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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内中药材行业蓝皮书(文字稿) 

政策年•资本年•水库时代 

导 语 

2016 年，在大健康产业如火如荼发展下，中医药利好政策“井喷”式出台；而反映国内

中药材市场整体行情运行的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呈连续上行态势。 

表面上看，政策利好、自然灾害和资本介入等因素，是造成指数上行的关键原因；但更

深层次，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支撑行业运转的传统中药材流通体系，正在解构和衰落。

非但不能支撑日益急切的优质优价原料需求，反而成为掺杂使假、囤积炒作的温床。再加上

灾害、资本兴风作浪，企业吃尽苦头，原料保障早已朝不保夕；另一方面，质量和成本竞争

的白热化，迫使需求企业必须从源头抓起，才能确保自身生存。 

在这种背景下，需求方被迫与众多资本、中间商和散户一道，纷纷走向产地，争抢有限

的水源，提前建立自身原料库存，形成大大小小“水库”——中药行业的“水库时代”来临

了，这实在是时代的进步！因为，这种“现代水库”的市场自我调节，区别于计划经济时代

的国营三级站人为的“蓄水池”调节。无论是“蓄洪”能力、还是调节能力，都强大、敏捷

得多。 

 因此，2016 年——急剧增长的中药原料需求与落后的保障供应矛盾突出，迫使需求方

大量“蓄水”，才是造成年度指数连续上行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理解了“水库原理”，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就会找到答案。你会明白，由于对

未来干旱的预见而需要蓄水“抗旱”，像三七、黄连和人参等阶段性供给过量的品种，2016

年为何依然能保持强势上行；也会明白，由于库容的建立，传统的产需矛盾临界点已经提高，

玉竹、菟丝子等品种，明明已经产大于销，但行情依旧坚挺甚至上扬；更会明白，令人担忧

的库存，反而会成为稳定行情的“合理库容”，并将调节 2017 年市场的运转。 

因此，我们将 2016 年的年度主题词，定格为：“ 政策年•资本年•水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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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2016 年度盘点和回顾 

一、2016 年年度综合 200 价格指数数据解析 

1.1 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走势解析 

 

图 1： 2016 年，国内中药材市场综合 200 价格指数走势图。 

    反映国内中药材市场整体运行状况的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2016 年开盘点位

2215.36 点，12 月 31 日收盘点位 2571.78 点，上涨 356.42 点，涨幅高达 16.1%。 

如下图，如同水库蓄水的过程，期间综合 200 价格指数也分别经历了领涨、普涨到补涨

三个阶段： 

 

图 2：2016 年，中药材行业的“水库”特征十分明显。 

(一) 蓄水期： 指数在年初春节期间有小幅下跌，春节过后逐步回升，从 2 月 20 日至 8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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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指数上涨 137.76 点，涨幅 6.31%，日均上涨 0.80 点；其中，太子参、吴茱萸、野

菊花、草果等品种涨幅位居前列，形成领涨。 

(二) 暴涨期：到 8 月 8 日后，在政策利好、资本扎堆和西北干旱刺激下，综指迎来连续两波

快速涨幅，市场进入普涨阶段。在这种态势下，企业被迫恐慌性采购，加大蓄水力度。

多个品种出现明显涨幅，特别是大宗品种党参、当归、三七等行情上行，对指数影响更

大。 

(三) 补水期：随后，随着库容的增长，综合指数到 10 月下旬，上升之势放缓。但由于库容

的支撑，价格指数仍保持高位运行。期间，部分价格不合理的中小品种，陆续进入补涨

序列。 

 

1.2 本年度综合 200 价格指数与 2015 年综合 200 价格指数对比分析 

 

图 3：2016 年与 2015 年，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走势对比 

如图 3 所示，与 2015 年同期相比，2016 年综合 200 价格指数升势特征明显。其中在 7

月 15 日 2311 点位时，形成交叉，随后在 8 月份开始一路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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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6 年与 2015 年综合 200 价格指数振幅对比 

如图 4 所示，2016 年综合 200 价格指数振幅为 23.2%，远远超过了 2015 年 9%左右的

振幅。这说明 2016 年国内药材市场，无论交易走势、价格波动，还是市场活跃程度，都远

远高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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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板块数据解读 

