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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绿色健康越来越重视，不少

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青睐中医药和中国的中药产品，

不断增长的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亚洲市场需求带动中

国中药进出口额不断增长。

据了解，如今，中医药已经传播到 1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全球从事中医医疗服务的人员就达 30 多万人。

统计显示，2010 年，中国中药进出口额为 26.3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2.74%。其中出口额为 19.44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2.78%；进口额为 6.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1%。

然而，这些“漂亮”的数据难以掩盖中国中药出口

面临的困境。事实上，由于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

附加值较低、产品标准缺失等问题，国内的中药生产企

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直很弱。而直到现在，中国的

中药出口中原料出口仍然占很大比例。

近年来，随着国内中药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一些

主要的中药原料进口国已经感受到了价格上涨的压

力，开始采取各种措施。

价格高涨 日本难以为继

在日本，中药被用来治疗感冒、肩膀酸痛、过敏等

症状，用途十分广泛，用于生产这些中药的原料 80%要

从中国进口。

近日，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发布了一项调查，指

出在 2006 年至 2010 年的 4 年间，中国产的中药原料价

格暴涨。在该协会取样的 30 种药品原料中，所有品种

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其中 7 成中药配方所需的甘草在 4

年间涨价约为 22%，而芍药和桂皮的价格分别上涨了

47%和 29%。该项调查认为，原料价格上涨是中国中药

消费量急剧增长以及中国政府为防止非法过度采摘中

药限制中药出口所造成的。

日本中药界人士表示：“如果中药原料也像稀土那

样受到出口限制的话，日本的中药市场将面临原料不

足和零售价格飞涨的压力。”

