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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药行业是盈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药作为我国的民族医药产业，长期以

来都是我国医药政策扶持的重要领域。随着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医药产业保持了

良好的发展势头。  

      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262.33亿元，增速达到38.59%。行业工业总产值

占GDP比重连续五年持续上升，达到0.90%，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2012年，中药制造行业实现利润总额507.52亿元，同比增长17.94%。其中，中药饮片加工业

实现利润总额71.04亿元，同比增长27.45%；中成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436.48亿元，同比增

长16.52%。

      2013年年，受益于政府出台的鼓励使用中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我国中药行业保持稳步增长

。当前，政府仍在积极加强各层级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并鼓励中医及中药产品在疾

病治疗中的使用比例，同时，在中成药产品的招标、定价等各个环节均给予政策扶持。

      中药因为药食同源的基础和临床功效，具有很大市场潜力和开发空间，随着回归自然思潮

影响，市场需求还会不断增长。中药除了治疗药品，还可以开发保健品、食品、饮料、化妆

品、中药兽药、中药饲料添加剂等等，将会带来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预计到2015年，包括

中药工业、中药农业、中药商业、中药保健品、中药食品以及中药加工装备制造业等在内的

大中药产业产值将达到1万亿元。

      《2016-2022年中国中药市场分析预测及前景趋势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领衔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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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告揭示了中药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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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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11-2013年中药行业重点上市公司分析

10.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10.1.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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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2012年1-12月同仁堂经营状况分析

10.1.4　2013年1-3月同仁堂经营状况分析

10.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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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2013年1-3月太极集团经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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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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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2012年1-12月华润三九经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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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4.1　公司简介

10.4.2　2011年1-12月九芝堂经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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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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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营运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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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2011-2013年中药市场竞争分析

11.1　中药行业竞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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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中药行业的竞争特点

11.1.3　中药行业的集中度情况

11.1.4　中药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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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中药饮片行业的竞争格局

11.2.3　心脑血管疾病用药竞争格局

11.2.4　肿瘤疾病系统用药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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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国中药行业竞争组群及核心竞争力分析

11.3.1　行业竞争组群概述

11.3.2　一级群体分析

11.3.3　二级群体分析

11.3.4　三级群体分析

11.3.5　四级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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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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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011-2013年中药的研究与开发



12.1　中国中药研发的概况

12.1.1　中药科研发展的概述

12.1.2　中国特色的中药研发道路

12.1.3　中药业成立循证药物经济学研究平台

12.1.4　中国中药炮制共性技术研究进展顺利（ZYXH）

12.1.5　中国鼓励中药老产品上市后再研究

12.2　各领域技术研发现状

12.2.1　中药有效成分提取新技术的研究进展

12.2.2　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的概述

12.2.3　纳米技术和纳米中药的研究分析

12.2.4　生物工程技术在中药领域应用前景光明

12.3　高新技术在中药领域的应用现状

12.3.1　高新技术在中药制药工程中的应用与发展

12.3.2　中药制剂中高新技术的应用

12.3.3　中药制造中的集成技术介绍

12.4　2011-2013年我国各地区中药研发状况

12.4.1　湖北省中药新药研发状况分析

12.4.2　广东国家级中药饮片研发中心成立

12.4.3　新疆抗抑郁中药研发进展状况分析

12.4.4　澳门抗关节炎中药制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2.4.5　合肥研发染色中草药铜残留鉴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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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中药研发中存在的三大致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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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中药技术发展市场机制不健全

12.6　中药研发市场的发展建议

12.6.1　促进中药研发的建议分析

12.6.2　中药研发的路径选择解析

12.6.3　中药新药研究的系统思维运用

12.6.4　中药研发可选择联合开发

12.6.5　中药新药研发应遵循的基本要求



 

第十三章　2011-2013年中药在几个重要领域的应用

13.1　药物经济学理论在中药合理应用中的引导

13.1.1　中药的用药特点与合理用药

13.1.2　药物经济学在中药合理用药中应用的意义

13.1.3　药物经济学理论指导中药临床合理应用的措施

13.2　中药治疗癌症

13.2.1　中成药治疗癌症的机理分析

13.2.2　中药的抗肿瘤作用分析

13.2.3　已上市抗癌症中药的概述

13.2.4　中药治疗癌症发展概况

13.2.5　香港大学发现植物中药抗癌疗效显著

13.3　中药治疗心血管病

13.3.1　中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优势分析

13.3.2　中药调整血脂预防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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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中药治疗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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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中药治疗艾滋病

13.5.1　中药治艾滋病有独特疗效

13.5.2　中药复方治疗艾滋病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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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2011-2013年中药现代化分析

14.1　中药现代化概念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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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中药现代化发展面临的五大难题（ZYXH）

14.5　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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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　建设和完善中药数据库系统

14.5.4　运用专利策略推动中药现代化发展

 

第十五章　中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15.1　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15.1.1　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概念



15.1.2　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

15.1.3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迅速

15.1.4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现状

15.1.5　新《专利法》解读

15.1.6　知识产权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15.2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15.2.1　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方式

15.2.2　中国法律法规对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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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中药品种保护

15.4.1　我国中药品种保护取得的成效

15.4.2　中药专利保护与品种保护的关系和区别

15.4.3　中药品种保护政策实施对行业的影响

15.5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15.5.1　我国中药专利保护发展建议

15.5.2　中药商标保护对策与建议

15.5.3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思路探析

15.5.4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建议

 

第十六章　中药行业投资分析

16.1　中药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16.1.1　高投入、高风险性、高收益



16.1.2　市场进入壁垒高

16.1.3　集中程度高

16.1.4　成长性

16.2　中药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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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发展动力强劲

16.2.3　产品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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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　中药饮片

16.3.2　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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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区域投资建议

16.5.3　投资规模建议

 

第十七章　中药市场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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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　市场发展趋势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1　国家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中药部分分类报告目录：

图表2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总产值及占GDP比重

图表3　我国中药制造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图表4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速变化

图表5　2007-2011年中成药产量变化情况

图表6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供给结构变化情况

图表7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变化情况

图表8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需求结构变化情况

图表9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主要指标统计

图表10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资产及负债变化趋势

图表11　2007-2011中药制造行业三费变化情况

图表12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三费同比增速图

图表13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三费比重变动图

图表14　2007-2011年中药制造行业经营效益指标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zhongyao/U72719WXDG.html

http://www.abaogao.com/b/zhongyao/U72719WXD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