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前5月中药材行业运行报告

调水位·调结构·良性平衡



回顾：2017年1-5月，热点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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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饮片企业屡登监管黑榜，

引发行业针对药典标准大论战。

2017.05 2017.05

习总书记向世卫组织赠送针灸

铜人，中医药走向全球提速。

国家再掀环保风暴，河北河南成

为重灾区，部分药企限产停产。

黄姜山药产新烂市，难掩全国

各地药材生产大干快上热情。

亳州冷库大火，引发行业对中

药材仓储管理落后的担忧。

13部委联合下发健康老龄化十

三五规划，开启中医养老新时代。

中药材源头追溯体系加紧建设，

天地网50家产地服务站登上舞台。

“一带一路大会”在北京召

开，中医药迎来“丝路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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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OUTLINE

1 / 现象：行情高位回落，综指200环比下降

2 / 原因：业态重大改变，水库调节功能发力

4 / 展望 : 结构调整加速，市场进入良性平衡

3 / 案例 : 热点品种点评，暴涨暴跌难以重现



01 现象：中药工业领跑，但利润相对下降

据工信部数据：2016年医药工业

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635.86亿元，同比增长9.92%，高

于全国工业整体增速5.02个百分点。

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继续增长，但利润增速显著放

缓。其中，中药饮片工业利润增速

为8.64%，下滑了10.14%，平均利润

率只有7.07%。原因一是原料暴涨

16.1%；二是企业质量管控成本加大。

除去贵细饮片、颗粒剂等板块

高利润空间，普通饮片工业真正进

入“微利时代”。

1.1 受制于成本增长，中药工业利润下滑明显



01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降幅4.36%

中药材综合200指数2017年上半年开盘点位2575.73点，5月31日收盘点位2462.10点，下降113.63点，环比下降4.41%；但与

2016年相比，同比升幅为12.10%。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月1日-2月28日，春节后市场开盘尚保持平稳运行；第二阶段从3月1

日—5月31日，受胡椒、川芎和枸杞子等高权重家种药材行情下滑影响，综合指数连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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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阶段性振幅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2017年前5月 2016年

开盘 2575.73 2102.36

盘高 2585.52 2575.73

盘低 2460.82 2087.70

收盘 2462.1 25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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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前5月与2016年指数振幅对比

综合200指数年度振幅变小

2017年前5月综合200指数振幅为5.06%，远

低于2016年高达23.38%的振幅情况，反映

出期间市场活跃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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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7年前5月

各板块指数涨跌幅对比

家种100价格指数 进口价格指数 野生99价格指数

从各分类指数

看，家种指数降幅最

为明显，达到7.2%；

进口类下降5.29%；

而野生类指数继续保

持上涨，涨幅2.8%。

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主要受家种指数下滑影响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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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家种中药材价格指数显著下行

2000

2500

3000

2017年前5月与2016年家种价格指数对比

2017年前5月家种100价格指数 2016年家种100价格指数

家种类指数下行明显，下行182.01点，降幅达到7.20%；但与2016年同期相比，依然增长了8.19%。且家种与综合200价格指数走势最为

相似，同样分为两个阶段。随着下半年批量产新开始，指数有继续下探可能。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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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野生99指数逆市上涨 2.37%

近10年，野生类指数整体保持上行态势呈常态。即使在药市整体下行态势下，野生指数依然上行83.97点，涨幅为2.37%，为来源

类指数中唯一上行板块。反映出野生资源萎缩的大势尚未改变，仍处于长期上涨通道。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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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进口指数下降5.36%

进口指数降幅相对明显，下行113.91点，降幅达到5.29%，较去年同期也下降了3.25%。其中：受今年上半年香料类价格全线回落

影响，香料指数跌幅高达12.04%，成为进口类指数快速下滑的重要支撑因素。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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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指数构成中涨价品种占比明显减少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综合200的指数构成品种中，涨价品种
的占比明显减少，下跌和走平品种占比
增加。