2.1 家种、野生和进口 3 大来源类指数解析 

 

图 5：2016 年与 2015 年三大板块涨跌幅度对比。 

    与 2015 年全线下滑相比，2016 年家种、野生和进口三个来源的指数整体升势明显。其

中家种药材升势最高，达到 19.9%；进口类品种整体升幅较小，为 5.0%左右。三大来源指数

的全线上涨，成为支撑综合 200 价格指数年度走势的核心力量。 

2.1.1 天地网家种 100 价格指数年度走势 

 

图 6：2016 年家种中药材价格指数上升 19.9%，居三大来源价格指数涨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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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6 年家种 100 价格指数与 2015 年家种 100 价格指数走势对比。 

如图 6-7，家种 100 价格指数的年度走势，与综合 200 价格指数年度走势高度吻合，同

样经历领涨、普涨和补涨三个阶段。 

2.1.2 天地网野生 99 价格指数年度走势 

 

图 8：2016 年，野生 99 价格指数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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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6 年野生 99 价格指数与 2015 年野生 99 价格指数走势对比。 

如图 8-9，野生 99 价格指数的年度走势，相对综合 200 价格指数稍显平滑。但整体升幅

明显，基本反馈出野生药材的行情上行的常态性。 

2.1.3 天地网进口价格指数同样扭跌为升，小幅上行 

 

 

图 10：2016 年进口中药材价格指数也扭跌为升。 

如图 10，相对于 2015 年进口价格指数的下行，2016 年进口指数也开始翻转，小幅上升

5%左右。 

2.2 各形态类指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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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6 年，各种形态类中药材指数年度涨跌幅度排行。 

    从表 1 可以看出，本年度各种形态类中药材涨面占优。其中叶类中药材涨幅居首；根茎

类药材紧随其后；而矿物、藤木和其它加工类指数呈相对下行态势。 

2.3 各用途类指数解析 

 

表 2：2016 年，各种用途类中药材指数年度涨跌幅度排行。 

如表 2 所示，心脑血管类中药材指数涨幅居首，应与心脑血管类中药材原料需求快速增

长有关；而滋补类药材指数增幅垫底，则与枸杞子、黑枸杞、薏苡仁等大宗品种生产过量有

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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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各区域类指数解析 

 

表 3：2016 年，各种区域类中药材指数年度涨跌幅度排行。 

    如表 3 所示，福建省中药材指数虽然品种少，但栀子、太子参等地产品种涨幅明显影响，

居于区域类指数首位；而云南省指数同样受草果、三七等品种涨价，整体涨幅居于次席。 

    新疆、青海、宁夏、吉林、山东、海南 6 省区，在本年度出现指数下滑现象。应与这些

省份的主产药材，如昆仑雪菊、沙棘、枸杞子、黑枸杞、人参和海南胡椒等药材行情下降有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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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各功效类指数解析 

 

表 4：2016 年，各种功效类中药材指数年度涨跌幅度排行。 

如表 4，止血类中药材价格指数，居年度涨幅榜首位，与白茅根、裸花紫珠等品种价格

上涨有关；而驱虫类药材价格指数因使君子、槟榔等药材行情下挫，导致整体指数呈下滑态

势，居年度跌幅榜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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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品种解析 

3.1  2016 年与 2015 年涨跌品种数量对比 

 

图 11：2016 年与 2015 年中药材涨跌品种数量对比。 

如图 11，在涨跌品种数量上，从 2016 年涨势和持平品种，都明显比 2015 年增多；相

应的，下降品种只有 17%，远远小于 2015 年 36%的数字。 

 

3.2  2016 年，各形态中药材变价品种占比 

 

图 12：2016 年，各形态类中药材变价品种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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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12 中可以看出，本年度变价品种里，树皮类、果实类和根茎类变价品种占比最高，

超过 60%的品种出现行情变化；而叶类、树脂类和矿物类，变价品种较少。 

 

3.3  2016 年，涨幅靠前的 20 个品种排名 

 

表 5：2016 年，纳入统计中药材品种涨幅榜前 20 位。 

在涨幅榜前 20 位中，吴茱萸受生产萎缩、人为炒作因素影响，涨幅高达 241.2%，居涨

幅榜首位；而草果则因严重冰冻灾害和资本参与，年度涨幅居于次席；柠檬前 3 年的“烂市”

