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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丹参是我国常用大宗药材品种，山东省是丹参的主要道地产区，产量和质量居全国首位。

       一、丹参种植现状

       2015年山东省丹参种植面积比往年扩大20%左右，除传统的老产区像临沂的平邑县、日照

的莒县、泰安的新泰、潍坊的临朐、淄博的沂源、莱芜等比较稳定外，像济南的济阳、德州

的夏津、烟台的莱阳与龙口，枣庄的山亭等地都有较大规模的发展。

受春季严重干旱的影响，目前全省丹参的长势弱于上年，缺苗断垄现象比较普遍，一般可

达15%左右，山区丘陵、旱地、无覆膜栽培地块尤为突出。整体状况是水浇地好于旱地，平

原好于丘陵，覆膜种植优于不覆膜种植。

       二、管理措施

       一是追肥除草，对于长势较弱的地块及时追肥，结合中耕除草每亩追施三元素复合肥15

～25公斤；二是提前做好排水防涝工作，依据地块地势，注意疏通或修建排水渠，防止大雨

时田内形成积水内涝；三是适时摘花打顶，目前丹参已进入开花期，对于非留种田，要进行

打顶摘花，促进营养生长，扩大植株光合面积，增强光合能力，提高产量；四是及时防治丹

参病虫害。1989-2017年丹参价格统计表（元/千克，安徽）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989   3.0   3.0   3.0   2.8   2.8   2.8   3.0   3.0   3.2   3.2   3.2   3.2     

 1990   3.4   3.4   4.0   5.0   5.2   5.2   5.5   5.5   5.5   5.5   4.8   4.8       1991   5.2   5.7   6.2   6.2   6.0   6.3   6.5  

6.5   6.5   6.5   5.5   4.5       1992   4.5   4.5   4.5   3.8   3.2   2.8   2.6   2.4   2.4   2.8   2.8   2.5       1993   1.8   1.8  

1.8   1.6   1.6   2.1   2.1   2.1   2.1   1.9   1.9   1.9       1994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2.0   3.0  

3.5       1995   3.0   3.0   3.5   3.0   3.0   3.0   3.3   3.5   3.5   3.5   3.9   3.8       1996   3.8   3.8   3.9   3.9   3.9   3.9  

3.9   4.0   4.0   4.5   5.0   4.6       1997   5.2   5.5   6.0   7.0   7.0   6.0   6.0   6.0   6.2   6.2   6.5   6.2       1998   6.7  

7.2   7.2   7.2   7.0   7.0   7.0   8.8   12.5   12.0   12.0   10.5       1999   10.5   10.5   11.0   12.5   12.5   11.5   11.5  

11.5   12.0   11.0   6.5   4.8       2000   4.5   4.8   4.8   4.0   4.2   4.6   5.0   5.5   5.8   5.0   5.0   5.0       2001   5.0  

5.0   5.0   4.5   4.5   4.5   4.3   4.3   4.2   4.2   4.2   4.2       2002   4.2   4.0   4.0   3.5   3.3   3.3   3.0   2.8   3.0   3.0  

3.0   3.0       2003   3.8   3.8   3.8   3.5   4.5   4.0   4.6   4.6   5.5   5.5   5.8   6.2       2004   6.2   6.2   6.2   6.0   6.0  

6.0   5.8   5.8   5.8   5.2   5.0   5.0       2005   4.8   5.0   5.0   5.0   5.0   5.0   5.5   5.5   5.8   5.8   6.8   7.5       2006  

7.2   7.2   7.2   7.0   7.0   7.0   7.0   7.0   7.0   7.5   7.5   7.2       2007   7.2   7.0   7.0   7.0   7.5   8.5   11.0   10.0  

10.0   10.0   10.0   9.0       2008   9.0   10.0   10.0   10.0   9.5   9.5   9.5   9.5   8.0   8.0   7.0   6.0       2009   3.8  

