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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中药材进出口贸易分析
李得运，于志斌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　在中医药国际化背景下，２０１７年，我国中药材的进出口贸易平稳增长，我国对东盟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药材贸易增长尤为迅速。本文详细分析了２０１７年中药材出口和进口情况，并且对我国中药材贸易的未
来走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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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我国中药材贸易稳定发展，全年中药
材进出口总数量３１４５万吨，同比增长约１１％，中
药材进出口总额１４００亿美元，同比基本持平。随
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 “一带一路”沿线

建设的推进，中国对东盟和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中药材贸易增长幅度远高于我国对全球的中药材贸

易增长（详见图１、图２），东盟和 “一带一路”沿

线成为中药材国际贸易的市场风向标。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根据海关数据统计整理

图１　东盟和 “一带一路”沿线中药材贸易增幅与

全球增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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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东盟和 “一带一路”沿线在我国中药材

贸易中的占比

１　中药材出口情况

１１中药材出口量增价减，出口额基本持平。

２０１７年，我国出口中药材２２３５万吨，同比增
长９５１％，平均出口价格 ５１美元／ｋｇ，同比下降
１０７２％，中药材出口额１１３９亿美元，同比小幅下
滑２２３％。

·５４３·



２０１８年３月　第２０卷　第３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３

　　中国是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药材
出口价格与国内中药材价格密切联动。根据中药材

天地网数据，反映中药材总体价格情况的中药材综

合２００指数，从２０１６年底到２０１７年底，下降了约
９％，与中药材平均出口价格跌幅接近。

１２主要出口方向为亚洲地区。
我国８０％以上的中药材出口向亚洲地区（详

见表１），其余出口到欧洲、北美洲等地区。２０１７
年，日本、韩国等是我国中药材出口亚洲的最主

要市场。

表１　２０１７年我国中药材主要出口方向
出口方向 出口数量（万吨） 出口额（万美元） 出口数量占比％ 出口金额占比％ 主要出口市场

亚洲　　 １８５４ ９７１４３７０ ８３０ ８５２８ 日本、韩国

欧洲　　 １８６ ９１０２１９ ８３ ７９９ 德国、荷兰、法国

北美洲　 ０９６ ４８９７６５ ４３ ４３０ 美国、加拿大

非洲　　 ０７４ １３３７１６ ３３ １１７ 苏丹、摩洛哥、埃及

大洋洲　 ０１２ ９３２６９ ０５ ０８２ 澳大利亚、新西兰

拉丁美洲 ０１３ ５００７３ ０６ ０４４ 巴西、智利、阿根廷

全球合计 ２２３５ １１３９１４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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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对东盟及 “一带一路”地区中药材出口大幅

增长

　　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目前是中国
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地区。２０１７年，中国对东盟和 “一带一路”

沿线中药材出口呈现高速增长势头，中药材出口数

量和出口额增幅远高于我国对全球中药材出口增幅

（详见图３、图４）；东盟和 “一带一路”地区在我

国中药材出口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对东盟出口中

药材数量占我国中药材出口总量的１３％，对 “一带

一路”沿线出口中药材数量占我国中药材出口总量

的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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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东盟和 “一带一路”沿线在我国中药材

出口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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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东盟和 “一带一路”沿线中药材出口

增幅与全球对比

在东盟及 “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中，中国

对越南中药材出口数量和出口额最多、增长最快。

中国对越南中药材边境小额贸易发展迅速，边境小

额贸易出口额占中国对越南中药材出口总额的

８８７０％。２０１７年，中国对越南中药材出口数量
１３９万吨，同比增长 ２６１１５％，出口额高达 １１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９８６０％，占中国对东盟中药材
出口总额的５４％，占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中药材出口额的３８％。

１４民营企业为中药材出口主力，但是单个体量上
还存在明显差距

　　根据企业性质不同，中药材出口企业主要有三
类，分别是：国营企业、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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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包

括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根据海关数据统计，２０１７
年，开展中药材出口经营的企业共有１２０９家，其中
民营企业达１０１４家（详见图５），占中药材出口企业
总数的８４％。民营企业对中药材出口总额的贡献达
７０７６％，民营企业创造的中药材出口额是三资企业
和国营企业之和的２４倍。但是，平均每家民营企
业创造的中药材出口额仅为国营企业或三资企业的