行情，为今年的触底反弹奠定基础。 

其它品种如蔓荆子、野菊花、三七和太子参、白芷等，其行情大幅上涨，同样来源于品

质要求提高、自然灾害、生产萎缩或资本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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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16 年，纳入统计中药材品种跌幅榜前 20 位。 

而在跌幅榜上，冬瓜皮由于产量过大，行情下滑明显；而小品种鸦胆子则因为需求量小，

进口货冲击而行情大幅下滑；附子，则是 2016 年盲目发展种植的代表性品种，足以引起各

大药材产区的警示！ 

广藿香、人参、猪苓的行情下滑，对市场和综合 200 价格指数影响较大；其余小品种的

降价，则影响较小。 

小结： 

2016 年，作为大盘综合指数的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出现长期的持续上走，家种、

野生、进口品种价格指数全部增长；741 个监控品种中，跌价品种在 2016 年数量明显减少，

涨价品种数量增长超过一成。 

纵观各个分类指数，以及具体品种涨跌幅度也可看出——2016 年，各分类指数上涨面

远高于下跌面；而从具体品种趋势看，涨价品种无论是价格上涨幅度还是权重，都远高于跌

价品种下跌幅度和权重，在数据层面，对 2016 年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强势上行形成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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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支撑 2016 年国内中药材行情连续上涨的因素 

（一）根本原因：行业“水库时代”来临，形成强大蓄洪能力 

    伴随着大健康时代来临和政策强力刺激，民众和企业对优质、稳定的中药原料的需求，

从未像今天这么迫切。但，羸弱落后的传统中药材贸易流通体系，早已难以支撑这种需求变

化。 

 

图 13：国内部分专业市场分布及现状。 

    原来支撑中药材贸易流通的部分中药材专业市场，是市场经济初期的产物，对繁荣中药

生产贸易、集散中药流通，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时过境迁，如同当年的成药市场、电

器市场和电脑城一样，正在逐步失去其存在意义。 

 



                                                         www.zyctd.com 

 

 

图 14：行业生态圈的改变，是迫使企业加大原料存储的根本原因。 

传统市场的环节过多，造成的价格和质量失控、囤积炒作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迫使需求

企业不得不和资本、散户一道走向原产地，加快原料收储和行情控制；并从中赚取预期性采

购价差利润。主观上，企业稳定了自身原料的质量、价格保障；客观上，则建立起行业“大

水库”，造成药市行情的明显上涨。 

 

（二）客观原因：来自行业的外部和内部刺激因素 

1.政策井喷：政策利好刺激中药原料需求，提升投资者信心 

    2016 年，在全球，大健康产业竞争已到白热化状态；而在国内，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迫

近、医保支出不堪重负，也急需全民卫生保健方式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本年度成为中医

药发展史上政策利好“井喷”年，出台的政策和文件，无论是重量级别还是数量规模，都达

到历史空前水平。因此，说 2016 年，是中医药行业的“政策年”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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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16 年，行业重大政策出台时间轴。 

利好政策的不断推出，一方面大大提升了企业和投资者生产规模，投资中药板块的信

心；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中医药市场，及需求快速增长。 

2. 全球大宗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涨 

如下图，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11 月 10 日发布的统计表明，该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在 2016

年出现翻转，近 4 年来首次出现强势上涨；而在食品价格指数方面，2016 年，除了 7 月份

的短暂下跌之外，全年持续上涨趋势明显。 

 

图 15：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食品及农产品价格指数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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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做为分散、小规模的特殊农副产品，中药材生产更是受到劳力成本严重制约。粮食和

其它经济作物的价格上涨，在药粮比作用下，必然引起中药材生产成本上升，价格普遍上行。 

3. 自然灾害频发，对药材行情刺激作用明显 

 

表 8：2016 前三季度，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涨价品种及涨幅。 

    自然灾害对今年中药材价格的刺激同样明显，开年后草果因灾害领涨，造成三七、辽五

味等品种跟进，药市开始进入单品种领涨阶段；到年中，水灾制造了太子参话题，西北旱灾

造成党参、当归价格暴涨，引发药市开始进入普涨阶段。 

 

