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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出口存在问题及相应策略

徐爱军 赵万洲
赞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管理系

申俊龙

南京 �� �� �� �

摘要 目前
,

我国中药出口存在市场份额少
、

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
、

市场狭窄
、

产品质量低等诸多问题
,

并对其原因作了分析
,

提出如下建议
�

��� 加强中药质量管理 � �� 资产重组
,

走规模经营之路 � �� �大力推广代

理制 � �� �优化中药出口产品结构
,

促进出 口市场结构合理化 � �� �加强中药现代化研究
,

寻找中药走向世界的

突破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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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性的
“

回归大 自然
”

热潮 的推动

下
,

人们逐渐认识到 中药的独特疗效和对某

些疑难杂症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

使用中

药的国家和人口与 日俱增
。

新加坡近两年从

我国进 口中药材年均 � 万吨
,

金额达 � 千万

美元�包括从香港的转 口贸易 �
,

占我 国中药

材出 口量的 �� �
,

占出口 至东南亚 的 �� �
。

英国消费者对诸如大蒜胶囊和银杏药片等中

成药的消费在 � 年期 间翻 了一番
。

�� � � 年

,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法国和德国中成药的销售量高达 � 亿美元
。

即使是对中药进 口限制相当严格的美国
,

其

国内市场中药的年销售额也已达 �� 亿美元
。

�� 年代中期
,

世界天然药物的年贸易额已将

近 �� 亿美元
,

而国际市场上药用植物及其制

成品
、

保健食品
、

天然化妆品及香料的年销售

额高达 ��� 亿美元
。

我国药品在全球十分畅

销
,

��� � 年至 ���� 年我国中成药销售额和饮

片用 中药材销售额分别增加 ��
�

�� 倍和 �
�

��

倍
。

但在这背后却潜伏着不少 问题
,

表明我

国中药出 口的形势还相当严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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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存在问题

�一 �市场份领 少 我国中药出口有 � 个

市场
,

即港澳台
、

东南亚各国
、

北美西欧以华

人为中心的市场
,

日本
、

韩国市场和西方草药

市场
。

这 � 个市场 ��� � 年中草药及其制成

品的销售额为 ��� 亿美元
,

且以每年 �� � 的

速度增长
。

我国中草药在这 � 个市场中的市

场份额却与我国作为中医药大国的地位极不

相称
。

以华人为中心的国际市场中药年销售

额为 � � 亿美元
,

我国只占 ��
一
�� � 的份额 �

在年销售额达 �� 亿美元的 日韩市场中
,

我国

中药仅占有 � 一 � � 的份额
。

可见我 国中药

出口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极少
。

�二 �出 。产品结构 不合理和市场狭窄

我国的出 口 中药
,

品种虽多
,

但以药材
、

传统

中成药为主
,

占中药出 口总额的 印� 以上 �

中药半成品
、

保健制品和中药成药
,

仅 占中药

出口总额 的 �� � 稍 多 � 而高科技
、

高附加值

的出 口中药制品更是寥寥
。

其次
,

我 国的出

口中药价格普遍偏低
,

规模偏小
。
��� � 年

,

新加坡向我国出 口中药材 � 吨
,

平均单价是

我国出口药材价格的 �� 倍
。

在中药出 口的

上千个品种中
,

单个品种超过 �《】叉�万美元的

还不到 �� 个
,

而 日本的一个
“

救心丹
” ,

年销

售就超过 � 亿美元
,

韩国的
“

高丽参
”

年出 口

额也在 � 亿美元以上
,

欧洲人参产品市场

卯� 以上是韩国产品
。

由于我 国中药出口未

形成规模
,

自然无法获得规模效应
。

在中药出口的 � 个市场中
,

以华人为中

心的市场和 日韩市场是我国传统的中药出 口

市场
,

占我国 中药出 口 的 �� �
,

而 出 口到其

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药仅占我国中药

出口量的 �� �
,

市场狭窄
,

不利于我国 中药

出口的稳定发展
。

�三 �出口中药产品质童尚待提高 由于

中医传统理论和西方医学理论体系 的差异
,

我国中药的出 口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

但除

此以外
,

我国中药产品 自身尚存在着许多不

足
,

限制了中药出口的发展
。

中药的重金属含量
、

农药残留量
、

有毒物

质含量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中药出 口的重要

因素
。

如美国禁止含有汞
、

铅
、

朱砂成份的中

药进 口 和 销售
,

另外还禁止我 国的丁 香
、

大

黄
、

甘草
、

天仙子 的提取物
,

以及松脂
、

猪胆

汁
、

薄荷油
、

脱水蒜粉等作为药用成份
,

并规

定所有中草药需经本国医生开具处方后
,

才

可购买或出售
,

药商经营的中草药在上市前

需向 ��� 申请许可
,

并通过严格的动物试验

和三个阶段 的人体试验
。

加拿大也禁止含

汞
、

铅
、

砷
、

砒霜等重金属或有毒物质含量超

过该国规定的中药销售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泰国规定中药中铜的含量必须小于 �� ��脚
,

