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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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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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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中药材则是中医药发展的根本。2016

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更是强调2016年，要 &ldquo;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rdquo;，

&ldquo;全力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rdquo;。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是中医药发展进程中极具历史意义的五年，是规划目标实现最

好、服务能力提升最快、人民群众受益最多的五年。面对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大力

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扩大服务供给，引导消费，一大批适应市场的新产品、新业态成为健

康产业新的增长点。

      首部《中医药法》即将颁布

      中医药产业受制于相关法制不健全，近年来的中药审批正出现边缘化趋势。从2009年

到2014年，中医药获得批准的数量，2009年中药批准上临床的数量有81个，批准上市的有93个

，到了2014年批准上临床的只有28个，批准上市的只有11个，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这种大幅

度下降不是说仅仅是2009年跟2014年比，是2009年到2014年这五年时间都在下降，中药的批准

上临床跟批准上市的都在下降。

      此次国家立法不同于以往的中医药条例，将更加系统、深刻、完善地回答中医药发展一直

面临的一些问题。&ldquo;比如中医药怎样解决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怎么更好地融入经济产业

链，民族医药怎样兼容并蓄、更好得到体现等。&rdquo;

      此次草案在中医药企业的资格准入、人才培养以及中医药服务等制度上均做出了规定。草

案提出：政府应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合理配置资源以及提升服务能力，并将支持发展

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将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同时制定医保支付政策，将符合条件

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饮片、

中成药和中药制剂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即将面世的《中医药法》会给整个中药行业带来利好，中药现代化和

中药国际化或将迎来与以往不一样的发展。

      产业融合加快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中医药与养老、旅游等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养生、保健、康复等方面的潜力持续

释放。2014年，中药工业总产值超过了7300亿元，占我国医药工业总值近1/3，进出口额达

到46.3亿美元。研制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产品，5个中药大品种年销售额均在30亿

元以上。

      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越来越多的地方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加强中药资源保护与



合理利用为契机，推动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带动地方绿色经济发展，促进

了生态环境修复。推进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初步形成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

，建立了大宗、道地、濒危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实现了中药产业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良性互动。

      中药借助一带一路 走出国门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成为2016年中医药发展的一

大重点。我国将全力推动中医药的海外发展，以服务 &ldquo;一带一路&rdquo;为重点，开展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具体包括加快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

贸易，建设一批服务贸易示范机构，逐步建立中医药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和国际营销体系，推

进中医药标准国际化，推动建立中医药标准国际化体系等。      

中药市场迎来商机

      随着我国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药产业规模明显扩大。有数据显示

我国中药产业年规模已达4100亿元以上，占国内医药市场的3成，中药出口已达23.32亿美元，

全国中药生产企业已近1500家。

      如今，美国已成为中国中药材出口的第三大市场。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中药材

货值总额达2.7亿美元，占中国中药出口的14.1%，其中，植物提取物占对美出口中药材

的78.2%。

      我国中药产业的形势向好，中药材市场可谓&ldquo;大河有水小河润&rdquo;，由于受人口

增长、老龄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影响，全国中药产品需求成倍增长，消费市场需求

加大，加快了中药材产业发展步伐，目前国内中药材市场年需求量在200万吨以上。

      虽然成果显著，但中医药发展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中医药服务资源布局、结构仍需

加快调整，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不断推进中医中药协调发展。

      本中药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

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

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国

中药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

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中药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中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中药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

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

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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