4. 资本扎堆进驻中药板块，中药行业“不差钱” 

 

表 9：2016 年国内 10 大中药企业市值及收益率比较（单位：万元，截至到 12 月 22

日）。 

    2016 年，中药板块的火热，也引起资本的高度关注。截至到三季度末，22 只中药概念

股中 16 只被基金重仓持有，持股总量为 1.94 亿股，持股总市值为 70.86 亿元，占基金总注

入额度的 30%左右。 除了重仓持有外，10 月份以来，逾半数中药概念股被机构集中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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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成为下一轮投资的重点。截至 11 月 20 日，22 只中药概念股中，共有 12 家接受机构集

体调研，占比为 54.55%。 

    这种态势下，中药板块一枝独秀，收益率普遍高于国内医药工业平均利润率（10.3%-12%）。

一方面企业不差钱；另一方面，合理采购即是利润。因此，除了正常采购备料外，刺激企业

介入原料贸易端，成为抬高市场行情的重要推手。 

         

5. 优质优价形成，品种价差明显拉开 

    随着 2015 版药典的严格执行，以及需求方对优质药材需求的增长，国内中药材行业优

质优价大环境正在形成，即优质药材的价格和普通药材或劣质品行情差异拉大。 

 

表 10：2016 年，因品质差异而导致价差明显的常见品种（单位：公斤）。 

    这种优质优价，既包括熏硫与不熏硫、野生与家种、正品与习用品、道地与非道地； 也

包括种源，以及高含量与低含量药材之间的差别，从而造成的价格差距。 

    

6. 野生资源加速枯竭，引起相关品种行情上涨 

2016 年，在整体药市火热的背景下，野生药材同样保持普涨态势。除了大行情外因，野

生药材涨价的根本内因还在于资源的不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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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6 年，野生药材涨价前 20 名品种一览。 

从表 11 中可见，涨幅较大的野菊花、金樱子、乌梢蛇、九香虫、蝉蜕等野生药材涨势

明显，外因在于天气或养殖成本上升；内因则由于野生资源的不可持续性。 

而白及、升麻、苍术、白鲜皮、威灵仙等品种，除了资源枯竭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即伪品被逐步剔除，正品显示其真正价值。 

 

五、2016 年市场行情总结 

2016 年，一方面，大健康产业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旧的中药材流通体系，已难以满足

需求方原料“多元化”需求。最终，导致企业和供货商不得不走向原产地，加大收储力度，

行业“蓄水池”正在形成，成为年度价格指数反常上行的根本原因。 

政策空前利好、农副产品价格普涨的背景，为药市行情上行提供外部环境支撑；灾害助

推、资本扎堆、优质优价和野生药材资源的枯竭，同样为行情上涨形成合力。 

这种强势上涨，又生成了以下现象：一是国内中药行业进入原料“高消费”时代，低价

时代过去；二是刺激全国各地药材生产种植的积极性，部分品种最终是否会冲垮“堤坝”，

还有待观察；最后，在产地、市场和企业仓库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蓄水池”或“小水库”，

丰年收储灾年放水，共同形成行业“大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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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这三大现象又会对市场运行造成哪些影响呢？ 

 

                         第二部分 2017 年展望 

    2017 年，是中医药和健康产业中长期规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国家中医药法》也将逐

步落地，政策利好开始释放，行业的光明前景确定无疑。只是，2016 年市场行情已经如此

强势，这种态势还能持续多久？已成为当前业界内外争论最多、也最为关注的话题。 

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业的“水库”目前水位达到什么高度。是需要继续吸

纳水源，还是需要开闸放水甚至泄洪？ 

要看清这个关键，就需要从中药材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层面和基本层面等多个维度来分

析： 

 

一、2017 年，中药材行业趋势展望 

1.1 中医药机构遍地开花，将带来需求增长的长期预期 

按照国家中长期规划，未来 15 年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15 万亿；而中医药产业市