铅小于 � �即m
,

汞小于 o
.
SPP m

,

砷小于 spp
n1o

香港
、

日本
、

韩国均对这方面有着严格的规

定
。

药品包装和说明书不规范
。

药品的包装

和说明书是药品作为商品的组成部分
,

而中

国出 口 中药包装差
,

印刷水平低
,

说明书不规

范
,

包装材质差
,

不能反映药品的药理
、

毒理
、

有效成份
、

安全指标等内容
,

说明书
“

说而不

明
” ,

造成医生
、

患者
、

商人诸多不便
。

中药剂型落后
。

我 国传统中药的剂型无

非是丸散膏丹及汤剂
,

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无

法接受
,

而且对于生 活节奏逐渐加快的华人

也有诸多不便之处
。

动物药问题
。

自从 中国在 199 5 年 5 月

加人《濒危野生动物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组织

后
,

虎骨
、

犀角等动物药已禁止使用
,

但由于

各国对我国中药的成见
,

动物药问题对我国

中药出口的负面影响很大
。

二
、

原因分析

(一)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日本和韩国近

年来加大 了开拓国际中药市场的力度
。

日本

对中药采取
“

兼蓄并用
、

自成体系
”

的方针
,

声

称要使 日本成为传统医药的中心
,

其汉药年

生产总值 199 5 年已超过 1(XX)亿 日元
,

仅津

村
“

顺天堂
”
1 年的产值就相当于我 国中药产

品的年出 口总额
。

此外日本凭借其科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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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在新的中药制剂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效益
,

如救心丸
、

津村柴等汤等成功地打开

并占领了国际市场
。

日本的牛黄清心丸
、

正

露丸
、

S E N VI N 针灸针畅销英美
。

而韩国采用

拳头产品战略
,

近年来中药材
、

中成药出口额

增长很快
。

另外
,

西方一些大医药公司纷纷

设立天然药物部
,

积极开发中药制品
。

德国

施瓦贝公司生产的银杏制剂销售额已达 5 亿

美元
。

不仅如此
,

许多国家甚至 出口 中药到

我国
。

新加坡是东南亚第一个向我国出口 中

成药的国家
,

1
99

3 年新加坡向我 国出 口 中药

材 7 吨
,

金额为 170 万美元
。

而 一些来 自第

三世界的国家
,

如印度
、

墨西哥等利用其成本

低的优势
,

在中药国际市场上也崭露头角
。

(二 )我国中药 出口秩序混乱 外贸体制

改革以来
,

我国外贸公司急剧增多
,

形成了多

渠道出 口的局 面
。

各个地方外贸公司
、

具有

自营进出口权的中药生产企业各 自为政
、

相

互压价
,

导致供求关系急剧变化
,

价格出现大

起大落
,

多年来多头销售
、

缺乏管理问题一直

困扰着我国中药出口的良性增长
。

( 三)忽视中药的研究开发 国内中药厂

家
、

科研院所对中药新药的开发投人不多
,

而

日
、

美
、

欧的一些药厂
,

35
% 以上的职工是从

事新药的研究开发的
。

同时
,

我 国对 中医中

药的保护政策
,

造成了国 内厂家长期依赖国

内市场的心理
。

开发疗效显著
、

安全稳定的

新药的力度不够
,

利用现代高科技改进中药

包装
、

改进中药剂型的投人不足
,

利用现代医

学原理来研究中药药理的步伐不大
,

这就势

必影响中药走向现代化
,

走向国际化的进程
。

此外
,

出口退税缓慢
、

退税率的降低
、

东

南亚金融风波等也影响了我国中药的出口
。

三
、

应对策略

(一 )加强中药质量管理 加强出 口中药

的质量管理
,

可在药材的生产区建立无公害

药材生产基地
,

抓好药材在原产地的采收
、

加

工工作
,

解决中药材
、

中成药的农药残留量和

重金属 超标 问题
。

加 强 中药生 产企 业 的

G M P 建设
,

以规模生产
,

创规模效益
。

我国建立了出口 中药产品质量注册和检

验放行制度
,

并于 199 6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
,

规定出口的中药产品及其生产企业须获得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核发的质量注册证书
,

中药

酒
、

片仔痰
、

白药
、

蜂王浆制剂和其它中式成

药必须有商检部门实行检验
,

检验合格后方

允许出口
。

加强中药质量管理已成为促进中

药出口的首要途径
。

(二)资产重 组
,

走规模经 营之路 至

199 5 年底
,

全国已有中药制药厂 940 家
,

但整

体经济实力差
,

亏损面很大
,

无法在竞争激烈

的国际市场中立足
,

唯一的出路是利用收购
、

兼并
、

参股
、

联合
、

出售转让
、

破产拍卖等方式

引人现代企业制度
,

成立强有力 的综合性大

企业集团
,

走规模经营之路
。

江苏省医药保

健品进出 口公司与江苏省土产进出 口公司
、

江苏省针棉织品进出 口公司共同组建的江苏

汇鸿国际集团
,

利用强强联合
,

在医药外贸行

业率先迈出
“

资产重组
”

