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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扬　于志斌　霍卫（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１０００２１）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９年我国对外贸易
遭遇严寒，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１３９％，医药行业
经历了２００８年及２００９年１～６月份的艰难跋涉后，
７～１２月份进出口形势迅速回暖，与我国整体外贸
形势形成反差，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达到９８％。

中药产品贸易更是峰回路转，进出口总额突破

２０亿美元，同比增速位居医药各类商品之首（西药
类，医疗器械类，中药类），增长幅度为 １４３６％，
是２００７年以来的最好水平。其中，中药类商品出口
１４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７２％，比２００８年高出３
个百分点；进口５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２１４％，比
２００８年高出１６个百分点，达到近六年来的最高点。

１　贸易概况

１１中药各类商品贸易形势各不相同
２００９年中药类商品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顺

差额达到９２亿美元，但出口增幅低于进口增幅１０
个百分点。各单项商品中，提取物和中药材贸易均

为顺差，提取物出口占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４４８％，位居首位；中药材、中药饮片出口占中药
类产品出口总额的３７９２％，位居第二；中成药和保
健品贸易出现逆差，中成药贸易继２００８年后，第二
次出现逆差，逆差额略呈增势；保健品贸易除２００６
年外，自２００３年起一直呈现逆差，２００９年逆差额达
到２３１４５万美元，是逆差额最高的一年。
１２一般贸易为中药进出口的主要方式

从贸易方式上看，一般贸易仍为中药进出口的

主要方式，其中，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中药产品

占中药总出口额的８３７３％；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
中药产品占中药总进口额的６８９７％。进口贸易中，
进料加工贸易占比１７１４％，出口贸易中，进料加工
贸易占比７８９％。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是中药
进口又一特色方式，２００９年以此方式进口的中药商
品量达到２１７５４ｔ。边境小额贸易方式是中药出口的
另一特色，２００９年以此方式出口的中药商品量达到
３１８７５ｔ，是除一般贸易外，出口数量最多的贸易
方式。

１３企业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２００９年，中药类产品出口企业共计 ２７６６家，

民营企业成为出口主力军，出口金额占比高达

４１１４％；三资企业出口金额占比３３７８％；国营企
业退出了中药类产品出口第一军团，出口金额占比

仅为２４８７％。值得关注的是，在民营企业中，私人
企业的出口量占九成以上。

从事中药类产品进口的企业为１３８０家，三资
企业进口势头强劲，进口金额高达２７亿美元，占
比４９７３％，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是三资企业中的主
要力量，进口金额高达１９亿美元；民营企业进口
金额２１亿美元，占比３９０７％；国有企业进口额仅
占６０００万美元，占比１１１８％。

２　２００９年中药各大类商品进出口贸易特点

２１中药材、中药饮片：年头年尾两重天，有惊无险度
２００９年，我国中药材进出口全年表现比较突出，

进出口额达到６５亿美元，同比增加７２％。其中，
出口额５５亿美元，同比增加６４％；进口额０９亿
美元，同比增加１２２％，基本保持了平稳增长。但是
细看上、下半年出口形势却明显不同，上半年和下半

年呈现出 “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上半年出口明显乏

力，１月份出口额同比２００８年下降３０％；下半年开始
强力反弹，１２月份出口额同比上升３０％，年初和年
尾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状况反映了一年来中药材、中药

饮片出口从低估走向复苏情况，尤其是２００９年７～１２
月份，中药材、中药饮片单月出口额连创新高。

２００９年，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大宗产品出口量同比
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幅。枸杞子、冬虫夏草、菊花和白

术等品种出口量增幅都超过５０％。增幅最大的是孜
然，出口量以及出口额增幅超过３００％。

我国中药材主要的出口市场是亚洲。其中以香

港、日本及越南为主，三个地区出口总额占全部出口

额的１／２以上。出口香港的中药材，一部分加工成中
成药，大部分以中药药材形式转出口至其他国家和

地区。

我国中药饮片主要的出口省份大都有明确的出口

定位。出口额最大的两个省份广东和广西，借助区位

优势近几年一直占据出口的前两位。香港、台湾及东

南亚是中药材、中药饮片主要出口市场；广西靠近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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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９年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出口市场产品出口额占比
（按出口额统计）