涨：63个 -34%

平：82个 +27%

跌：55个 +7%

14%
41%

66%
32%

21% 28%

2016年 2017年前5月

指数构成品种2016与2017年前5月品种

涨跌数量对比

跌

涨

平

2017年前5月，指数构成品种中虽涨价
品种数量多于跌价品种，但指数呈现下
跌，原因就在于跌价多为权重品种。



价格涨跌 2016年上半年中药材品种跌幅

2017年前5个月中药材品种跌幅前20位

01
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指数构成品种跌幅前20名

现象：药市低迷，综合200指数阶段性回落

序号 品种 规格 产地 1月1日价 5月31日价 幅度

1 黑胡椒 统黑椒 进口 55 35 -36.36%

2 川芎 炕统个 四川 27.3 18 -34.07%

3 益智 统 海南 110 80 -27.27%

4 枸杞子 380粒 宁夏 50 38 -24.00%

5 莲子 白统个 湖南 50 38 -24.00%

6 白胡椒 统白椒 海南 78 60 -23.08%

7 半枝莲 二茬全草 河南 9.5 7.5 -21.05%

8 延胡索 统个 陕西 60 48 -20.00%

9 穿心莲 全草 广西 5.5 4.5 -18.18%

10 金樱子 统个 江西 22 18 -18.18%

11 八角茴香 大红 广西 28 23 -17.86%

12 决明子 统 河南 6 5 -16.67%

13 酸枣仁 统 进口 48 40 -16.67%

14 党参 中条 甘肃 65 55 -15.38%

15 薄荷 全草统 较广 7 6 -14.29%

16 附子 清水黑顺片 四川 35 30 -14.29%

17 猪苓 统个 野生 140 120 -14.29%

18 砂仁 壳砂统 进口 74 64 -13.51%

19 连翘 青翘水煮统 河南 42 37 -11.90%

20 菊花 杭菊杀青统 浙江 60 53 -11.67%

跌价的前 20位综指

200品种，多数为产量大、

高权重品种。

年消费量超过5000吨

的品种达12个，其中枸

杞子、白莲子、黑胡椒

和党参、八角茴香等，

都是年消费量超过3万吨

以上的超大品种。



价格涨跌 2016年上半年中药材品种涨幅

2017年前5个月中药材品种涨幅前20

01
1.2 综合200指数环比下滑：指数构成品种跌幅前20名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序号 品种 规格 产地 1月1日价 5月31日价 幅度

1 胖大海 圆果 进口 55 85 54.55%

2 巴戟天 肉统条 广东 50 75 50.00%

3 前胡 野生统个 较广 65 95 46.15%

4 吴茱萸 小花统 江西 220 300 36.36%

5 大青叶 统 甘肃 3 4 33.33%

6 紫草 软统 新疆 200 260 30.00%

7 石菖蒲 统个 安徽 37 48 29.73%

8 木香 统个 较广 12.5 16 28.00%

9 广金钱草 全草统 广西 11 14 27.27%

10 淡竹叶 统 较广 12 15 25.00%

11 瓜蒌皮 统 河北 8 10 25.00%

12 五味子 统 辽宁 120 150 25.00%

13 天花粉 统个 河北 21 26 23.81%

14 水半夏 生统 江西 17 21 23.53%

15 黄芩 家种统个 甘肃 13 16 23.08%

16 玄参 无芦头统个 湖北 9 11 22.22%

17 草果 无柄选 云南 118 142 20.34%

18 仙茅 统个 进口 35 42 20.00%

19 覆盆子 统 浙江 260 310 19.23%

20 蝉蜕 统 较广 270 320 18.52%

涨价品种虽然涨幅高、

品种数量相对多，但多

为低权重的中小品种。

前20位涨价品种里，

年销售量超过5000吨的

品种只有天花粉、木香、

黄芩和草果4个品种（合

计总销量约3.4万吨）。



小结
2016年，由于原料行情高位运行，中药工业利润率显著下

降。2017年，综合200指数开年后短暂平稳运行。但随着产新药

材增多，家种药材整体产大于销后果显现，拉动综合指数高位回

落，连续下行。

但一方面，药市整体行情仍高于2016年同期水平；另一方面，

部分长周期家种品种、野生品种出现逆市上行，反映出当前药市

行情运行的复杂性。

01 现象：高位回落，综合指数环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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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半年中药材品种跌幅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2016年，综合200指数涨幅高达16.1%；而目前只下滑了4.36%，市场就

哀鸿遍野，悲观情绪弥漫？

我们不能仅凭感觉，就简单地判定行业不景气，甚至即将“烂市”，为什

么这么说？



02
2016年上半年中药材品种跌幅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2.1 根本原因：行业生态改变，迫使产销对接加速，水库时代来临