4.0   4.5   5.0   5.0   5.0   4.5   4.5   4.8   5.0   5.0   7.5       2010   7.5   7.0   7.5   8.5   8.0   8.0   8.0   7.5   9.5   9.5  

9.5   10.5       2011   10.5   11.5   11.5   11.5   14.5   15.0   15.0   15.0   15.0   15.0   13.0   13.0       2012   13.5  

14.0   14.0   14.5   14.0   13.0   13.0   12.5   12.8   12.5   12.0   13.0       2013   12.0   12.0   12.5   12.0   12.0  



12.0   12.0   11.0   11.5   12.0   12.0   11.0       2014   12.0   12.0   11.0   11.0   10.0   10.0   9.0   9.0   9.0   9.0  

9.0   10.0       2015   10.0   10.0   10.0   10.0   9.0   8.5   8.5   8.0   8.0   8.0   6.5   7.0       2016   7.00   7.00   7.00  

6.90   9.00   9.00   9.00   9.00   10.00   10.00   11.00   11.40       2017   11.50   11.50   12.00   12.50   13.00  

14.50   --   --   --   --   --   --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互联网+丹参产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分析报

告》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中国丹参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丹参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中国丹参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丹参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

丹参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丹参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丹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丹参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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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部分丹参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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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链的竞争谈判机制

二、产业链分析

第五节丹参行业发展历史回顾

 

第二章中国丹参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 一节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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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丹参政策还需调整

第三节丹参行业其他发展环境分析

 

第三章2014-2017年中国丹参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第 一节2014-2017年中国丹参行业市场发展基本情况

一、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二、市场特点分析

三、市场技术发展状况

第二节2014-2017年中国丹参行业市场工业总产值分析

一、市场工业总产值分析

二、2014-2017年不同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三、2014-2017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比较

四、2014-2017年行业市场工业总产值地区分布

第三节2014-2017年丹参行业市场产品供需分析

一、2014-2017年丹参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二、2014-2017年丹参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第四节2014-2017年丹参行业市场产品价格分析

一、2014-2017年市场产品价格走势

二、2019-2025年市场产品价格趋势预测

第四章2014-2017年中国丹参行业总体发展分析

第 一节丹参行业总体分析



一、丹参供需概况

二、丹参行业动态

第二节丹参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丹参产量情况

二、全国部分城市丹参价格1989-2017年丹参价格统计表（元/千克，安徽）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989   3.0   3.0   3.0   2.8   2.8   2.8   3.0   3.0  

3.2   3.2   3.2   3.2       1990   3.4   3.4   4.0   5.0   5.2   5.2   5.5   5.5   5.5   5.5   4.8   4.8       1991   5.2   5.7   6.2  

6.2   6.0   6.3   6.5   6.5   6.5   6.5   5.5   4.5       1992   4.5   4.5   4.5   3.8   3.2   2.8   2.6   2.4   2.4   2.8   2.8   2.5  

    1993   1.8   1.8   1.8   1.6   1.6   2.1   2.1   2.1   2.1   1.9   1.9   1.9       1994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2.0   3.0   3.5       1995   3.0   3.0   3.5   3.0   3.0   3.0   3.3   3.5   3.5   3.5   3.9   3.8       1996   3.8   3.8  

3.9   3.9   3.9   3.9   3.9   4.0   4.0   4.5   5.0   4.6       1997   5.2   5.5   6.0   7.0   7.0   6.0   6.0   6.0   6.2   6.2   6.5  

6.2       1998   6.7   7.2   7.2   7.2   7.0   7.0   7.0   8.8   12.5   12.0   12.0   10.5       1999   10.5   10.5   11.0   12.5  

12.5   11.5   11.5   11.5   12.0   11.0   6.5   4.8       2000   4.5   4.8   4.8   4.0   4.2   4.6   5.0   5.5   5.8   5.0   5.0  

5.0       2001   5.0   5.0   5.0   4.5   4.5   4.5   4.3   4.3   4.2   4.2   4.2   4.2       2002   4.2   4.0   4.0   3.5   3.3   3.3  

