而目前施行的中药材标

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作为国家强制性

标准，是判断中药材是否合格的依据，是中药材质

量的底限，强调保基本；市场较为通行的商品规格

标准则更多以 “形貌”定质，多认为 “大个、大

条、大片”其质量较优，而部分市场认为质量较差

的 “小统、小条、小片”低档次、低规格药材其指

标成分含量却较高，如黄芪药材规格等级愈高，其

指标成分黄芪甲苷含量反而愈低［８］。因此，传统以

外观论质与现代的指标成分论质的矛盾问题已成为

制约优质中药材甄别的瓶颈，市场缺乏行之有效的

中药材优劣判定标准，是目前限制中药材实施优质

优价的内在核心因素。

２２中药材加工产品未实行优质优价制约了中药材
优质优价机制的形成

　　作为中药材主要加工产品的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在终端市场仍实行的是统一标准的无差异销售，其

定价与其质量大多无关。多数中药饮片、中成药需

经过医疗机构再销售给患者，虽然医患双方均有应

用优质产品的意愿，但由于使用中药饮片及中成药

的医疗机构多实行医药分离管理，中药饮片及中成

药的品质好坏由药房控制，而和医生的临床疗效不

直接挂钩，所以医疗机构购买优质饮片及中成药的

积极性较低［５］。此外，现行医保控费及医疗机构

药品招标采购政策也助推了医疗机构采购低价产品

的意愿。因此，以中药材为原料的主要加工产品中

药饮片及中成药未实行优质优价，导致其对优质中

药材采购意愿的降低，使中药材优质优价机制形成

丧失了源动力。

２３中药材的多重属性决定了其价格易波动，干扰
了优质优价机制的形成

　　中药材具有农副产品、药品、普通商品等多重

属性。作为农副产品的中药材，其价格易受到气候

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波动；作为药品来源的中药材，

其价格还会受到疾病流行因素的影响；作为商品的

中药材，其价格又受到市场炒作因素的影响；此外，

作为地方经济支柱的中药材，其价格也会受到地方

政府产业政策所导致的产量异常波动的影响［９］。多

种因素的交织导致了中药材价格易出现剧烈的波动，

间接扭曲了中药材的价格形成机制，干扰了中药材

优质优价机制的形成。

３　中药材优质优价机制实现路径探讨

３１优质中药材价格重建是基础

优质产品要实行优价，首先需确定其产品价格

构成中优价形成的基础。中药材属于资源性产品范

畴，其产品价格由其产品价值决定，并受供需关系

及政策因素等影响。资源经济学理论指出，广义的

资源性产品价格应由资源价格、资源开发加工成本、

社会平均利润和税金（除资源税）构成，即：资源性

产品价格（Ｐｋ）＝资源价格（Ｐｍ）＋资源开发加工成本
（ｖ）＋社会平均利润（ｍ）＋税金（ｔ）。其中，资源价
格（Ｐｍ）是对资源价值的具体反映，包括直接使用价
值（天然价值Ｎ＋人工价值Ｌ）、生态环境价值（Ｅ）和
社会价值（Ｓ），而直接使用价值包括天然价值（Ｎ）＋人
工价值（Ｌ），即：资源价值（Ｐ）＝直接使用价值
（Ｎ＋Ｌ）＋生态环境价值（Ｅ）＋社会价值（Ｓ）。

与普通商品不同，资源性产品价值的特殊性主

要体现在资源价值上［１０］。但现实中，作为资源性产

品的中药材，其价格仅反映了资源价值的一部分，其

价格构成中忽略了生态环境价值与社会价值。现实中

的中药材价格（Ｐｋ）＝资源直接使用价值（Ｎ＋Ｌ）＋资
源开发加工成本（ｖ）＋社会平均利润（ｍ）＋税金（ｔ）。

相对于普通药材而言，优质药材往往出产于具

有独特生态环境的道地产区，多为生态种植及经过

精细加工，多具有较好的临床效用［１１］。因此，从价

值形成理论来看，优质药材较普通药材在生态价值、

劳动力价值、天然价值等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价值

增量，其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必然得到具体体现。此

外，基于均衡价格理论，由于生产优质药材的道地

产区地域限制性及优质药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在

价格形成过程中整体呈现出产品供给的相对短缺，

进一步助推了其与普通产品的价格差异。

综上所述，中药材属于资源性产品，要建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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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成本的中药材产