一方面，管理和原料成本增长，中药企业薄利经营；另一方面，传统的多环节流通，造成的价格和质量严重失控、囤积炒作成风，迫

使企业不得不和资本、散户一道走向原产地进行原料收储。主观上，企业稳定了自身原料的质量和价格；客观上，则建立起行业“大水库”，

起到“削峰平谷”、平抑行情的作用。

因此，2017上半年市场行情的平稳回落，正是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原料水库”在发挥良性调节作用。



02
2016年上半年中药材品种跌幅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2.2 客观原因： 2016年过热行情，造成2017-2018年的行情过早释放

近10年国内综合200指数分析

2016年，受政策刺激、资本介入和灾害助推等影响，导致本该在2017-2018年到来的大周期波峰，在2016年

下半年提前来临。单是8月8日-10月26日，就暴涨了12.21%，过早释放行情，也抑制了企业采购积极性。

“水库时代”来临，资本再借助灾情、生产调减等因

素，正改变着传统“供需矛盾”产生的大小周期规律。一方

面，让下行的行情不至于落入低谷，保持药市整体相对高位

运行；另一方面，资本的介入也过早释放利好因素，让大小

周期提前到来。该降的没降到底，如姜黄、附子和薏苡仁等，

该升的拔苗助长提前增高，如黄连。反馈在指数运行上（如

图），就是波幅明显减小，波峰间隔明显拉短。



02
2016年上半年中药材品种跌幅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一方面，粮价下行会导致药材生产过热价格下行；另一方面，低迷的农副产品价格同样会拖累中药材行情。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2017年一季度为

100.8，比去年四季度下降0.4点（如图1）；中

国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为83.3，比去年四季度低10

点。

而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2013年至今，全球食品价格同样振荡下行；与

国内整体趋势保持一致。

2.3 客观原因： 全球大宗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下行，影响中药材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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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客观原因：“ 健康中国“来临，各地中药材生产过热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2017年上半年种植面积盲目扩张的品种

另外，还有部分品种虽然种植面积及上述品种多，但需求量也较小，同样可能出现严重过剩甚至“烂市”，如蛇床

子、金铁锁和雪上一枝蒿等；同时，从今年生产发展情况看，2018年产销失衡增多，但触底期缩短。

序号 品种名称
2016年需求量

（万吨）
2017年种植面积

（万亩）
生产预警指数

1 枸杞子 20 170 ☆☆☆☆☆

2 白莲子 8.5 100 ☆☆☆☆☆

3
山药（折干品）

9.5 80 ☆☆☆☆☆

4 连翘 0.6 75 ☆☆☆☆☆

5 黑枸杞 0.2 45 ☆☆☆☆☆

6 板蓝根 2 35 ☆☆☆☆☆

7 当归 3 35 ☆☆☆

8 生地 3 20 ☆☆☆☆☆

9 白芍 1.2 18 ☆☆☆☆

10 白及 0.12 8 ☆☆☆☆



02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2.5 客观原因：产销对接去中间环节，让市场痛感明显

一是中间价差消失

甚至倒挂，造成行

情 下 滑 虚 像 ；

二是大货交易多在

产地发生，市场寒

冬 感 加 剧 ；

三是“压货”成为

中间商主要盈利手

段。相对于2016年

好行情，今年暴利

生意难做。



在高压管控下，低质药

材（如地方习用品、代用品

；低含量药材等）、甚至是

假冒伪劣药材，生存空间更

加逼仄。

优质药材的品牌和价格

优势，得到进一步放大。如

中江丹参、低残人参、新货

黄连等；相反，低劣药材当

然会面临滞销价滑困局。

02

2016年，因品质差异而致价差明显的常见品种（公斤价
）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2.6 客观原因：优质优价业态形成，粗放劣质药材价落低谷