场规模将达到 8 万亿之巨。随着民众养生保健需求的日益旺盛，国家配套鼓励和扶持政策会

不断加大，最终形成中医馆和基层中药房遍地开花局面。 

中医和健康理念的推广普及，必然带来中药需求的高速增长；同时，更将极大提升资本

投入中药原料端的信心，热钱继续扎堆。 

1.2 水库理论支撑下的市场良性运转，行情难以见底   

在企业、资本和众多散户共同作用下，中药材市场“水库”库容加大。这个基本库容将

成为行情的稳定剂，期间只是溢出或补充的过程。除非“垮坝”，否则很难一次性见底。反

馈在行情中，表现为价格大上大下概率降低。 

在水库理论影响下，行业还会出现以下全新现象： 

一是“水位预警线”抬高   原来稍有生产过量，即会造成行情回落；而现在产量往往

要超出需求 20%甚至更高，才会造成价格回落。即，我们已不能再用传统的产销水平和数据，

来评判行情，需要提高警戒水位线。 

二是行情“触底线”抬高   在资本丰裕和水库理论共同作用下，药材品种已很难再出

现过度烂市局面。即使出现，“沉底”时间周期也会大大缩短。如三七、人参、玉竹、薏苡

仁等，价格稍一回落，即会有需求方提前参与建仓，形成托底效果，迅速拉升行情。 

三是企业参与蓄水成为常态  在旧体系混乱失控背景下，企业参与蓄水，既能保障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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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的稳定；又能从中实现价差收益，何乐而不为？现阶段，多个品种还只是中小型水坝，

能全面调节水位的“大水坝”还没建立。在 2017 年，预计更多成药企业、饮片企业和流通

企业，积极参与原料收储将成为常态，最终形成单品种乃至常用药材的“大水库”。 

1.3 参与各方发现价格能力明显增强，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其一，随着通讯工具和信息的发达，商家和企业发现价格能力明显增强  出手快、介入

准、下手狠，客观上造成市场行情振幅降低，波动频率加快。 

其二，产地商家和农户抗风险能力大大提高，卖方的议价能力增强 行情不到合适位置，

谁都不愿意轻易妥协，容易形成行情僵持。例如，今年浙江商家对覆盆子、吴茱萸等地产品

种的抱团能力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控盘实力超乎寻常。这种态势下，也让行情很难大幅

回落。 

1.4 市场周期还未运行完一轮，2017 年仍处于恢复和僵持期  

市场和行情周期，与中药材生产周期吻合度较高。虽然 2016 年由于行情提前释放，药

材“牛市周期”提早来临，但整体周期运行，依然要经历起势（领涨）、上行（普涨）、高

峰（补涨）、高位振荡（高价僵持）、回落的过程。2017 年，尚处于高位振荡时期。 

从以上背景分析，我们认为——2017 年的市场行情，应是高位振荡和僵持，预言回落

稍早。也就是说，随着更多企业加入蓄水队伍，除了少部分品种外，中药材行情大面积开闸

放水时机尚未到来。 

 

二、技术层面的分析 

通过对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指标品种的多维度压力测试和评估，我们对 2017 年综

合 200 价格指数的运行态势预测如下： 

2.1 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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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017 年，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模拟走势图。 

我中心预测，2017 年的国内药市综合 200 价格指数，将继续维持相对高位运行，在 2500-

2700 点之间振荡运行。 

春节后，指数还将迎来一波小幅上升期，随后出现振荡僵持，甚至小幅回落；但 5-6 月

份，可能会因政策刺激、气候因素等，再次出现上行；随着 2017 年多种短周期药材的产新，

7 月份之后，综指有望小幅回调。 

2.2 家种 100 指数走势预测 

 

图 17：2017 年，家种 100 价格指数模拟走势图。 

做为天地网综合 200 价格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种 100 价格指数的整体走势和波动

情况，应与综合 200 价格指数高度吻合。预计将在 2500-2650 点之间振荡运行，期间可能会

受到天气、产新和资本介入的影响，而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2.3 野生 99 指数走势预测 

 

图 18：2017 年，野生 99 价格指数模拟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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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市高位运行态势下，虽然部分品种会由于上涨过快，导致产新后，资源短时间“富

集”而价格下滑，但野生 99 价格指数的整体长期缓步上行已成为常态。预计明年野生 99 价

格指数将在 2900-3220 点之间运行。 

 

 三、基本层面的分析 

 

