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第２１卷　第１０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Ｏｃ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０

·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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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ＷＯＴ分析法的海南中药大健康产业
发展路径探讨

△

张连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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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产业被列为海南省支柱产业之一，中药大健康产业是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采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四个方面分析海南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并基于此探讨未来海南
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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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是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为目

的，全社会从事健康服务和健康产品生产经营等活

动的集合，主要包括健康服务业、健康产品制造业、

健康农林牧渔业以及跨界融合形成的健康新业态等。

大健康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发展潜力大，是

助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实现更高质量和效率、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中药大健

康产业是以中药工业为主体、中药农业为基础、中

药商业为枢纽、中药知识创新为动力的新型产业，

形成了包括中药相关产品研发、生产、流通、销售

在内的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中药产业链［１２］。

２０１６年，海南省政府将健康产业列为支柱产业之
一。２０１９年１月初，海南省出台了 《海南省健康产

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３］，将中药产业作为
重点领域发展。本研究采用 ＳＷＯ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优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劣势、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机遇、Ｔｈｒｅａｔ威胁）分析
法，探讨海南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

机遇和威胁，并基于此提出海南省中药大健康产业

发展的路径。

１　海南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ＳＷＯＴ分析

１１优势分析

１１１地理环境优势　海南省是中国最南端的省份，
海南岛是海南省主要陆地岛屿，南北长约３００ｋｍ，
东西长约１８０ｋｍ，面积３３９００ｋｍ２。海南省也是中
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属于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温度２２～２６℃。海南全岛年平均降雨量在
１６００ｍｍ以上， “东湿西干”明显，被称为 “健康

岛，长寿岛，无疫区和健康养生养老、旅游度假的

天堂”。海南省也是我国热带森林面积最广、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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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地区，天然森林面积达６７００ｋｍ２，人工热带
林业用地达１３３００ｋｍ２。从地理环境来看，海南省具
有发展中药农业和第三产业的良好资源条件和天然

优势。

１１２物种资源优势　海南省药用植物极为丰富，
具有 “天然药库” “南药之乡”的美誉。根据现有

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数据显示，海南省

蕴藏药用植物达２５００多种；其中进入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的中药材有５００种，位居全国前列。据第
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显示，２２０种重点野生中药材
品种资源蕴藏量达１６９８７万吨，其中较为丰富的有白
茅、楝、九节、荔枝、三桠苦、白背叶、苍耳、粗叶

榕、鷚驲花椒、薏苡仁、余甘子、白花蛇舌草、青

葙、草豆蔻、木贼、木棉、蓖麻、海金沙、山芝麻

等。有中药材蕴藏量记录的屯昌县有９９种，琼海市
６９种，万宁市５７种，陵水县５５种，东方市４７种，
昌江县４５种，文昌市４５种，乐东县４０种，保亭县
３９种，儋州市３８种，定安县３１种，琼中县２８种，
白沙县２４种，澄迈县２３种，海口市１９种，三亚市
１６种，临高县１６种。
１１３民族医药优势　黎族是海南省特有的少数民族，
黎族人民长期在海南生活、生产所积累的宝贵医学经

验即 “黎药”。黎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黎族人民在其特定的生活环境中选择可作药用的植

物，了解其药性及疗效，对症下药，在黎药的性味、

采集、加工和使用上具有全面而独特的认识。据统

计，黎族的传统药物有８００余种，常用草药有３００多
种［６］。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显示：海南省黎族药

用植物资源３８９种，隶属于１１２科３０２属，其中被子
植物９７科２８８属３７２种；蕨类植物１２科１２属１５种；
裸子植物２科２属２种。这为海南的中药研发和创
新提供了丰富源泉。

１１４海洋资源优势　海南省的海洋面积居全国首
位，海洋药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根据现有第四次海

南省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数据显示，陵水—三亚沿岸

区域有海洋动物药６１种，海洋植物药５种，海洋矿
物药 １种；东方—临高沿岸区域有海洋动物药 ５８
种，植物药６种；琼海—万宁沿岸区域海洋动物药
５７种，海洋植物药５种；文昌沿岸区域有海洋动物
药５０种，海洋植物药９种。此次共调查海南岛沿岸
区域海洋药资源６９种，其中海洋动物药５８种，海
洋植物药１１种，海洋矿石药１种。

１２劣势分析

１２１中药资源大品种开发滞后　一是海南中药
“大品种”繁多，疗效不同，且具有多味配方的特

点，因而相对难以形成规模；二是南药大部分大品

种为木本，生长周期较长，农户种植的积极性不高，

不利于南药产业化发展；三是目前海南省南药科研

开发力量基础薄弱，资金、人才缺乏。如胆木浸膏

片、胆木注射液等每年销售额近１亿元，沉香、降
香种植规模较大，但缺乏后续产业跟进。槟榔、益

智等 “四大南药”均缺乏后续深加工跟进，与我国

其他地区大品种动辄几亿、几十亿的产业规模差距

较大。

１２２科研力量薄弱　目前海南省从事南药研究的
专门机构屈指可数，主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海南分所及海南省药物研究所两家单位，