约１／２，说明单个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和三资企业
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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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类型中药材出口企业中药材出口情况对比

１５主要出口品种为药食两用品种

２０１７年，我国中药材十大出口品种（以金额计）
为：人参、枸杞子、肉桂、红枣、茯苓、冬虫夏草、

半夏、当归、党参、西洋参，占我国中药材出口总

额的４４％，以药食两用品种为主。

２　中药材进口情况

２１中药材进口量价齐增

２０１７年，我国进口中药材９１０万吨，同比增加
１３６２％，平均进口价格 ２８７美元／ｋｇ，同比上涨
１４１５％，中药材进口总额 ２６１亿美元，同比增
加２９６９％。

２２亚洲为最主要进口货源地

２０１７年，我国从亚洲地区进口中药材 ８２６万
吨，占我国中药材进口总数量的９０７７％（详见表２、
表３）；从亚洲地区进口中药材金额 １６４亿美元，
占我国中药材进口总额的６２７９％。亚洲地区的主要
货源国家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等。

表２　我国从全球各大洲进口中药材数量及金额

地区
进口数量

（万吨）

进口额

（万美元）

进口数量

占比（％）
进口金额

占比（％）

亚洲　　 ８２６ １６３７２７１ ９０７７ ６２７９

非洲　　 ０３７ １３０５３９ ４０７ ５０１

北美洲　 ０１８ ４０６５７６ ２００ １５５９

大洋洲　 ０１７ ３７０６１１ １８５ １４２１

欧洲　　 ０１２ ４２０９４ １２７ １６１

拉丁美洲 ０００３７ ２０５９７ ００４ ０７９

全球合计 ９１０ ２６０７６８８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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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我国从各大洲主要进口品种（以金额计）及主要货源国
地区 主要进口品种 主要货源国家

亚洲　　 龙眼，番红花，乳香、没药及血竭 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

非洲　　 乳香、没药及血竭，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其他（龟壳、鲸须、其他兽胶、蹄、甲爪

及喙等）
加纳、埃塞俄比亚、索马里

北美洲　 西洋参，其他（龟壳、鲸须、其他兽胶、蹄、甲爪及喙等），其他濒危野生兽牙、兽牙粉末及

废料
加拿大、美国

大洋洲　 鹿茸，其他（龟壳、鲸须、其他兽胶、蹄、甲爪及喙等） 新西兰、澳大利亚、瓦努阿图

欧洲　　 红豆杉，菊花，其他（龟壳、鲸须、其他兽胶、蹄、甲爪及喙等） 比利时、德国、俄罗斯

拉丁美洲 其他药用植物，鱼藤根、除虫菊 哥斯达黎加、秘鲁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根据海关数据整理

２３贵细中药材进口劲增、甘草进口大减、人参突
显产业尴尬

　　２０１７年，我国中药材进口十大品种（以进口金
额计）见表４，这十大品种进口额占２０１７年中药材
进口总额的９３１３％。其中鹿茸、人参、西洋参、番
红花４种贵细中药材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同比大幅

增加，占２０１７年中药材进口总额的３９０４％；而传
统的进口大品种甘草的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同比大

幅减少约４０％。
我国既是世界上人参产量最大的国家，又是人

参进口国，而人参出口情况和进口情况形成巨大反

差（详见表５）：进口人参价格约是国产人参的７倍；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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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人参价格小幅上涨，而国产人参价格大幅下降；

人参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同比增幅约１５０％，而国产
人参出口数量基本不变，出口额同比下跌２３％。这