品 “质价”关联的价格形成机制，必须重新认识其
资源价值属性及价格构成，真实反映其生态价值、

优效价值。只有建立能反映优质药材全部真实价值

的价格构成才能体现其优价。

３２优质中药材标准体系构建是核心

标准是搭在药材价格和质量之间的桥梁，构建

标准是盘活价格机制的关键。针对市场缺乏行之有

效的中药材优劣判定标准这一现实，２０１５年由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牵头组织，依托 “中药材

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技术研究中心”，协同全国５０余
所中医药产学研单位共同起草完成了２２５种中药材
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并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为

解决中药质量优劣问题、促进优质药材采用不同的

价格策略、形成差异化竞争市场格局、合理引导中

药材市场形成优质优价提供了重要支撑［１２］。但是我

们同时应注意到，上述标准仅作为非强制性的团体

标准发布，其法律效力较差；并未实现全部市场交

易药材品种的全覆盖，且已有标准的分级依据与其

品质的关联性尚有待提升。

因此，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药材规

格等级标准构建渠道与方式，在充分尊重传统分级

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客观的、科学的现代质量

评价内容，在二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发挥全行业力

量，构建能切实反映药材质量优劣且可有效推广应

用的药材等级标准、绿色标准、有机标准等，为甄

别药材 “优质”、实现中药材产品的差异化评价和

优质优价机制形成提供支撑。

３３优质中药材溯源体系建设是关键

中药材的质量是生产出来的，其生产过程的生

态环境、种源、生产方式等决定了其最终品质。基

于目前尚缺乏公认且行之有效的可用于中药材优劣

评价标准的现状，建立在以 “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过程可控，信息可查，责任可究”为宗旨的中药质

量追溯体系建设应是实现中药材优质优价的重要手

段［１３］。通过涵盖中药材从产地环境、栽培种植、采

收加工，到包装、运输、贮藏全链条的数据互通共

享，可有效破除中药材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为优

质药材的判定提供重要依据［１４］。

因此，在现有中药追溯体系的基础上，借助行

业协会力量，率先建立行业统一的追溯编码规则和

标准体系，进而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进行深度融

合，建成优质中药材溯源体系，应是当前中药材优

质优价机制形成工作中的关键内容。

３４优质中药材品牌塑造是重点

品牌不仅是商品的标志，更是其核心竞争力的

综合体现。塑造优质中药材品牌不仅可有效提高中

药材产品知名度，提升其无形资产价值，也可从品

牌角度实现其差异化竞争，从而提高产品利润率，

是实现优质优价机制形成的重要抓手。因此，应积

极实施优质药材品牌战略，从优质药材商标注册、

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申报、绿色产品认证、有机产

品认证等角度，塑造优质药材品牌效应，以优秀品

牌反映产品的优秀品质，从而带动优质药材的优价

销售。

３５目标市场区分是重要途径
目前，中药材广泛用于医疗保健、畜禽饲用产

品、日用轻化工产品等不同领域［１５］。不同目标市场

及不同需求对象对于中药材规格等级划分及质量诉

求差别较大。滋补类药材和高端医馆诊所及中药珍

品店，多对中药材品相要求较高；中药注射剂企业

除了要求药材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

外，还对农残成分进行特殊要求，且不同药材原料

批次之间要稳定，有的尚需药材要符合其注射剂标

定的功效组分要求；提取物生产企业最为关注的是

其提取目标成分的含量高低，这些企业会基于其目

标成分含量实行分层定价、优质优价。因此，应针

对不同市场需求建立相应的分级方法与评判标准，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优质药材供应，是实现中药材优

质优价机制形成的重要途径。

４　小结与展望

中药材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实行分等论价、优

质优价是市场的必然选择，也是调动市场各主体提

升中药材质量积极性的重要经济杠杆。但同时由于

中药材所具有的药品属性及售受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性，决定了其优质优价机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中

药材的质量是生产出来的，在目前尚缺乏行之有效

的优质中药材评价标准的现状下，只讲终端产品评

价而不讲过程评价是不全面的。作为中药材制成品

并直接面对消费终端的中成药及中药饮片，在目前

尚未形成优质优价机制的前提下，要实现中药材的

优质优价具有不现实性。因此，在目前国家高度重

视中药质量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中药产业应统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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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各主体，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以个别行业关注度

高、已形成较为公认的分级评价标准的品种入手，

构建从种子种苗到中药材、中药饮片，再到中成

药的全链条产品优质优价关联形成机制，并形成

示范效应，由易及难，以点带面，分步分层次推

进，逐步形成全社会公认的覆盖主要中药材品种

的优质优价机制，服务于国家制订的中药质量提

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工程，服务于健康中国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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