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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报告基于中康云瓴中药材大数据中心近 30 年中药材生产流通数据积累，

以及中药工业生产、消费等多维度精准数据采集分析，并结合信息专家的实地

调研，由数据中心分析团队执笔完成。

各项数据和结论，完全基于多维度数据分析及实地调研结果，具备科学性、

精准性，更贴近实战应用，是地方政府、科研机构、生产企业，以及种养殖基

地发展中药材产业，开展中药材原料采购、经营销售的必备的工具。

但由于当前能力及技术条件所限，该报告仍有较多需要完善提高部分，望

业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作为数据咨询机构，所有数据报告仅供参考，

不作为投资依据，未经授权不可对外传播。

报告中除特别注明外，数据均来源于中康云瓴中药材大数据。



1．2023年国内中药材产业发展背景

1.1 产业背景：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中药是物质基础

2016 年，“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一系列健康相关政策和规定的

出台，则从国家层面体现出从治病救人到健康预防理念的转变和对健康权利的

逐渐重视与强化，而三年的新冠疫情也使得民众对于健康的关注度空前提升，

大健康市场规模随之逐步扩大。据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大健康产业复合增速

高达 19.4%，2021 年达到 13 万亿元的市场规模，其中数字医疗最受关注。截

至 2021 年，整个与中药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2 万亿元，增势明显。

图 1 2013 年-2022 年国内中药工业规模增长趋势（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中药是整个中医药乃至大健康产业物质基础，是典型的“以小博大”、

“以一缕系千钧”的产业。2022 年，常用中药材品种产能 518.52 万吨，市场

规模达到 2586 亿元以上，呈加速增长态势。

1.2 2023 年上半年中医药扶持政策

2020-2023 年上半年，中医药扶持政策从宏观架构向落实执行层面推进，



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更

值得关注。

图 2 近几年国家层面出台的中医药振兴政策

表 1 2023 年上半年中医药扶持政策



1.3 美元连续加息，全球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回落

图 3 202-2023 年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变动情况（来源：FAO）

为抑制通胀，确保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美联储在 2022 年连续 4 次加息，

全球资金流动性减弱，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在

2023 年 6 月平均为 122.3 点，环比延续跌势，下降 1.7 点（1.4%），与 2022

年 3 月的历史高点相比下跌 37.4 点（23.4%）。

国内中药材价格过去 30 年与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保持联动，通常会滞后半

年左右，即理论上全球食品价格的下跌会引发中药材行情整体下行。

1.4 2022 年国内中药材受灾情况及面积分析

从 2020 年开始，在拉尼娜、厄尔尼诺等极端气候影响下，连续 3 年对全

国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但仍处于合理范围内。



图 4 2020-2022 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来源：国家应急管理部）

2020-2022 年，受灾情况最严重的月份主要集中在 4-8 月，刚好是农作

物生产最关键的阶段。

2022 年，罕见的高温干旱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受影响的省份多达 11 个，

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1.5 中药材价格连续上涨，已经突破周期性规律

图 5 2011-2022 年中药材价格综合 200 指数变动（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中药材价格周期呈现 3 年一个小周期，9 年一个大周期，本轮周期已经持



续 11 年，极不正常。

截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中药材综合 200 指数报收于 3544.67 点，点位

与 5 月 16 日的 3170.41 点相比，指数上涨 10.55%；同比上涨 34.57%，价格

已经失控！

1.6 多个品种年度价格翻倍上涨，已影响到资源战略安全

图 6 2020-2022 年 200 常用品种涨跌情况（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表 2 2020.1-2022.12 部分涨价代表品种