突显了我国人参产业的尴尬，要扭转这种尴尬局面，

一方面，国货当自强；另一方面，国人对国货的信

心也要自强起来。

表４　中药材进口十大品种（以金额计）

序号 商品名称
进口数量

（ｔ）
进口数量

同比（％）
进口额

（万美元）

进口金额

同比（％）
进口金额

占比（％）

１ 龙眼干、肉 ５７８５０ ７１５１ ９１３０８１ ５０６４ ３５０１

２ 西洋参 ８７９ ４０３２ ３８５２３ １９９６ １４７７

３ 鹿茸及其粉末 ５９８ ２８９８ ３５１４０７ ２９１８７ １３４８

４ 乳香、没药及血蝎 １８２０ １０４１６ ２０５１６６ ２９２５ ７８７

５ 番红花 ８ ３２１５２ １４５１５７ ３１１６４ ５５７

６ 人参 ３８ １３７５８ １３６２２１ １４９１２ ５２２

７ 甘草 １５７８７ －３９９５ １２７２０７ －４７３ ４８８

８ 加纳籽、车前子壳粉、育亨宾皮 １６６１ －１７６３ ９５３６７ －１６２９ ３６６

９ 其他（龟壳、鲸须、其他兽胶、蹄、甲爪及喙等） ２７４１ －２２６１ ３８１４１ －３９７ １４６

１０ 鲜或干的黄草及枫斗（石斛） ３１８７ －１９７８ ３１４３１ －３１７６ １２１

合计 ８４５６９ ９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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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人参进出口情况对比
进口均价（美元／ｋｇ） 出口均价（美元／ｋｇ） 进口均价同比涨幅 出口均价同比涨幅

３６２ ５２ ５％ －２７％

进口数量同比增幅 出口数量同比增幅 进口金额同比增幅 出口金额同比增幅

１３８％ ６％ １４９％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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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民营企业是中药材进口主力。

根据海关数据统计，２０１７年，我国开展中药材
进口业务的企业共２８４家（详见图６），其中民营企
业达２０８家，占进口企业总数的７２５４％。平均每家
民营企业中药材进口额为７５万美元，远低于国营企
业和三资企业，但是平均每家民营企业中药材进口

数量达３９０吨，远远超过国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说
明在进口品种或进口价格等方面，民营企业与国营

企业和三资企业存在较大差异。

图６　各类型企业中药材进口情况

３　中药材贸易未来走势预测

当前，崇尚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追求天然健

康的产品已经是全球的主流共识，中国的 “一带一

路”倡议在全球得到普遍认可， “中国 －东盟自由
贸易区”升级建设有序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获得了

《中医药法》的保障，这些为中医药国际化的持续

快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

药材是中医药产业的物质基础。商务部的中药材流

通追溯标准、食药监总局的中药材 ＧＡＰ备案制管理
呼之欲出；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 ＧＡＣＰ通则，中国
化的ＧＡＣＰ核定也在积极推进中。我国中药材种植
业、中药饮片行业快速发展，中药材全流程可追溯

的理念深入人心，基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

理念也逐步变为现实。中药材产业的规范和协调发

展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和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下转第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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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述，清代上海地区药店的不断发展为民国

药业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民国时期受到上海社

会、文化、科技、经济、医药诸多方面发展因素的

综合作用影响，国药业形成，并呈现规模。其代表

特征为：１大中小不同层次药店数量迅速增加，出
现了业界公认的 “八中型户”和四大药店；２国药
业生产制作的饮片和成药等其治疗疾病种类基本覆

盖了各科常见病、多发病。３药店以品牌产品为立
足之本，通过广大病患者的使用，起到显著疗效，

著名品牌药物脱颖而出，成为著名药店良性循环提

升的积极动力。４同业公会的成立，行业内部有了
维护正常运行的组织。５民国时期，国药业继承发
扬了传统药店加工制作饮片和成药的理论和技术，

也注意吸收西药剂型之长，取得了时代性的进步。

６上海作为当时重要的高级药材市场，为其国药业
发展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支撑。在抵御外来侵略的

战争动荡之下，在西学东渐背景中，国药业命运起

伏不定，步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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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在未来，借助 “一带一路”和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的大好机遇，中国的中药

材将更多地出口到亚洲、欧洲、非洲地区和国

家；新的 《中药材进口管理办法》也将出台，中

药材进口渠道也将更加顺畅，乳香、没药、血

竭、芦荟、苏合香等存在市场缺口的进口药材将

迎来更大市场机遇，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中药材资源配置将更加合理和高效、逐步实现

资源共建共享。

在中医药国际化大趋势推动下，我国对全球中

药材资源的认识和开发也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未

来，中国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发更多的中药材新资源，

中药材品种会更加丰富，中医药创新发展成果将会

全球共享。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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