另外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等几所院校或科研单位

有部分人员从事南药研究。据统计，全部从事南药

研发人员不足２００人，相关研究人才急缺［８］。海南

省有２５００多种药用植物资源，还有非常丰富的动物
药、海洋药资源。但目前开展过研究的较少，研究

内容多集中于简单的产品开发，研究不系统、不深

入，研究基础薄弱问题亟待解决。

１２３南药特色产品开发滞后　海南为我国唯一典
型热带岛屿，南药资源极为丰富，但南药特色产品

开发严重滞后。如枫蓼肠胃康片剂是为数不多的从

海南民间验方中开发而来的产品。该品种海南省几

个企业都在生产，因后续投入研究较少，存在产品

单一、剂型较少的问题，发展前景堪忧。益智作为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质之一，在海南省种植规模

较大，但省内开发加工为产品的甚少。“四大南药”

之首的槟榔主要在湖南进行深加工，南药旅游产品

少之又少。

１２４南药产业链不完整　目前海南省南药产业初
具规模，但存在种植、初加工、销售、深加工等衔

接不畅，相互之间各自为战，不能形成规模效应的

情况。海南省最大种植规模的槟榔９０％以上在湖南
加工。沉香全省种植面积约３３３３ｈｍ２，其中依托深
加工企业种植基地不到６６０ｈｍ２。还有降香、牛大力
等都不能与深加工、销售等有机结合，产业链条不

完整，严重制约着海南省南药产业化进程［９］。

１３机会分析

１３１国际旅游岛建设促进中药健康产业新业态发
·１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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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健康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而以中药
种植和观光为主的中医药健康旅游随着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迎来了大好时机。《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

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 “要发展中医药健康

旅游产业。促进中医药服务与旅游业相结合，创建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打造以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为核心，融中药材种植、中医医疗服务、中医药健

康养老服务为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７］。

《海南省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２０２５年，
南药药材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以南药、

黎药和香料为突破口，研发中医药养生保健产品，

形成产值达７００亿元种植规模大、产业链长、技术
支撑强的南药芳香药大品种，培育药香两用特色芳

香型和药食同源保健型南药产品，树立海南中药

‘香岛’和 ‘健康岛’品牌”［３］。上面两个规划可以

看出，中药健康产业随着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的

推进迎来重要机遇。国内亚健康人群、老年群体、

女性市场等特定群体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的需求快速

增大。如今，中医药已传播到 １８３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已同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

了８６个中医药合作协议。国外游客对中医药的了
解和需求也在不断提升。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推进，大量对中医药健康有需求的游客将为海南

省发展中药大健康产业提供巨大的机会。

１３２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为海南中药健
康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近年来，海南
省将中药产业和旅游、贸易等结合，诞生了中医药

健康旅游、中医药服务贸易等很多创新业态。随着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中药健康产业迎来

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机。海南岛四面环海，实行 “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监管制度，是我国最大的经济

特区。海南岛地理位置独特，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

环境，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成为全

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比如海南省实行的

５９国免签证、离岛免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等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加速形成。此外，还有

“一带一路”倡议支点的区位优势及博鳌亚洲论坛

的政商对话平台优势，都为海南省中药健康产业创

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１４威胁分析

１４１现有的部分法律法规束缚了中药健康产业的
发展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和健康态势 “迫切需要继

承和发展中医药的绿色健康理念”，大力发展药膳食

疗、加强保健食品开发等。中医药食疗养生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动能、促进中药健康产业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

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然

而，中药要被纳入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目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可能成为中药

保健产品研发的一个极大障碍。２０１８年，海南省发
布了 《海南省沉香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
规划将海南省建设成为世界优质沉香原料基地、全

国最大的精深加工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但因为目

前沉香不在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目录》中，所以企业在开发沉香酒、沉香茶等保健

品时受到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整个沉香

产业的发展。

２　海南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路径

２１完善南药特色产业链

海南省是我国唯一热带省份，有助于构建南药

产品形态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空间。海南省在发

展南药开发方面不应只局限于新药、保健品等，还

应大力开展特色南药观光旅游、黎药文化、海洋药

等产品的开发。重点扶持企业研发特色南药龙头产

品，以特色加工、深加工、精加工为目标，增加产

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形成产业化经营，创造海

南名牌产品，带动海南南药经济发展。

２２构建省级南药资源保护开发平台

整合省内资源，成立海南省南药研究院，重点

开展南药资源研究、开发和保护工作；积极抢救挖

掘保护黎药资源，培育海洋药开发，在政策、资金、

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积极引进中药学

等相关高端人才，加强科研力量；同时集中科研、

资金力量，加大资金投入，构建南药开发公共平台。

２３加快大健康产品的研发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出台政策，支持中药大健

康产品的研发、制造和应用，加强中药、药食同源

产品、保健食品研发；支持研发机构与中药大健康

·２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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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上下游整合，构建完整的中药产

业链。利用自由贸易区（港）政策优势，向国家申请

在海南试点放宽 “药食同源目录”准入程序。推进中

医药养生保健产品开发，特别是沉香、灵芝等海南特

色中药材尽快纳入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目录》，促进相关保健产品的研发和上市。

２４重点支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

构建海南南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建议 “先行先

试”，利用大健康产业理论体系和健康内涵的支撑为

切入点，通过南药相关产品、南药文化与旅游相结

合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开展南药健康旅游产业带，

构建南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整合南药健康旅游相关

产品，从而带动海南大健康产业发展。

２５加快产业融合

中药大健康产业是一个交叉融合性很强的产业，

中药产业与观光旅游、养老保健以及功能性产品开

发的融合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和企业不断

地探索，推出了层出不穷的中药大健康产品。中药

产业既涉及中药种植等第一产业，又涉及中药生产

加工等第二产业，能够推动养生养老、旅游贸易甚

至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与中药产业融合，诞

生更多的新业态，为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

活力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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