从表 2 可以看到，3 年里，如沙苑子、龙骨、关黄柏、酸枣仁等多个品种

价格出现翻倍上涨。

1.7 6 月份价格加速上涨，补益和战略性中药材领涨明显



表 3 进入 2023 年 6 月，中药材价格呈加速上涨态势

特别是进入 2023 年 6 月，原来预计的淡季行情并未出现，市场呈现火爆



态势，涨价品种数量和幅度大幅增加，月度综合 200 指数上涨幅度超过 30%，

中药材价格上涨呈现加速态势。特别是天然牛黄等国家基本用药品种核心原料

的价格暴涨，已严重影响到国家中药战略安全和医保体系稳定。

2. 原因：利益格局失衡，中药原料保障脆弱

2.1 中药板块表现良好，关注度持续上升

表 4 生物医药上市公司 202 年中期业绩预告（来源：Wind，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等）

据中信证券数据，2021－2023 年 8 月，医药板块整体收益下降 37%，



中药板块收益虽然也整体下降 9%，但比较优势明显。

近 30 家中药企业发布 2023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包括云南白药、片

仔癀、太极集团、东阿阿胶在内的约 7 成公司业绩预增。

2.2 产业链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造成头重脚轻

表 5 中药材产业链各环节营收差距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药材产业链上，工业及终端的市场规模与营收水平远

高于种植端，工业企业为整个产业链的获利主体和话语权掌握者，但长期不重

视源头和供应链保障；再加上中间环节极度混乱，生产环节得不到反哺，即使

中药材价格暴涨，药农也得不到多少收益，成为弱势群体，客观上造成中药材

生产端保障能力极为薄弱。

2.3 多种中药材盲目扶持生产，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2016-2018 年，我国中药材生产基地迎来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均在