野村综合研究所也指出，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不

断提高，日本中药市场规模有望在 2015 年扩大至 2000

亿日元。目前，日本药厂通过削减生产成本消化原料

涨价带来的成本增加，避免了中药价格上涨，但能撑到

何时令人担忧。

欧美市场 限制重重

“中国中药材的主要出口地区在亚洲市场，除了日

本以外，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是重要的

出口市场。而与亚洲市场相比，欧洲和美洲的出口市

场相对较小，但这些市场也同样面临着中药材涨价的

问题。”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说。

当然，除了在国际市场遭遇价格危机以外，中国也

遇到了许多其他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难关就是欧盟

市场设限。

据悉，2004 年，欧盟颁布了《欧盟传统草药注册程

序指令》（以下简称《指令》），要求在 2011 年 4 月 30 日之

后，植物药必须按《指令》规定的程序注册并获得药品

批文后方可上市销售，并规定了允许进行简易注册的 7

年过渡期。但在 7 年的过渡期内，绝大多数中国中成

药生产企业并没有向欧盟递交注册申请。

郭凡礼指出，由于欧美国家对生命健康非常重视，

所以，对于药品进口的标准非常严格。以中成药为例，

想要进入欧盟及美国市场需要提供药品的成分及配比，

并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考察其是否对疾病有很好

的疗效。但是，国内的中成药往往包含多种中药材，药

效难以检验，所以很难进入欧盟和美国市场。

恢复出口 仍需努力

中国中药协会指出，中药原料的种植是需要耗费

较多劳动力的，因此，近年来国内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

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药原料的价格。虽然有不

少企业投资中药材种植项目，但多数品种的成本仍然

很高。央视在甘肃党参种植地采访时，药农曾反映雇

人费用每天在 100 元以上，由此可见，一种药材从播种

到收获并完成产地加工，费用不菲。这些药材再出口

到日本，出现“天价”也并不奇怪。

而在欧盟市场，虽然宽限期过后的今年 5 月至 6

月，中国中成药对欧盟的出口额同比下降 23.69%，但据

了解，欧盟方面也并不希望中药退出其医疗市场。近

来，该事件已经出现了转机。

据 悉 ，为 积 极 应 对《指 令》，国 内 有 关 部 门 在 全

国 挑 选 了 3 家 中 药 企 业 的 10 个 中 成 药 品 种 在 欧 盟

注册，希望借此打开欧盟市场。而为帮助中成药制

剂以药品身份重返欧盟市场，商务部与欧盟驻华使

团 食 品 安 全、卫 生 和 消 费 者 保 护 总 司、欧 洲 药 品 审

评 管 理 局 (EMA) 将 在 10 月 中 旬 联 合 发 起 对 中 成 药

生产企业的培训指导。同时，除了欧盟药品审评管

理 局 的 专 家 外，11 月 下 旬，瑞 典 药 品 管 理 局 的 有 关

专家也会来到中国，与中国企业就中医药如何走进

欧盟进行交流。

编者按：近两年来，价格曾一直平稳的中药材经历了数度暴

涨。进入今年年初，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得到缓解，不少中药材价格

依旧“高烧”难退。直到进入中药材的传统淡季（夏季），加之受到国

家发改委重拳打击囤积党参、整改中药材市场的积极影响，从今年

6 月份开始，一些中药材的价格才有所回落。

又 涨 又 跌 的 中 药 材 价 格 不 仅 推 高 了 消 费 者 的 购 买 成 本 和

中 成 药 企 业 的 生 产 成 本 ，更 是 把 药 材 销 售 商 逼 进 了 死 胡 同 。

据 了 解 ，虽 然 现 在 已 进 入 10 月 进 补 季 ，各 种 中 药 材 的 销 量 却

普 遍 不 好 。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暴 涨 暴 跌 正 在 削 弱 中 药 材 的 可 持

续 性 消 费。

周女士在今年步入了中药消费者的行列。最初，她

一周大约需要花费 130 元来购买中药材。然而，就在不

到半年的时间里，这笔费用已经涨到了近 160 元。她对

记者说：“虽然二三十元的涨幅并不算很大，但作为普通

消费者，我还是感觉到了中药材价格上涨的影响。”

从去年开始，中药材的价格就持续上涨。进入今

年 6 月，受到国家发改委整改药材市场的积极影响，中

药材的涨价狂潮终于受到遏制，但是，由于价格影响的

传导需要一段时间，直到最近，中药材的零售价格才开

始有所松动。不过，不少药材囤积商已经为此付出了

代价。据悉，许多药商去年高价囤下的药材都在不断

贬值，最大跌幅甚至超过 100%。而由于药材价格一直

在变，一些药材囤积商还不得不赔本清仓。许多药材

商表示，他们更希望中药材的价格能稳定在一定范围

内，不要忽上忽下犹如过山车。

记者最近了解到，针对中药材价格上涨，相关部门

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国家、地方两级药材储备制度以及国

家药材、药品应急计划，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中药材

价格。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近年来，中药材价格的暴涨让不少中成药生产

企业苦不堪言，由于中成药生产企业无法随原材料价

格的上涨而随意上调药品价格，因此，很多企业开工即

等于亏损，一些企业更是不得不停止生产。两级储备

制度的建立将会大大缓解这一问题。

不是苦了消费者就是苦了药材商

最近几年，中国市场的药材商经历了大喜大悲，他

们不仅享受到中药材价格疯涨的喜悦，也经受了中药

材价格暴跌的恐惧。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国内涨价的中药

材品种达 371 个，涨价品种约占总量的 69%。自今年 3 月

份开始，中药材涨价更是进入了第 4 轮高峰期，与前 3 次

相比，第 4次价格涨幅更大。这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的高度

关注，国家发改委开始着手整顿中药材市场，而对于价格

已经几近疯狂的党参更是采取了“限期限价”的措施。

如今看来，国家发改委的一系列措施已经收到成

效。自今年 6 月份中药材价格出现首次月环比下跌

后，中药材行情一直在持续大面积下调。8 月份以来，

中药材市场整体走势加速回落，降价品种数量明显增

多。与此同时，因为 8 月份多数品种集中降价，持货商

惜售，购货商又恐后市仍有较大调整，市场销量也随之

下降。据统计，在最近受监控的各规格中药材品种中，

价格有变动的品种共计 64 个，降价品种 44 个。其中，

白前降幅为 33%，当归降幅为 22%，太子参降幅为 17%，

浙贝母降幅为 16%。

面对变幻莫测的价格走势，药农心里也没了底。

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首阳镇菜子坪村的张志军说：

“今年的价格就像‘过山车’，变化太大了。谁也把握不

住新药能卖到什么价钱。”