图 19：天地网专家团队，对 2017 年市场行情的趋势判断分布。 

    通过对中药材天地网 30 位核心专家和品种专员调研，认可 2017 年国内药市行情继续

高位运行或上行的有 13 人；持稳或不确定的 12 人；下行或看跌的专家只有 5 人。 

    因此，从基本面上判断，专家组普遍倾向于市场行情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期间或因特殊

刺激因素（如气候、疫情或政策性调整等）出现振荡。 

 

四、结论，对 2017 年市场行情的预测结论 

    通过以上背景趋势、技术层面和基本层面分析，我们认为 2017 年的市场行情，可能会

出现以下态势： 

4.1 2017 年，热点品种数量将相对 2016年减少 

市场的关注度，一方面与该品种交易量成正比，交易量越大关注度越高，如党参、当归

和黄芪等；另一方面与涨价相关联，涨幅越大关注度也越高，如三七和草果等。随着市场上

行态势放缓，水库的水位提高，预计 2017年的市场热点品种，将比 2016 年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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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6 年热点品种规律，以及对 2017 年综合指数来源的 200 个品种筛选，我们认

为：除了黄芪、甘草、党参、当归和枸杞子等这些大宗品种外，以下 20 个品种最有可能加

入热点品种序列（如表 12）。 

 

表 12：2017年，预计会加入热点品种序列的前 20位品种 

预计 2017 年，下列品种可能会出现价格上涨：一是金融属性明显、易于控盘和存储的

品种，如三七、人参、黄连或西洋参等；二是野生来源，资源不可持续的品种，如蝉蜕、茜

草、白头翁、淫羊藿等；三是易受天气或疫情影响的品种，如桃仁、板蓝根等；四是产能尚

未完全恢复的品种，如白术、桔梗、知母、远志和辽细辛、辽五味等；五是需求增长明显的

药食两用品种，如茯苓、薏苡仁等。 

4.2 2017 年，家种药材生产相对过剩但还不至于“烂市” 

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因药市行情的高位运行，国内中药材生产热情高涨，特别是多

个连片扶贫地区、土地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扩大生产非常明显；而传统的主产地，品种优

势更为突出和集中，对于短周期的药材生产，积极性较高。这种现状，从 2016 年下半年药

材种子种苗价格的火爆情况，可反映出来（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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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016年，种子种苗热点品种价格涨跌情况。 

因此，预计 2017 年，家种药材会出现下列特征：一是半年或一年生的家种药材，多数

产能将出现增长，如白芷、瓜蒌和板蓝根等；二是价处高位的品种，产能恢复较快，但不是

高峰。如知母、桔梗、白术、防风等；三是生产周期较长的品种，产能恢复仍需时日，如三

七、黄连、辽细辛等。 

因此，相比 2016 年，国内家种药材在 2017 年仍不是产能高峰期；同时，“水库理论”

作用下，需求方将持续进行常态化的库存。故预计 2017年家种药材生产，整体会相对过剩，

但还不至于“烂市”；部分中长周期品种的行情，甚至会继续上行。 

4.3 野生药材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将加剧，野生 99 价格指数稳步上行 

随着医药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民众对中医药原料需求增长，我国野生中药材资源可持

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多个以野生来源为主的药材，早已陷入了恶性循环，即“越采越贵、越

贵越采；越采越少、直至消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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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017 年，有可能因资源难以为继而价格上行的 10个代表性品种。 

在野生资源配套保护政策和家种不能及时跟进前提下，野生品种的行情稳步上行，已成

为近 10年野生 99指数的常态。预计在 2017年，这种尴尬现状仍难以改变。 

4.4 优质优价进一步增强，大量劣质药材濒临滞销困境 

    无论是新版药典，还是即将实施的《中医药法》，都将确保药材质量放在了核心位置。

低质药材（如地方习用品、代用品；低含量；或高农残、高重金属残留的药材等）、甚至是

假冒伪劣药材，生存空间会更加逼仄。这些低质劣质药材，其实就是水库底部的“泥沙淤积”，

如不及时清除，既会影响库容；又会造成下游水质的混浊。 

在这种背景下，优质药材的品牌和价格优势，会进一步放大，畅销价涨；相反，低劣药

材会面临滞销价滑困局，最终被扫出历史舞台！ 

 

