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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来，２０１０年我国植物提取物出口贸易发
展形势稳定，多数市场均保持稳定增长。但与前几

年相比，植物提取物主要传统市场却出现了增幅下

滑的迹象。近年来，欧洲、美国和日本等主流市场

在品种选择上更是出现了本土化趋势，对植物提取

物产品的价格和安全性均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应对

国际市场的新变化，国内一些敏感的企业，已经着

手进行战略调整。因此，国内植物提取物企业应根

据自身产业特点，积极通过产业链延伸以及新产品

开发等方式，来促进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当归出口价格连年稳步上升
霍卫（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　当归是我国最常用的中药材之一。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海关数据的分析对比，使读者对当归近
１０年的出口情况有个详细的了解。我国当归的种植和销售市场虽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在当归产业化的发展过
程中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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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又名秦归、西归，使气血各有所归，故名

当归，药用始于东汉，是常用的中药材之一，主要

用于补血活血，调经止痛。当归主产地为甘肃岷县，

云南和四川也有栽培。当归种植技术难度较大，甘

肃省岷县一带气候高寒阴湿、土壤深厚肥沃、腐植

质丰富，生态环境最适宜当归生长，另外，当地药

农种植当归有传统经险，故岷县当归品质最佳，有

“当归之乡”之称。

２０１０年我国当归出口量为 ２７３６ｔ，同比下降
７６％；出口价格为４９００美元／ｔ，同比上涨１２４％；
出口额为１３４１万美元，同比增长４％。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当归出口趋势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当归价格基本在低位徘徊，这期
间我国当归出口量一般维持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ｔ之间，
出口均价在１６００美元／ｔ以下。随着市场需求的不
断增加，２００４年开始库存逐渐下降，而种植面积却
没有大幅增加，当归供不应求的迹象已经有所显现。

２００７年，当归国内市场的行情如日中天，火爆
的行情拉动了当归当年出口价格的迅速攀升，一举

突破３０００美元／ｔ的大关。在市场调节作用之下，
部分地方政府把当归作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和龙头产

品来抓，加大扶持力度，提供便利条件，这些措施

极大的刺激了药农的积极性，当归种植面积呈逐步

扩大之势，随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和产新的到来，国内
市场供大于求，当归行情开始回落，之后又逐步回

升并归于平稳。但在出口方面，２００７年我国当归出
口价格大幅上涨后，出口量则出现一定下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我国当归的出口价格未受国内市场大
起大落的影响，呈现稳步上扬态势，但出口量较

２００６年前有明显萎缩，基本稳定在每年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ｔ之间的水平。

１　我国当归主要出口市场情况

从出口地区来看，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韩国和东南亚各国是我国当归出口的主要地区。据

中国海关数据统计，２０１０年我国当归产品对亚洲的
出口额达 １３０３万美元，占我国当归出口总额的
９７％。其中，我国对新加坡出口的当归价格较高，
对韩国和香港出口的当归价格相对较低。

受需求拉动影响，２０１０年内地对台湾当归出口
额为 ４９９万美元，同比增长 ７７％，出口价格为
５０５０美元／ｔ，同比增长５２％。２０１０年我国对香港
的当归出口量同比下降幅度较大，我国当归出口价

格同比下降较大的主要地区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

２　我国当归主要出口省市分布情况

从各省市出口情况来看，宁夏、四川、广东、

湖南和辽宁为我国当归出口较大的省市。

２０１０年我国当归出口额排名居首位的是宁夏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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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

图２　２０１０年中国当归产品出口市场分布情况
（按金额占比统计）

省，其出口额达２３９万美元，同比增长１００１％，也
是出口量和出口额同比增幅最大的省份。

２０１０年我国当归对外出口量下降较大的省市为
广东和浙江；２０１０年我国当归对外出口价格增长较
快的省市为黑龙江，出口价格下降较大的省市为吉

林和安徽。

２０１０年我国当归出口企业为１８０家，主要集中
在广东、四川、安徽和浙江。其中私营企业为 １３６
家，其出口额占我国当归对外出口额的４８％；三资
企业为２７家，其出口额占我国当归对外出口额的
４８２％，而国营企业仅１７家，出口额占我国当归对
外出口额的３８％左右。

当归的地道产地为甘肃岷县，各省出口当归的

主要货源也来自甘肃， “岷归”成份复杂，含量丰

富，据兰州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研究证明，挥发性

和水溶液性物质达到１０５种。其中根的挥发油中有
３７种成分，其中中性挥发油１９种，占挥发油总量的

８８％，主要成分为藁苯内酯，占 ５５７％，比我国
其他地区当归及欧洲当归含量分别高出 １０７％和
２０７％，比日本当归高出２１倍。

２００１年，岷县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当归之乡”，

２００３年，岷县成为 “岷归”原产地标记认证地。

２００５年 “岷县当归”证明商标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并颁发证书。近年来，岷

县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以 “岷

归”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优化种植结构，不断加大

科技投入，扩大种植面积，建设符合中药规范化生

产的当归药材基地。

３　我国当归的种植和销售市场虽然达到了一定的规
模，但是在当归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依然有很长的

路要走

　　目前我国当归深加工行业仍不发达，特别是对
功能性系列保健品的开发还远远不够。已开发的部

分产品也没有形成品牌效益，整体上仍处于销售原

料为主的阶段，缺少对新产品和市场的深度开发，

没有形成产业化经营。

优质栽培技术和规范化加工普及率还有待提高，

缺少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导致部分当归产品农药残

留超标，产品质量不稳定。

只有不断强化当归种植标准化的建设与实施，

提高当归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力扶植龙头企业，树

立大品牌，延长相关产业链，才能走出一条具有自

身特色的当归产业发展之路。














































第十届全国药用植物及植物药学术研讨会将于１０月召开

　　第十届全国药用植物及植物药学术研讨会定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１２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本次会议

由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植物药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主办，由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

会议主题为 “多学科交叉，产学研联合，实现西部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会议内容包括药用

植物资源现状与展望、药用植物与植物药资源调查及品质鉴定、药用植物与植物药生物活性物质及其作

用机制、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药用植物资源与新药研发、中药材 ＧＡＰ种植问题与对策、民

族民间药研发及产业化、西部药用植物资源实地考察。

会议将邀请国内相关领域院士和知名专家学者就国内外药用植物、植物药、中药、民族药和民间药

等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发展趋势及热点等作学术报告，同时首次邀请多名国外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作大

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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