3.0   2.8   3.0   3.0   3.0   3.0       2003   3.8   3.8   3.8   3.5   4.5   4.0   4.6   4.6   5.5   5.5   5.8   6.2       2004   6.2  

6.2   6.2   6.0   6.0   6.0   5.8   5.8   5.8   5.2   5.0   5.0       2005   4.8   5.0   5.0   5.0   5.0   5.0   5.5   5.5   5.8   5.8  

6.8   7.5       2006   7.2   7.2   7.2   7.0   7.0   7.0   7.0   7.0   7.0   7.5   7.5   7.2       2007   7.2   7.0   7.0   7.0   7.5  

8.5   11.0   10.0   10.0   10.0   10.0   9.0       2008   9.0   10.0   10.0   10.0   9.5   9.5   9.5   9.5   8.0   8.0   7.0   6.0 

     2009   3.8   4.0   4.5   5.0   5.0   5.0   4.5   4.5   4.8   5.0   5.0   7.5       2010   7.5   7.0   7.5   8.5   8.0   8.0   8.0  

7.5   9.5   9.5   9.5   10.5       2011   10.5   11.5   11.5   11.5   14.5   15.0   15.0   15.0   15.0   15.0   13.0   13.0      

2012   13.5   14.0   14.0   14.5   14.0   13.0   13.0   12.5   12.8   12.5   12.0   13.0       2013   12.0   12.0   12.5  

12.0   12.0   12.0   12.0   11.0   11.5   12.0   12.0   11.0       2014   12.0   12.0   11.0   11.0   10.0   10.0   9.0   9.0  

9.0   9.0   9.0   10.0       2015   10.0   10.0   10.0   10.0   9.0   8.5   8.5   8.0   8.0   8.0   6.5   7.0       2016   7.00  

7.00   7.00   6.90   9.00   9.00   9.00   9.00   10.00   10.00   11.00   11.40       2017   11.50   11.50   12.00   12.50  

13.00   14.50   --   --   --   --   --   --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第五章中国丹参市场形势与营销战略分析

第 一节中国丹参市场形势分析

第二节中国丹参行业供需形势分析

一、丹参行业供需现状

二、丹参价格或将反弹

三、在金融危机下国内企业对策分析



第三节中国丹参行业企业的营销策略分析

第四节我国丹参上游行业发展态势展望

一、创造性地开拓市场

二、加强市场分析

三、注重建设现代化营销网络

第六章中国丹参行业竞争格局对投资影响分析

第 一节中国丹参行业波特五力分析

第二节丹参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企业集中度分析

二、市场占有率分析

第三节2019-2025年中国丹参行业未来竞争态势预测

一、竞争态势预测

二、竞争态势对投资的影响

 

第七章丹参行业上下游行业分析

第 一节丹参行业上游行业发展现状

第二节丹参行业上游行业发展趋势

第三节上游行业对丹参行业的影响

第四节丹参行业下游行业发展现状

第五节丹参行业下游行业发展趋势

第六节下游行业对丹参行业的影响

 

第八章丹参行业重点品牌企业分析

第 一节A公司

一、企业简介分析

二、企业主要经营数据现状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业务产品结构分析

四、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五、企业销售渠道联系方式分析

六、企业主要下游客户分析

七、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及走向分析

第二节B公司

一、企业简介分析

二、企业主要经营数据现状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业务产品结构分析

四、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五、企业销售渠道联系方式分析

六、企业主要下游客户分析

七、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及走向分析

第三节C公司

一、企业简介分析

二、企业主要经营数据现状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业务产品结构分析

四、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五、企业销售渠道联系方式分析

六、企业主要下游客户分析

七、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及走向分析

第四节D公司

一、企业简介分析



二、企业主要经营数据现状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业务产品结构分析

四、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五、企业销售渠道联系方式分析

六、企业主要下游客户分析

七、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及走向分析

第五节E公司

一、企业简介分析

二、企业主要经营数据现状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业务产品结构分析

四、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五、企业销售渠道联系方式分析

六、企业主要下游客户分析

七、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及走向分析

第六节F公司

一、企业简介分析

二、企业主要经营数据现状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业务产品结构分析



四、企业发展历程分析

五、企业销售渠道联系方式分析

六、企业主要下游客户分析

七、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及走向分析

 