的步伐
。

目前
,

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机遇
,

针对我 国

中药企业数量多
、

规模小和低水平重复生产

的特点
,

以骨干企业为核心
,

围绕龙头产品
,

通过资产重组
、

强弱兼并
、

强强联合等途径
,

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

把
“

小
、

散
、

低
”

的

粗放型企业变成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
“

航

空母舰
” 。

( 三)大力推广代理制 随着外贸经营权

由审批制向登记制的过渡
,

越来越多的生产

企业
、

科研院所
,

甚至个人将获得外贸经营许

可权
。

随着我国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

外

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进人我国的外贸领域
,

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一中韩合资兰生

大宇公司已在上海成立
。

我国的中药出品贸

易将形成多元化
、

分散化的贸易格局
。

要改变我国 中药出 口
“

小
、

散
、

乱
”

的格

局
,

充分利用工贸双方的优势
,

就必须大力推

广外贸代理制
。

外贸代理是一种国际通行的

贸易方式
,

在国际贸易活动 中被广泛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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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积累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
,

医药外贸公司在人才
、

国际营销
、

贸易渠

道
、

商业信息等方面 已形成了 自己的优势
。

一些较大型的外贸公司在国际化
、

集团化
、

规

模化方针的指导下
,

已具备了一定经济实力
,

并且一些品牌已得到国际的承认
。

而中药生

产企业在扩大出 口方面也具有 自身的优势
,

主要体现在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的应用
、

改

进等方面
,

并拥有自己适销对路的拳头产品
。

利用工贸双方各 自的优势
,

可 以减少生产企

业交易成本
,

实现产销结合
,

直接面向国际市

场
,

提高国际竞争力
。

( 四 )优化中药 出。产品结构
,

促进 出 。

市场结构合理化 继续利用现代化仪器及分

析方法
,

进行中成药在安全性
、

质量标准和功

效方面的研究
,

逐步实现中药的现代化
。

以

市场为导向
,

加大投人资金
,

开发新药
,

促进

中药产品的升级换代
,

增加中药出 口产品的

附加值
,

优化中药产品结构
。

天津天士力制

药有限公司在这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

该公司

研制生产的复方丹参滴丸于 199 7 年 12 月 正

式通过 FDA 预审
,

F D A 同意复方丹参滴丸按

美国的新药管理程序
,

以天然复方混合剂 的

形式直接进人新药 n 一
111 期 临床研究

,

这标

志着中国的第一个复方 中成药获得 了 FD A

具有国际权威的药品管理部门的认可
,

表明

我国 中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走向世界
“

零
”

的突破
。

加大开拓新市场的力度
,

今后我 国中药

出口 应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
,

积极开拓欧洲
、

非洲
、

中东等地区的中药销售市场
。

非洲市

场对产品没有配额限制
,

而中国的药品价格

与当地从西方进 口的药品价格要差 ro 倍以

上
,

中药出 口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

阿拉伯国

家对中药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
,

1
99

1
一

19 95

年中东地区中药的年销售额已将近 50 亿美

元
,

这对我国 中药出口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契

机
。

(五 )加强中药现代化研究
,

寻找中药走

向世界的 突破口 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合

理用药是中医治病的原则
,

但正由于这个原

因
,

导致我国中药出 口的局限性
。

因此
,

要扩

大我国的中药出 口
,

就必须改变思路
,

加强中

药现代化研究
,

包括传统中药加工模式的改

革
,

中成药剂型的改进
,

深人对中药发挥作用

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的研究等
,

努力促进

中药走向世界
。

我们可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

明中药的功效
、

主治及作用原理等
,

使广大外

国医生及患者也能使用中药
,

这样才有 可能

使中药进人各国的主流社会
,

扩大中药的国

际市场
,

在近期内获得重大突破
。

另外
,

我们知道中药申办 FD A 认证手续

可以采用 5 种形式
,

即食品
、

健康食品
、

营养

补剂
、

国家药品验证号
、

国家新药等
。

近期
,

我国中药进人国 际市场可 以营养补剂 (Di
-

eta ry Su pple, nt ) 为主要突破 口进行相关工

作
,

这种做法优点是投资少
,

在短期内可以多

品种
、

大批量出口
,

并可在世界各国扩大中医

药的影响
,

使各国 医生及患者逐渐熟悉并接

受中药
,

为以后更大规模的中医 中药出 口奠

定基础
,

而且可为将来申请处方药或非处方

药(OTC )作好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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