1.5 万家以上。随着政策扶持减弱，虽然建设速度大幅下降，但对市场周期造

成造成负面影响短期难以消除。

图 7 2016-2022 年中药材生产基地合作社年度增长情况

受 2016-2018 年行情持续回落影响，种植户的种植热情褪去，留下大量

重复建设过剩产能，为 2019 年之后的行情暴涨埋下伏笔。如生地、栀子、三

七、人参、金银花、莲子等多个品种都出现明显产能过剩，药贱伤农。

2.4 地板价品种集中出现，造成行情报复性反弹

图 8 2021 年历史价格低于地板价的偏离比例 TOP40 品种



由于盲目发展生产，截至 2021 年底，368 种年消费量 30 吨以上的中药

材，竟然有 168 种低于“地板价”运行，占比高达 45.6%，多个品种的生产主

要依赖政策扶持，目前人参、三七、白及、黄精、石斛等品种仍存在重复建设

现象。陷入“生产过热－烂市－弃种－暴涨”怪圈，市场报复性反弹。

2.5 药典质量门槛提高，超出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

为提高中药材质量，2020 版药典增加了较多的检测项目，目的是全面禁

止中药材种植中有毒农药的使用、提高药材含量，出发点是正确的。

但提高质量门槛的后果，一是造成生产和资源难以保障；二是合格品远远

无法满足需求，典型品种如连翘、酸枣仁、川黄柏，当归等，价格纷纷出现暴

涨。

2.6 货币超发、流动性加强，传统投资渠道乏力



图 9 2004-2023 年国内资本流动与通胀趋势

2004-2023 年，国内 M2 指数连续上行，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但房

地产增长乏力、居民消费萎缩，呈现有价无市“滞胀”状态，也促使大量业内

外资本流入农产品炒作，特别是中药材领域。

2.7 资本借势炒作，人为造成货源垄断价格暴涨

图 10 中药材价格周期性规律明显



图 11 中药材季采多年销特点，给资本炒作提供充分空间

一方面，中药材生产基础极为薄弱，目前面临两大瓶颈：一是老龄化加剧

农村劳动力严重匮乏，剩余的劳动力也会优先保障粮食作物和核心农副产品；

二是由于中药材这种“边角经济”与生产规模化之间存在悖论，企业自建基地

无法可持续运营，依托小农生产抗风险力又极低。

另一方面，近 5 年，综合 200 指数平均震幅 28.8%左右，2023 年涨幅更

大，远超资金使用成本和其它投资领域。

全行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利润空间下降，促使囤积炒作成为核心赢利手段。

2.8 中药集采，对中药材价格火上浇油



表 6 湖北 19 省联盟、广东联盟以及山东中成药集采前后原料成本变化（原料消耗前 20 位）

中药集采（中成药、颗粒剂和饮片）在原料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前提下，贸

然推出，一是给炒作提供标的；二是刺激投标企业加大储备；三是给前期囤货

商提供通道。

图 12 近几年中药材持续涨价原因示意图



综上所述，我平台分析认为，导致我国近几年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的深层

次原因，其实更在于中药产业结构失衡，包括产业链利益分配失衡、中间环节

过多等。

但造成中药材产业发展当前困局的最深层次原因，则是长期以来“中医西

化”的结果，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中医与中药分开管理、多头管理，导致没有

一个统一的机构能对中药材产业发展、供应保障体系进行合理调控和监管；二

是医药分家后，医不懂药、药不知医成为常态，需求端导向不明，生产端盲目

生产低水平重复建设极为普遍。

3. 产需：生产快速恢复，市场需求相对萎靡

3.1 2023 年上半年中药材生产快速恢复，高价品种尤其明显

图 13 2023 年上半年新基地数量 TOP40

在中药材高价刺激下，国内中药材生产基地和合作社建设快速回温，特别是短周期药材

品种种植面积扩张更快，如艾草、紫苏叶、僵蚕、葛根等；除了蜂蜜、珍珠、僵蚕、桑叶

和地龙等品种生产基地和合作社建设居于前列。

3.2 新冠疫情二阳，阶段性拉动相关品类中成药和饮片消费

张涛
此处可增加几句文字表述



图 14 2023 年零售端消费指数趋势图（数据来源：中康产业研究院）

从零售端看，2023 年 4 月，除生物制品外,其他中西药属性的销售规模指

数出现不同程度的环比下降。

其中，中成药、医疗器械和化学药销售规模指数下降均超过 15%，环比

分别下滑 19.2%、15.8%和 15.1%。与去年同期相比，只有保健品和医疗器械

销售规模指数出现同比下滑,分别下降 9.0%和 15.6%,而生物制品、化学与、中

成药和中药饮片销售规模指数同比增长 12.6%、6.8%、6.4%和 5.0%。

3.3 2023 年上半年中成药产品渠道需求分析

图 15 2023 年上半年中成药品类各渠道销售量占比

2023 年上半年中成药在药店端、医院端、电商端销售规模分别约为 571

亿、429 亿、92 亿元，整体增长 6.87%左右，电商渠道增速加快；前三类热销



中成药为心脑血管疾病用药、感冒用药/清热类用药、肠胃道疾病用药。

图 16 2023 年上半年中药饮片热销品种 TOP20

2023 年上半年中药饮片整体消费增长约 5.36%。2023 年上半年中药饮

片热销品类多为补虚药，热销品种有西洋参、黄芪、枸杞子、冬虫夏草、燕窝

等。其中，销售金额＞5 亿元的有西洋参、三七、黄芪、枸杞子共 4 个品种，

约占 30%；销售金额在 3-5 亿元的有冬虫夏草、燕窝、红参、川贝母、共 4 个

品种，约占 15%。

3.4 2023 年上半年，价格过快上涨影响出口增长



图 17 2021-2023 年中药材出口总量

2021-2023 年，我国中药材出口总量保持稳健增长，中药材原料出口量

保持在 6000 吨/月以上。

由于边境贸易逐步恢复正常，带动各国贸易恢复性增长。2023 年上半年

我国中药类出口增长同比增长 3.63%；其中，中药材原料出口总量达到 6.6 万

吨，价格过快上涨影响消费。

3.5 国内中药材供应保障能力评估，理论上仍供大于需

图 18 2009-2022 年国内中药材产供需评仨（含进口）



供应保障整体评估：2009-2022 年，国内中药材供给量平均增速 4.19%，

低于需求增长的 4.85%，但由于静态库存，整体理论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缺口