而有 20 多年中药材种植经验的李彦林，对价格波动

感到无奈的同时也有一丝期盼：“希望能涨一点，但别太

厉害，这样挣得虽然少些，但至少心里安稳。”他的这番话

代表了众多药农的心声。

涨涨跌跌 都与“囤”有关

千百年来，“囤积居奇”一直是商人的致富法宝，但

这“囤”东西的智慧并不是字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事

实证明，并不是大囤积就一定会获得更大收益。囤积

到一定数量之后，原来值钱的东西，完全有可能瞬间变

得一文不值。近两个月，药材囤积商应该深刻认识到

了这个教训。

当然，导致中药材价格起落不定的因素也是多方面

的。中国中药协会指出，首先要明确的是，中药材价格

与供需关系有很大关系。中药材大多来源于野生或种

植，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野生中药材日渐减少，甚至枯

竭，这部分中药材的价格会持续上涨。而种植类中药

材，则多受气候、药农种植习惯和对市场判断的影响，相

关中药材价格容易大起大落。再加上，已经批准生产的

中成药品种和临床配方所使用的中药材价格容易受到

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国内仍缺乏对中成药生产

和临床配方所需药材品种、数量以及全国药材种植品

种、面积的行业统计数据，药农无法把握正确的中药材

种植信息，这也给他们的种植带来了很大的盲目性。

郭凡礼分析指出，近两年来，中药材价格的快速上涨

包含多方面的原因，如气候原因、政策扶持、需求增加、游

资炒作等等，涨价的中药材品种多为中成药中经常能用

到的种类，如三七、田七，或者游资比较容易控制的中药

材，如金银花、党参等。而最近中药材价格的下滑，则是

因为近期发改委对恶意囤积药材的严厉打击。

据报道，进入 9 月下旬后，部分中药材价格的下

跌影响已经开始传导至零售企业，一些中药材品种

的零售价格已开始松动，但业内人士指出，要想真正平

抑中药材价格，未来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为药农和

中成药企业、中药材零售商搭起桥梁。

建立国家、地方两级药材储备制度

中国中药协会表示，药品价格虚高会对整个行业

的公信力产生重大伤害。要使中药材价格回归理性，

需要国家在中药材种植技术、信息管理、产业规划以及

政策等方面加大投入，引导价格逐步回归平稳态势。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保健，使得中药

材和中成药的市场需求随之越来越旺盛。药材囤积商

只要囤积一些大众常用中药材或者几种中成药中的关

键药材就能轻松获利，这必然会加大消费者的购买压

力和中成药企业的生产压力。业内人士指出，在中成

药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利润，一些中成药生

产企业很有可能会在原材料方面偷工减料，这将大大

影响中成药的品质。

“要防止药材商囤积药材，政府应该对企业上报的

中药材价格进行严格审核，防止企业囤积中药材、扰乱

市场。同时，政府要对一些可能被囤积的中药材进行

必要的储备，这样，当这些中药材的价格因游资囤货的

原因上涨时，政府就可以及时将这些储备投放到市场

以平抑价格。”郭凡礼对记者说。

不过，郭凡礼也指出，虽然建立国家、地方两级药材

储备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中药材价格的过快上

涨，缓解中成药企业的生产压力，但是，要想真正让两级

药材储备制度发挥应有的功效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中国地域宽广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

此，中药材的收储价格很难把握。”郭凡礼说，“可以设立

一个专门为全国药材行业提供产销信息采集、分析、发

布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以求找到一个合理的收储价格

区间。”

中药材价格暴涨暴跌 都是囤货惹得祸

中药出口 价高“卖不掉”？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杨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