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大部分中药材、中药饮片通

过边境贸易出口越南；安徽亳州针对韩国中药材、中

药饮片市场，２００９年出口增幅最大，同比增加４５％。
２００９年我国出口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的企业共有

１０００家，出口额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规模的企业仅７家，
前五名出口企业分别为：广西宁明进出口贸易总公

司、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津村药业有

限公司、亳州市亳广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四川川村中

药材有限公司

２２提取物：强劲增势成为拉动中药商品出口的主力
２００９年我国植物提取物是中药各商品中进出口

表现最为突出的商品类别，进出口额达到８２亿美
元，同比增加３６１％。其中，出口额达６６亿美元，
同比增加２３７％；进口额达１６亿美元，同比增加
１２９２％。出口额占中药商品出口总额的４４８％，是
拉动中药商品出口的主动力。

２００９年植物提取物各月度出口基本平稳，出口
额保持在５０００万美元上下。在上半年出口呈现小
幅下滑，下半年大部分月份呈现快速增长，９月份
同比增幅更是接近１００％。

从出口的产品结构看，出口金额增幅最大的是

天然色素类产品。从单一品种分析，甜菊提取物的

出口金额增势明显，２００９年甜菊提取物出口额达到
８４３０万美元，同比增加１３２％。

植物提取物产业具有一定的集群效应，各个省

市的植物提取物产业各具特色。比如，山东省以生

产食品添加剂用途的植物提取物为主，而浙江、上

海以生产药用及保健品用途的植物提取物为主。从

统计数据看，２００９年以出口食品添加剂和香精香料
植物提取物为主的省份，出口额都有大幅度增加，

比如山东与江西，甜菊提取物出口增幅较大，云南

香精香料出口增幅也比较明显。以出口药用及保健

品用植物提取物的省市，出口额有小幅下降，比如

浙江和北京。

２００９年，我国植物提取物主要出口市场依然是
日本和美国，日本市场比较稳定，植物提取物价格

和出口数量都保持平稳的增势，日本进口的植物提

取物大部分是由日本汉方药企业在中国投资企业来

完成中药材的前期提取生产的，比如日本津村等企

业。植物提取物对美国市场出口额同比增幅较大，

主要原因是出口美国的提取物价格增幅明显，平均

提高４９５％。其他植物提取物出口市场表现最抢眼
的是印度和马来西亚，同比增幅超过１００％。这两个
市场与２００８年表现突出的墨西哥市场相类似，都是
由于单一商品出口量大幅上升带动整个市场走势。

出口印度的商品多集中于天然色素、香精香料等植

物提取物；而出口马来西亚的商品９０％以上是甜菊
提取物，这些商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领域。

图２　２００９年植物提取物出口市场情况

２３中成药：进出口同时萎缩，贸易逆差持续

２００９年，我国中成药累计进出口额达３３９亿美
元，同比下降４％。其中，出口额１６亿美元，同比
下降 ４２３％；进口额 １７６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３８８％。２００９年中成药贸易逆差为 １２４２万美元，
基本与２００８年１２２８万美元的逆差相当。
２００９年中国出口中成药到９５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出口增幅较大的国家为韩国、贝宁和越南；出

口下降较大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加纳、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加拿大和英国。

我国中成药主要出口市场仍是香港、日本和美

国，占我国中成药出口的 ５７％左右。香港是中成
药最大出口市场，出口比例占中成药出口的４１％，
２００９年内地对该地区中成药出口达６７３４万美元，
同比增长６％左右。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香港本
地对中成药的消费需求旺盛；二是部分香港客商在

美欧等国设有分公司，香港已成为中成药对全球出

口的中转站。２００９年我国对日本 “中式成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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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同比下降了２２％，出口金额为１４６２万美元，
同比下降了９５％。另外，２００９年底日本政府预算
甄别工作组计划将汉方药排除于公共医疗保险的适

