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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斌（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　近年来，中药材价格异常波动，已严重影响了中药材种植企业、流通企业、中药生产企业以及医院
和普通消费者。通过中药材市场调研，了解市场流通现状以及中药材价格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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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初，七成以上中药材的批发价上涨 ５０
％，部分中药材的价格上涨超过５倍；自８月份开
始，部分中药材价格又出现大幅下滑。中药材价格

的异常波动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相关

部门进行市场调研。医保商会参与了商务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

管理局等组织的中药材市场调研，主要是调研中药

材种植、流通、使用的基本情况。现将调研情况分

析如下。

１　中药材市场现状

１１中药材流通模式
目前中药材流通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渠道：一是

１７家中药材专业市场。１９９６年，国务院授权卫生
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局、工商总局联合

对当时混乱的中药材市场进行整顿，于１９９８年批准
保留了１７家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这１７家市场成为中药材流通的主渠道，其中药材流
通量占全国中药材交易总量的７０％左右；二是产地
市场和中小规模中药材市场。这些市场主要存在于

中药材产地，以经营道地中药材为主，品种较为单

一，交易规模不大。如云南文山州的三七产地市场，

主要经营三七，甘肃陇西文峰中药材市场主要经营

西北道地药材，目前，此类市场的数量约有２３家；
三是药材公司或者中成药生产企业与农户签订种植

合同，采用 “公司＋农户”模式，从产地直接到生
产需求地，是一种便捷的中药材流通模式。

中药材市场的开办者，大多是商业地产商，中

药材的经营者多为农民，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农贸市

场类似，结算基本以现金为主（仅有安徽亳州、成都

荷花池等大型市场开始尝试借记卡交易）。中药材流

通过程是：经营者（农民）将药材卖给药材公司或

者药品批发企业，然后可能会在各个药材专业市场

中倒手，最后由公司卖给中药生产企业和医疗

机构。

１２中药材市场管理现状
中药材专业市场经整顿后，再没有任何部门对

中药材市场的规范发展提出过要求，日常监管基本

处于失控的状态。从有关部门 “三定”职责看，食

品药品监管局负责中药材专业市场监管、中药材生

产经营质量管理的职责，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中药

材生产扶持项目管理，中医药局负责中药产业发展

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但从目前各种情况看，相关

部门并未很好履行职责，中药材市场实际处于无人

监管的状态。

１３中药材价格波动情况
新医改之前，中药材价格总体不高，波动也不

大。但近两年来，七成以上中药材批发价均有５０％
以上的涨幅，太子参、三七、党参等个别品种的涨

幅在１０倍左右，如太子参由２００９年初的２０元（千
克价，下同）涨至３００元，涨幅高达１４倍；三七由
６０多元涨到最高峰时的５５０元，涨幅高达８倍。中
药材涨价对中药相关行业都造成较严重影响，从药

农、中成药生产企业，到医疗机构和普通老百姓，

都感到中药材价格涨幅过大，较难接受。部分中成

药生产企业甚至放弃了部分药品的生产。

２　中药材价格异常波动原因

２１中药材种植基础薄弱，易受自然灾害影响
目前，我国中药材种植基本以家庭为单位，并

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其农产品的属性，产量极

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比如三七的价格大幅上涨就是

缘起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秋冬春西南五省三季连旱，造成
当地药材大量减产。另外，中药材种植缺乏国家相

应的保护政策，比如种植补贴、保护价收购等政策，

多年来一直维持在低价水平。某种程度上说，中药

材的价格被长期低估，药农种植的积极性不高，种

植面积连年下降，产量的降低，必引发价格上涨。

２２种植成本增加，推高价格
ＣＰＩ指数连续走高，各类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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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的种子种苗、地租、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

以及劳动力价格都大幅上扬，种植的成本提高必然

推高中药材的价格。以三七种植为例，２００６年的每
公顷成本为１３５万元左右，目前每公顷成本约为４２
万元，种植成本已上涨了３倍，中药材价格的上涨
成为自然。

２３市场需求增大，提升药材价格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药材在防治疾病上

越来越受到民众青睐，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不断宣

传中医药养生，中医药在国内外蓬勃发展，中药材

的需求增长迅速，需求带动价格上涨。

２４产、供、销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脱离价值规律
我国尚没有一套全面、准确、权威的中药材行

业基础信息，不清楚重点中药材品种的种植面积、

产量等基本情况，中药材种植户和经营者之间的信

息严重不对称，供求信息不畅，使中药材市场背离

“供求条件决定的市场价值理论”，市场这只看不见

的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有形的手却可以趁机介

入，囤积居奇，炒作中药材价格。

３　中药材流通的主要问题

３１缺乏准入标准和严格监管，市场管理不规范
我国中药材专业市场没有统一的标准，商户进

入市场更没有准入门槛可言。中药材的晾晒、包装、

存储、运输和交易结算等均没有相应的规范。市场

开办者对商户的登记管理不严，也不掌握商户的资

信状况，对市场经营规模、商户的经营状况等缺乏

统计。有关监管部门对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监管不严，打击力度不够。还有大量的

商户违法加工和经营中药饮片，甚至经营毒性中药

材和中药饮片。

３２缺乏质量检验和流通追溯体系，中药材质量难
以保证

　　目前市场中大多没有专门的质量检验机构，不
合格的伪劣、掺假中药材或者硫磺过度熏蒸的中药

材混入市场。中药材包装以编织袋等简易包装为主，

包装上没有标识药材名称、产地、生产日期等基本

信息。流通过程中，中药材的一切信息仅凭商家经

验判断，若发生中药材质量安全事故，无法查找原

因、追溯产品流向。

３３缺乏信息引导，中药材价格涨幅较大
中药材在种植、流通、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缺

乏政府的信息引导，加之近年来，种植成本逐渐提

高、市场需求增加、游资炒作等多种因素，形成中

药材价格异常上涨的局面。

３４储备制度不健全，难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价格异常波动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储备药品主要是西药
和中成药，不包括中药材的储备。一旦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药材价格将使防疫成本大大提高。例如

“非典”时期，价格飞涨的板蓝根和金银花很大程

度增加了国家防治 “非典”的成本。近两年来，一

些品种的大幅上涨，也是由于缺乏中药材储备制度，

导致政府无法调控市场。

４　政策建议

按照商务部药品流通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与

中药材流通有关的要求，在中药材流通领域可以开

展以下工作，推动中药材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４１制定全国中药材专业市场准入标准
商务部应联合食品药品监管局、中医药局、工

商总局研究制定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开办标准，对现

有不符合标准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进行调整和重新登

记，并向社会公开。

４２建立中药材重点品种运行监测系统
国家应该尽快建立中药材市场运行监测平台，

定期发布中药材重点品种种植面积、产量、价格等

基本情况，搭建中药材种植户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

桥梁，引导产销，推动中药材价格波动回归理性，

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４３制定中药材流通编码标准，推动建立中药材流
通追溯体系

　　商务部已经启动中药材流通编码标准的建立工
作，并已取得初步进展。同时，商务部已与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动四川中药材

流通追溯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今后将推广至全国其

他地区。

４４推动建立中药材重点品种的储备制度
我国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而来，国家储备是对

不健全市场的有益补充，是避免大资金囤积炒作的

重要手段。当前，应推动建立重点中药材品种国家

储备制度，中药材价格过低时，国家可以保护价收

购，减少药农损失；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可以

及时出库增加市场供应，稳定中药材市场价格。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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