并不明显。即使有年底疫情放开影响，但也只是阶段性和一过性。

4. 趋势：泡沫有望破裂，倒逼产业提档升级

4.1 中药材综合 200 指数整体评价及预测

图 19 2015-2023 年中药材原料价格综合 200 指数（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2023 年，中药材综合 200 指数整体持续上升。

 上半年（1-6 月份）：因惯性拉动，行情迎来明显上涨。此阶段，综合 200

指数接近 3500 点大关，较 2022 年 12 月大幅上升近 700 点。

 下半年（7-12 月份）：7 月份已突破 3500 点，随着进入传统药市淡季，

且 9 月份前后，中药原料迎来集中产新，预计整体行情出现回调。此阶段，

综合 200 指数逐渐恢复至 3300 点水平。

4.2 中药材家种 100 指数整体评价及预测



图 20 2015-2023 年中药材原料价格家种 100 指数（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2023 年，中药材家种 100 指数整体持续上升，与综合 200 指数情况相仿。

 上半年（1-6 月份）：6 月份家种 100 指数接近 3500 点大关，较去年同期

上升 36%。

 下半年（7-12 月份）：7 月份已突破 3500 点，随着中药原料迎来集中产

新，供应量持续加大，预计整体行情出现回调，家种 100 指数逐渐下降至

3200 点水平。

4.3 中药材野生 99 指数整体评价及预测



图 21 2015-2023 年中药材原料价格野生 99 指数（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2023 年，中药材野生 99 指数整体波动上升。

 上半年（1-6 月份）：6 月份野生 99 指数接近 4000 点大关，较去年同期

上升 10.9%。

 下半年（7-12 月份）：7 月份已突破 4000 点，由于野生资源稀缺且逐年

枯竭，国家对其实施严格的政策保护，再加上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使得

野生及动物类药材供给出现不足，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价格呈现平稳上

升态势。

4.4 中药材价格短期与中长期变化趋势

短期将下降，中长期仍将震荡，产业失衡问题仍难以解决。

后期影响因素则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资本力量 资本泛滥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政策因素 一是政策对生产扶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二是能否及时 打击市

场垄断炒作行为；三是医疗机构集中反腐带来的行业振荡。



 自然灾害 疫情和气候异常，是否会造成部分品种减产，给炒作带来话题。

4.5 供应屡屡断链，中药原料上升到战略竞争层面

表 7 2000-2020 年前 15 位中药企业业绩及主打产品

近 10 年来，云南白药、阿胶、片仔癀、连花清瘟等龙头企业的拳头产品

屡屡成为热点引爆资本和消费市场，拥有明显定价权。品牌垄断和原料战略互

为因果，未来 10 年，工业企业要想取得资源战略安全，必须加大生产端反哺

力度，提前进行布局和原料保障体系建设。

4.6 政策与现实，将倒逼企业加速与产地对接



图 22 2010-2020 年国内中药材市场交易量变化

中药材价格暴涨，加上中药集采政策倒逼，生产企业聚焦于源头，将给产

地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如何去中间环节是大难题。

基地化生产难度极大，“企业订单+合作社种植“将成为主流。

4.7 大数据平台精准引导产销，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

图 23 中药产业大数据平台核心数据组成

通过标准和编码体系打造，系统具备强大的分析能力，核心一动态掌握生



产加工数据，核心二动态掌握市场端需求和渠道供应保障能力。从而以科学、

精准的数据引导产销和订单农业，避免政策盲目性和生产大上大下。

图 24 中康云瓴中药材品种预测价格与实际价格比较

中康云瓴中药材大数据平台推出的中药材品种数据洞察，包含品种历年产

供需及库存量以及各品种短、中、长期价格趋势，能达到 90% 以上的涨跌趋

势准确率，85% 以上的振幅预测准确率，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准确数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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