用对象之外，若实施这一计划，将意味着自 １９７６
年以来一直作为医保药品的日式中药在日本可能成

为自费药，这将对今后中国中成药对日出口产生一

定影响，值得我们长期关注。２００９年，中国对欧
盟地区 “中式成药”出口数量同比下降 １９％，出
口金额为 １０２６万美元，同比下降了 １８％。欧盟
《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的过渡期将结束，到

目前我国依然未有中成药通过欧盟的简易注册，这

意味着从２０１１年４月开始，我国的中药在欧盟的
销售将受到严格管理，对未来中药出口欧盟市场产

生较大影响。

表１　２００９年中成药出口金额排序

排序 国家或地区 出口额（万美元） 金额同比％

１ 香港 ６７３４ ６

２ 日本 １４６２ －９５

３ 美国 １１８１ ５８

４ 马来西亚 ７３７ －１２７

５ 新加坡 ７０３ １０７

医保商会依据海关数据整理

２００９年我国中成药出口的企业共有６６１家，较
２００８年同期减少了８％。国有企业仍为中成药出口
的主体，全年出口达９５８８万美元，占整个中成药
出口的５９％，与２００８年同期相比下降了０５％。因
国有中成药企业及其产品具有较高的品牌信誉、较

大的生产规模和独立的产品知识产权以及比较固定

的市场消费人群，所以，国有中成药企业的出口一

直比较稳定。

中国中成药出口前三名的企业分别为：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医药进出口公司。

２４保健品：不温不火，进口、出口比肩增长
据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我国保健品累计进出口额

达 ２亿美元，同比上升 ３１％。其中，出口额达
８９１０万美元，同比增长２２％；进口额达１１亿美
元，同比增长了３９％。

我国保健品主要出口地区仍是日本和美国，这

两个国家从我国进口的保健品占我国保健品出口的

六成以上。我国保健品对亚洲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对北美和欧盟等传统市场出口继续保持增势。２００９
年中国保健品已出口到全球 ８０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出口增幅较大的国家为越南、加拿大、俄罗斯

联邦和荷兰；出口下降较大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韩国和香港。

虽然我国对北美和欧盟的保健品出口维持上升

趋势，但随着这些国家对保健食品行业质量安全标

准的提高和监督管理措施的加强，我国对上述地区

保健品出口的增幅较２００８年有所减缓。
２００９年中国保健品出口仍主要以鱼油、海藻和

王浆类产品为主，主要出口省市为浙江、广东、山

东和江苏等，安徽、青海和广东等地出口增幅较快，

北京和四川地区２００９年的保健品出口下降较大。三
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仍是保健品出口的主力军，两者

占中国保健品出口的８６％。

３　２０１０年展望：保质量创品牌，在后金融危机中
稳步前行

　　２０１０年，金融危机对贸易的影响尚未消除，
国际上预测，中国 ２０１０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１０％，而欧美经济增长率仅为３％ ～４％之间。中
国经济增长在 “保八”成功后，必然会继续出台

一系列刺激经济稳步增长的措施，国内医药产业

规模也有望随之扩大，中药国际贸易在持续升温

的同时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劳动力成本继续

提升，企业出口检测、运输、保险投入进一步加

大，中药主要出口市场贸易环境尚未恢复等。国

际上，美国 ｃＧＭＰ法令，欧盟《传统植物药注册程
序指令》，韩国中药材进口实施电子数据库核查

管理，这些严管中药进口的法律措施会对中药出

口企业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

频发更是中药出口的羁绊；诸多不利因素，都会

对中药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

对中药贸易的考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

国在世界范围内打出 “携手中国制造”的亮剑之

举，也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产品建立了信

心；中医药在治疗疑难杂症和重大疫情中的突出

表现更是得到全球的广泛认知；加强中药原料的

溯源性管理，保证产品质量更是扩大出口的基

础；减少原料型产品出口，进行深加工创品牌是

企业升级、发展的必备条件。２０１０年将是中药贸
易的春天，国际上对提取物和中药饮片的需求还

将进一步扩大，国家应对危机促进出口扶植政策

逐步到位，预计 ２０１０年提取物增幅有望提升，
保健品贸易逆差现象会有所改变，全年我国中药

类商品出口仍将保持１５％以上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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