 

第九章2019-2025年中国丹参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 一节2019-2025年中国丹参行业投资机遇分析

一、产业市场机遇分析

二、产业链中投资机会对比分析

第二节2019-2025年中国丹参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第三节2019-2025年中国丹参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二、技术风险

三、价格波动风险

四、市场竞争风险

五、进入退出壁垒风险

第四节管理风险分析

第十章中国丹参行业传统商业模式分析

第 一节丹参行业原料采购模式

第二节丹参行业经营模式

第三节丹参行业盈利模式

第四节OEM、ODM、OBM模式分析

 

第十一章中国丹参行业商业模式构建与实施策略

第 一节丹参行业商业模式要素与特征

一、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二、商业模式的模式要素

（一）行业价值模式

（二）战略模式

（三）市场模式



（四）营销模式

（五）管理模式

（六）资源整合模式

（七）资本运作模式

（八）成本模式

（九）营收模式

三、成功商业模式的特征

第二节丹参行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步骤

一、挖掘客户价值需求

（一）转变商业思维

（二）客户隐性需求

（三）客户价值主张

二、产业价值链再定位

（一）客户价值公式

（二）产业价值定位

（三）商业形态定位

三、寻找利益相关者

四、构建盈利模式

第三节丹参行业商业模式的实施策略

一、企业价值链管理的目标

（一）高效率

（二）高品质

（三）持续创新

（四）快速客户响应

二、企业价值链管理系统建设

（一）组织结构系统

（二）企业控制系统

三、企业文化建设

 

第十二章中国丹参行业商业模式创新转型分析

第 一节互联网思维对行业的影响

一、互联网思维三大特征



二、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行业发展

第二节互联网时代七大商业模式

一、平台模式

（一）构成平台模式的6个条件

（二）平台模式的战略定位

（三）平台模式成功的四大要素

（四）平台模式案例

二、免费模式

（一）免费商业模式解析

（二）免费战略的实施条件

（三）免费战略的类型

（1）产品模式创新型

（2）伙伴模式创新型

（3）族群模式创新型

（4）渠道模式创新型

（5）沟通模式创新型

（6）客户模式创新型

（7）成本模式创新型

（8）壁垒模式创新型

三、软硬一体化模式

（一）软硬一体化商业模式案例

（二）软硬一体化模式受到市场追捧

（三）软硬一体化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

（四）成功打造软硬一体化商业模式的关键举措

四、O2O模式

（一）O2O模式爆发巨大力量

（二）O2O模式分类

（三）O2O模式的盈利点分析

（四）O2O模式的思考

五、品牌模式

（一）品牌模式的内涵及本质

（二）成功的移动互联网品牌



（三）如何推进品牌经营

六、双模模式

（一）双模模式概述

（二）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是关键

（三）双模模式案例

七、速度模式

（一）什么是速度模式

（二）速度模式的主要表现

（三）速度模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三节互联网背景下丹参行业商业模式选择

一、丹参行业与互联网思维的结合

二、互联网背景下丹参行业商业模式选择

 

第十三章ZYLZG2019-2025年中国丹参行业投融资战略规划分析

第 一节丹参行业关键成功要素分析

第二节丹参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一、丹参行业进入壁垒

二、丹参行业退出壁垒

第三节丹参行业投资风险与规避

一、宏观经济风险与规避

二、行业政策风险与规避

三、原料市场风险与规避

四、市场竞争风险与规避

五、技术风险分析与规避

六、下游需求风险与规避

第四节ZYLZG丹参行业融资渠道与策略

一、丹参行业融资渠道分析

二、丹参行业融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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