小结
因此，2017年至今的市场低迷假象，其实是中药材现代流

通体系日益成熟的表现。

根本原因是行业“蓄水库”发挥了重要调节功能；而周期性

回落、农副产品降价、生产过热，以及产销对接加快和优质优价

形成，又加深了“痛感”产生。但这种“痛感”更多体现在中间

环节，而不在原产地。

这样的“阵痛”，是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必经

阶段，只会加速行业洗牌和结构调整。

02 原因：数字背后，是行业业态重大改变



4.1 黄连：长周期品种，能量过早释放导致交易放缓，后市继续上行03 热点品种分析



4.2 人参：金融属性明显，行情两极分化加剧03 热点品种分析

人参需求量已增长到6500

吨以上,且去年到今春秧冻明

显，金融属性明显。如果水

参行情降到35元，则大批资

本会介入；但超过40元，则

观望情绪加剧。故2018年，

人参行情趋稳。

另外，人参生产成本还会下

降 ， 低质人参供应量充裕;低

农残和生产年限长的大条人

参更受市场认，大货难找，

趋势看涨。



4.3 麦冬：产能难以扩张，库存消耗，后市行情继续上行03 热点品种分析



4.4 桑椹：药食两用品种，供不应求后市看涨03 热点品种分析



4.5 重楼：野生品种，家种短期内难以补给价高难落03 热点品种分析



小结
通过对上述5个代表性品种分析，我们明显发现：信息灵敏,企业对行情反应迅速，价升

过快就收手，导致行情波动加快但波幅变窄。这种态势下，品种溢价空间完全由产地商

家掌握，市场中间商望洋兴叹难以下手。

只是，当前药市供大于求的基本面仍在加剧；大量闲置的连片土地正寻找着合适的经济

作物，药农手中的种子种苗随时可能下种。如果大家继续漠视信息导航和产销对接，面对源

源不断涌来的产能，行业刚刚建立的”库容”还能撑多久？

市场运行周期可以改变，但市场供求关系的价值规律却永恒不变。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本来可能是药市辉煌期，会不会反而成为中药材行业新一轮“暗黑时代”？

03 热点品种分析



政策刺激下，饮片工业机遇明显

相关健康产业发力，饮片需求增长

中医养老、养生保健、中医诊所放开等

政策红利，刺激社会对饮片特别是药食

两用品种需求。

零加成政策，刺激医疗机构加大中药

饮片消费 2017年9月底之前公立医院取

消药品加成，饮片除外。

医疗机构降低药占比，中药饮片除

外：国家将限止化药和中成药使用，给

饮片消费腾出空间。

中医药全球化战略，优质中药饮片

需求加大 中医沿着一带一路走向全球，

势必带来优质饮片需求的增长。

4.1 行情展望：《中医药法颁布》，饮片行业高速增长

下半年展望04

国内中药饮片工业增长预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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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环境和水库支撑下，综指大幅

振荡空间有限

按季节看：下半年进入产新和消费

旺季，但整体下行趋势难以改变。期间

如有特殊因素，则部分品种会风云突变。

要按品种来源看：家种药材生产过

热，多周期品种会继续下行；而长周期

品种今年还会上行； 野生药材资源难

以为继，大趋势上涨。

按用途看:药食两用品种特别为老年

人养生的，如三七、人参、西洋参、太

子参、党参和桑椹等，随着需求增长，

长期看好；其次是调料，随着城市餐饮

业大众化，调料需求增长带来行情上行。

4.2 行情展望：焦点 综合200指数会继续下行吗？

下半年展望04

国内中药材市场大小周期运行示意图



04 4.3 趋势展望：行业整肃风暴持续，优胜劣汰加速

下半年展望

生产工艺一致性和过程管控，中成药企业
对接生产基地和源头成必须。

生产工艺核查

继续加大饮片质量飞检、抽查力度，绝大
多数饮片企业将成为严管对象。

饮片质量和稳定性

02

01
明年1月1日执行，环保巡查将继续。产地

加工的环保要求、毒性药材的GMP化。

环境保护税法03

增殖税发票来源、税号管理，金税三期工
程启动，税务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大加强。

税务核查风暴04

如果饮片厂和中成药企业继续通过传统方式采购原料，而没有稳定合法的原产地供应渠道或

基地，一是无法降低成本；二是将面临巨大操作风险。2016年，161家中药饮片GMP资质被吊销；

2017年，这种优胜劣汰必将加速，企业对接产地势在必行！



4.4 趋势展望：升级换代加速，中药行业面临大洗牌

下半年展望04

行业流通服务平台，将成为中药材流通主渠道，透明对接供需两端。中药材天地网信息和流通平台

将和大家一道，共创良性的流通环境！10年前，300家产地信息站成为行业中坚；今天，产地服务站将

成为各企业在产地源头最佳的合作伙伴和搭档！

产需对接，替代当前流通格局1

传统中间环节，逐步退出舞台2

个性需求订制，优质优价实现3

全产链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4



产业升级换代加速

THANK YOU !

健康中国时代来临 全新体系喷薄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