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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药材GAP是《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简称，涉及从种质资源选择、种植地选择一

直到中药材的播种、田间管理、采购、产地初加工、包装运输以及入库整个过程的规范化管

理。中药材GAP作为一项旨在推动药材规范化种植、保证药材质量的非强制性行业标准，

自2002年6月1日起至今，已有10个年头。  

      2012年的中药材扶持资金规模再次增加1000万元，扶持规模达到1.35亿元。这对众多的建有

中药材GAP基地的中药企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

      中药材GAP如&ldquo;源之水本之末&rdquo;，是实施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和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基础，为GMP的实施提供了提供质量稳定的地道原料

，保证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可控，指标成分有清晰的表达，为GMP的过程提供准确的成分和

含量指标，也进一步保障了GSP的实施。基于此，预计我国医药行业将迎来中药材GAP基地

建设热潮。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中药材GAP基地行业市场监测与投资前景预测

报告》共八章。首先介绍了中药材GAP基地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药材GAP基地整体运行态

势等，接着分析了中药材GAP基地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药材GAP基地市场竞

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药材GAP基地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药材GAP

基地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中药材GAP基地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

药材GAP基地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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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