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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我国的传统国粹，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药产

业是我国医药产业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的战略性产业。 

近年来，受益于中药现代化等因素拉动，中药产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如今我

国中药产业开始向现代化、大健康方向延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我国中药产业现状 

我国拥有丰富的中药资源，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统计，我国现有中药资源

12807 种，其中，药用植物 11146 种，药用动物 1581 种，药用矿物 80 种，320

种常用植物药材蕴藏量达到 850 万吨左右；全国药材种植面积超过 580 万亩，

药材生产基地 600 多个，常年栽培的药材达 200 余种。 

随着国家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

干意见》、《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等政

策相继出台，我国中药产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1、中药工业总产值实现大幅增长 

据 201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显

示，到 2015 年，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预计将达 5590 亿元，这意味着年均增长

为 12%。“十一五”期间，我国的中药工业总产值实现了 22%的增长速度，从

2005 年的 1192 亿元增长至 2010 年的 3172 亿元。 

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显

示，2014 年中药生产企业达到 3813 家，中药工业总产值 7302 亿元，提前完成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总产值 5590 亿元目标。 

2、中药工业产值增速超过医药工业平均增速 

我国七大类医药工业总产值在“十一五”期间复合增长率达到 23.31%，进

入“十二五”，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14 年总产值达 25,798 亿元，同比增



长 15.70%。 

中药行业包括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两大门类。其中，2014 年中成药工业总产

值达 6,141 亿元，同比增长 17.10%，增速超过医药工业总产值同期增长率。这

表明，中药产业己经发展成为我国医药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在很大

程度上直接影响医药行业整体的发展。 

表 1：2010 年至 2014 年我国医药工业及三类制剂工业产值规模 

单位：亿元 

子行业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化学药品制剂 3,474  20.77% 4,262  22.67% 5,233  22.80% 5,931  13.35% 6,666  12.40% 

生物制剂 1,346  26.16% 1,782  32.38% 1,905  19.70% 2,465  29.38% 2,908  18.00% 

中成药 2,614  27.23% 3,522  34.73% 4,253  20.80% 5,242  23.26% 6,141  17.10% 

医药工业总产值 12,350  24.16% 15,624  26.50% 18,770  20.10% 22,297  18.79% 25,798  15.70% 

注：全国医药工业系指七大子行业的总和，包括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生物制剂、

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中成药、中药饮片。 

数据来源：南方所“中国医药经济运行分析系统”。 

二、我国中药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中药产业市场销售稳中有增，在整个医药产业中所占的市场份

额也日益扩大。如今我国中药产业开始向大健康产业方向延伸，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前景。 

1、“中药现代化”前景光明 

中药现代化的内涵是指将传统中药的特色优势与现代化科学技术密切结合，

研制、开发现代中药。现代中药是指基于传统中医药的理论和经验，严格按照

GAP（药材生产管理规范）、GLP（药品非临床研究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

试验管理规范）、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标准规范，能进行大规模生

产，使中药产业实现“大品种”、“大企业”和“大市场”，同时兼具三效（高

效、速效、长效）、三小（剂量小、毒性小、不良反应小）和三便（便于储藏、便

于携带、便于服用）等特点。 



通过现代化，中药可在国际医药主流市场申请新药认证，打入主流医药市场，

还可以使相关中药品种成为国内广大西医师和患者能够理解并“科学”使用的药

物。而西医体系在基因组、蛋白质组等方面的前沿研究也越来越确认中医整体观

的正确性，未来，中医可望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医学体系。 

2、非处方药品管理推动中药市场发展 

自药品分类管理实施以来，中国非处方药市场发展迅猛。中国 OTC 市场自

2000 年推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以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目前已成为

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并且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高速增长。 

根据中康 CMH 发布的中国药品零售市场数据，2014 年中国药品零售市场

规模 2,817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 9.57%，其中，药品销售 2206 亿元，同比增

长 9.15%。在药品市场中，OTC 药的销售规模为 1208 亿元，处方药销售规模

816 亿元。化学药 2014 年的销售规模为 1057 亿元，中成药销售规模为 966亿

元，中成药和化学药增幅相近，前者同比增长 8.78%，后者 8.58%。在中国 OTC

市场的药品中，中成药销售比例占绝对优势，该市场的发展对中药行业的发展十

分有利。 

3、中药养生保健优势明显 

社会发展、收入增加和观念改变带来了医药消费市场的升级与分化，药品消

费市场已由过去单纯的治疗需求，向高端的预防、保健、康复等方向分化发展。

而中药企业向保健品等健康产品进行产品和品牌延伸具有天然的优势，中药充分

利用中医药重在预防保健、“治未病”的特点，为急剧膨胀的亚健康人群提供各

具特色的产品。保健领域监管尚不及医药领域严格，标准较为宽泛，发展空间较

大，这给那些拥有道地药材资源、畅通营销渠道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