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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中药进出口分析

于志斌（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全球经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虽然尚未
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从各国的１～６月份
外贸增长数据看，世界经济正向趋好的方向发展。

医药产品进出口贸易亦是如此，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我
国医药产品出口额达 １８８９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１２％，与２００９年１～６月份出口同期相比形成巨
大反差，２００９年下降了６８％。表明我国医药产品
出口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

１　中药商品进出口两旺，隐忧犹存

我国中药商品进出口形势与其他医药产品类似，

进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我
国中药商品进出口总额为 １２２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３４％。其中，出口额为 ９１亿美元，同比增加
２６％。出口商品依然以植物提取物和中药饮片等原
料类商品占比最大，该类商品占中药总出口额的

７８８％。而独具中国特色的高附加值商品中成药出
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１２９％，且同比涨幅也是各类
商品中最小的，仅为１７１％。（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中药商品出口情况

商品名称
出口额

（亿美元）

出口金额同比

（％）
出口金额占比

（％）

中药类总计 ９１ ２６０ １００

保健品 ０８ ４１５ ８４

提取物 ３８ １９３ ４１６

中成药 １２ １７１ １２９

中药材及饮片 ３４ ３４６ ３７２

医保商会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整理

１～６月份中药商品进口额３１亿美元，同比增
加１６３％。中成药、保健品、中药材及饮片、提取
物进口额占比较为平均。其中，中药材饮片进口增

幅最大，中成药进口增幅放缓。（见表２）。

２　中药材、中药饮片出口量价齐增

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最吸引大家关注的是中药材的
价格，不管是内贸还是外贸，中药材价格犹如坐上

“过山车”，一路飞涨，很多药材价格上涨了几十倍。

表２　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中药商品进口情况

商品名称
进口额

（万美元）

进口金额同比

（％）
进口金额占比

（％）

中药类总计 ３０９４２４ １６３ １００

保健品 ８３６９３ １１２ ２７１

提取物 ６６９８３ ２１１ ２１７

中成药 ８３９１３ ７３ ２７１

中药材及饮片 ７４８３６ ３０９ ２４２

医保商会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整理

１～６月份，我国中药材、中药饮片出口量为
１４３万 ｔ，同比增长１８６％；出口金额达３４亿美
元，同比增长 ３４６％；出口平均价同比增长
１３５％。价格涨幅较大的药材有：贝母价格同比增
２２９％、田七价格同比增１９１％、冬虫夏草价格同比
增４８％、黄连价格同比增 ４８％、白术价格同比增
３８％。总体来说，１～６月份中药材饮片出口呈现量
价齐增的现象。

中药材价格的飞涨有多种因素。首先，我国中

药材的主产区１～６月份气候异常，先后经历冻灾、
干旱以及洪涝灾害，中药材产量受到较大影响，中

药材价格总体涨势明显。另外，部分中药材批发商

“囤货居奇”也是推高中药材价格的因素之一。近

期，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持续洪涝灾害，受气候

影响，预计 ７～１２月份中药材价格将会继续保持
高位。

３　中药出口传统市场表现平平

我国中药主要出口市场是在亚洲，占全球市场

的６０％以上，包括日本、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除此外，美国也是我国中药重要的出口市场，

占全球市场的１０％以上。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我国
中药出口排名前三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香港、

美国。

日本和美国作为传统的中药出口市场，虽然

出口额排名靠前，但是同比增幅较小，尤其相比

其他新兴出口市场，传统市场表现平平。以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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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出口为例，虽然，日本和美国在 ２０１０年 １
～６月份排名前两位，但增幅均低于 １０％，而排
名第三和第四的马来西亚与印度，同比增幅分别

高达６７％和 １９％。中成药出口也存在同样的现
象。日本作为我国中成药的主要出口市场，１～６
月份出口同比呈现负增长，下降 ６３％，在我国
中成药出口排名前五的国家和地区中，是唯一同

比增幅低于２０％的。中日中成药贸易低迷可能要
归因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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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悬而未决的计划影响着日本普通民众对中成

药需求的增长。传统中药出口市场正受到新兴市

场的挑战。

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中药贸易新亮点

２０１０年１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我国与东盟各国间涉及中药类商品的关税大幅降低，

同时，通关更加便利。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中国对东盟中
药进出口额为２０亿美元，同比增加４２％，占全球
中药市场的 １６５％。其中，出口额为 １６亿美元，
同比增长４３９％，进口额为０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４３％，进出口贸易都呈现迅猛增长。

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是我国中药出口东盟

的主要市场。马来西亚以进口我国植物提取物为主，

越南则主要以中药材中饮片的进口为主。新加坡由

于有比较完善的中成药注册管理规定，中成药市场

比较成熟，则成为我国中成药出口欧盟的主要目

的地。

５　中药出口新兴市场值得关注

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印度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等为代表的新兴的中药出口市场表现抢眼，值得大

家广泛关注。这些新兴市场同比增幅均超过５０％。
印度以前并不是我国的中成药主要出口市场，

然而１～６月份，印度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二大中成药
出口市场，出口额超过美国和日本。同时，印度还

是我国植物提取物出口的第四大市场。我国出口印

度的主要中药商品是色素类植物提取物以及抗疟疾

的青蒿素类相关产品。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马来西亚，１～６月份是我国
中药出口的第五大市场。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

下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两国中药贸易发展迅速。

目前，马来西亚是我国植物提取物出口的第三大市

场，是中成药和中药材的第六大市场。这些新兴的

中药出口市场前景看好，出口增幅远远超过日本、

美国等传统出口市场。

６　小结

２０１０年１～６月份，我国中药商品进出口旺盛。
原料类商品由于价格上涨的原因，使进出口额的增

幅明显，加之新兴出口市场对中药需求增长强劲。

但是，中成药的增长相对乏力，从日本到欧盟，中

成药出口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

在全球经济继续缓慢复苏及市场需求的拉动下，

预计我国中药７～１２月份的出口将会继续保持增长，
增速较１～６月份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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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竭、红花、三七、乳香、没药、当归、土鳖虫等

具有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促进局部血运障碍的恢复，

促进铁的吸收，还能抑制前列腺素的释放，以共达

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的效果。骨代谢是骨痂生长快

慢的关键，续断、骨碎补、杜仲、甘草均具有提高

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作用，促进骨代谢的调节［３］，以

增强钙、磷的调节，既增加骨钙沉积，又能增强骨

生长因子的调节，使土鳖虫中的多肽因子和多种氨

基酸合成骨源性生长因子，刺激骨细胞增殖，促使

新骨形成。这样就对骨折的愈合有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壮筋接骨胶囊之所以活血化瘀强、

消肿止痛快、骨痂形成早，是该制剂药理学基础建

立在微循环、钙磷代谢、骨生长因子三结合的结果。

本制剂组方合理，采用的制备工艺能有效地保

留处方中药物的有效成分，性质稳定，疗效显著，

且无明显不良反应，是临床治疗跌打损伤、骨折、

急性软组织损伤、瘀血肿痛等的良药，值得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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