五、不可预测因素，可能影响市场行情运行的重大事项 

5.1 行业内外资本加速进驻中药材原料端，扰动行情 

    进入 2016 年后，行业内外资本进驻中药原料端并深度影响市场运行。股市、房地产等

投资收益预期降低；而 2016 年的市场行情又让多个投资者尝到甜头。预计，2017 年，在中

医药行业整体向好刺激下，可能会有更多资本参与到中药原料端。 

    另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即从业者的行为改变，导致炒作之风盛行。中药材行业正由

分散走向集中，由混乱走向规范，由粗放走向细分。这种发展阶段特征，一方面会加快去中

间环节，对市场经营户和中间商功能的弱化；二是生产经营门槛抬高，吊销 GMP 资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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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016 年，前三季度吊销的 GMP 执照总数就超过 2015 年之和。 

众多中小饮片企业和散户面临生存挑战和压力加大，会将更多精力投入预期性存储（俗

称“压货”），与资本和需求方争抢有限货源。众多的“老鼠仓”存在，是药材“水库”中

不确定力量。小水库的“垮坝”，往往会造成大水库水位变化，甚至酿成灾害。 

5.2 政策性的改变，导致市场行情的波动 

如中医药中长期规划、中医药法，以及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中的两票制、取消临床医构药

品加成（但中药饮片除外），中药颗粒剂的放开；甚至是政府出面调控药材价格等，都可能

给造成中药材行情带来重大影响。 

这些政策改变，可能会对从业者心态、市场行为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并最终反馈在行

情波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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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气候或疫情等突发性因素，对行情造成的影响 

 

图 21：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现象的关联性，可能造成新的气候异常。 

    从多年行情跟踪来看，春季的疫情和天气变化，对年度中药材行情刺激作用明显。特别

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现象的

关联性，有极大概率会导致 2017 年春季出现严重“倒春寒”或持续干旱甚至诱发相关疫情。

如果不幸言中，则果实子仁类、或抗病毒类药材品种行情，就会再起波澜，业界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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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未来 3-5 年，中药材产业都将处于改革和新体系建立前的动荡期。变数和新生力量层出

不穷，行业的机遇和挑战并举，但始终充满向上和正能量。 

 

图 22：2017 年国内中药材行业前景无限，但充满动荡和挑战。 

 

2017 年，由于中医药产业的光明前景，预计企业和资本投入中药原料端热情不减；而

现代“行业水库”建立，正开始梳理和规整混乱落后的贸易流通体系，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大上大下行情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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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未来，与行业水库配套的水利工程必须建立。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行业的水库才刚刚开建，无论布局的合理性还是堤坝的牢固性，依

然相对脆弱。部分企业甚至盲目在地震带上建坝、或建立的只是“土坝坝”，洪水一来，势

必出事故。而与水库配套的水位监测、排洪扬沙、下游水利渠道、终端自来水管道等都不完

善；利用“落差”发电（即期货市场）功能也没有形成。迫使需求企业还需要自己去源头建

坝取水——这本身就是发展和过渡阶段的无奈之举，不是真正的中药材现代贸易流通体系。 

在旧体系崩解，新体系不完善背景下，投资方和业界需高度警惕——与 2016 年相比，

过高行情可能再次造成风险蓄积——首先是中药材的过高价位，会在一定程度抑制需求，局

面或类似当前的楼市，虽高位运行，但部分热点有价无市；其次，会否造成盲目生产再次加

剧，部分品种出现“大水泛滥”，而危及刚具雏形堤坝的安全呢？ 

未来，政府、社会和资本力量必须形成合力，尽快建设从水源地到用水终端的现代化供

水体系。包括：出台各项中药材“水质”标准、水库建设、水利设施标准；打造基于源头的

信息监测体系、品质净化保障体系、电子商务平台和配套的仓储物流体系；建立“水电站”、

水源水利保护基金等资本进出通道，让泛滥的资本力量转化为动能，真正为行业健康发展所

需，为民生所用。 

通过以上建设，减少中间环节，一方面降低民众“用水”中转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

中途水质污染机会，实现全程质量保障可追溯。最终让水库中优质净水通过现代化水利设施

和自来水管道，惠及终端需求方，惠及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