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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明子类保健食品：从传统药食到年轻化“护眼经济”的价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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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消费品制造/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保健品 制造业/保健及康复食品制造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是以决明子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决明子为豆科植物决明或小决明的干燥成熟种子，其性味甘苦，微寒，入肝经、大肠

经，具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决明子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在中国多数地区均有栽培，属于药食同源物质，开发应用前景广泛。现阶

段，决明子不仅可应用于治疗眼科疾病，还可应用于多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按照保健食品剂型的分类方式，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保健食品剂型包括：胶囊、茶剂、片剂、口服液及颗粒剂等。

胶囊是决明子保健食品最常见的剂型，便于携带和服用，能够有效保护决明子的活性成分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通过将决明子与其他辅料配伍，不仅可增强原有的保健功效，还能根据个人口味偏好调配出多种风味，适合希望通过日常饮用达到调理身

体效果的人群。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较长的保存期限，不易受到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影响，适合长期储存和使用。

以其高浓度的有效成分和快速吸收的特点，满足寻求即时效果的消费者需求。

通常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制成，便于冲泡饮用，不仅保留了决明子的原始风味和营养成分，还可根据需要添加其他天然成分以增强其保健

功能或改善口感。

包括决明子保健食品丸剂、冲剂等，丸剂是中医药传统剂型，而冲剂的冲泡方式简便快捷。多样化的剂型反映了决明子保健食品行业不断

创新和发展的趋势，旨在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摘要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以决明子为主要原料，具有多种健康功效。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市场需求量逐年攀升，但原料质量参差不齐。保健食品监管介于药品与普

通食品之间，要求企业确保产品符合法规。决明子类保健食品功能多元，涵盖辅助减脂、降血脂等领域。行业规模增长受益于需求端结构性转变和供给端显著增长。未来，

银发经济将推动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政策支持和企业研发投入也将促进市场持续发展。

行业定义

行业分类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分类

决明子保健食品胶囊

决明子保健食品茶剂

决明子保健食品片剂

决明子保健食品口服液

决明子保健食品颗粒剂

其他剂型的决明子保健食品

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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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的行业特征包括原料质量待升、监管边界清晰、产品功能多元。

原料质量待升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对天然成分的需求增加，决明子的市场需求量逐年攀升。然而，由于农业环境变化、土地资源紧张

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优质决明子的供应面临挑战。此外，种植标准不统一导致了原料质量参差不齐，这直接影响到中游保健食品

生产的稳定性和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监管边界清晰

监管层面，决明子类保健食品介于药品与普通食品之间。相较于药品，保健食品的研发和审批流程相对简化，无需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

证其有效性与安全性；相较于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遵循更为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的选择、加工工

艺、标签标识等方面。这种特性要求企业不仅要关注产品的功能宣称是否科学合理，还需确保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

要求，以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并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产品功能多元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声称的功能广泛，涵盖了从减肥、降血脂到改善记忆等众多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决明子本身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如大黄

素、决明子苷等，具备广泛的药理作用。同时，通过与其它天然成分或营养补充剂的合理搭配，能够实现多方面的健康促进效果。例如，

将决明子与膳食纤维结合可用于调节肠道菌群，帮助改善便秘问题；而与特定维生素组合则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种多功能性的实现不仅

依赖于决明子本身的丰富药用价值，还在于配方设计时考虑到了不同成分间的协同效应，从而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在萌芽期，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展现出从无序到有序、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特征，为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高速发展期

后，行业表现出显著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趋势，众多企业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优化生产工艺以及加强品牌建设等措施，积极应对市场需求的增

长和监管要求的提升，从而推动整个行业向着更高层次迈进。现阶段，行业迎来了成熟期的重要发展阶段。

1

2

3

发展历程

萌芽期 1996-01-01~1999-01-01

1996年，《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发布，指出凡宣称保健功能的食品均应经卫生部审批确认；同年，中国首批决明子类保健食品成功获

批注册

此阶段的行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严格的审批流程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有助于淘汰不合格的产品，保护消费者权

益；另一方面，这也激励了企业加大对研发和质量控制的投入，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规范发展。

高速发展期 2000-01-01~2015-01-01

2002年，原国家卫生部公布首批药食同源物质名单，决明子位列其中；同年，中国决明子保健食品的新增注册数量较上年同比增长

141%，行业快速发展； 2003年，国务院明确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是国务院主管药品监管和综合监督保健品等安全

管理的直属机构，承担保健品的审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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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不仅承载了经济上的重要性，更在促进民众健康生活方式转变中发挥着关键角色。产业链结构复杂而紧密，涉及上游

的原材料供应、中游的生产加工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以及下游的消费趋势与市场竞争，共同编织出动态的产业发展图谱。

通过提升上游原料供应的稳定性和技术创新，并结合中游生产工艺的优化和规模化效益的实现，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正迎来持续增长的新

机遇。

在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产业链的上游原料供给与中游生产协同升级是推动行业增长的核心动力。上游方面，决明子原料的供应稳定性和技术

创新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至关重要。面对种植周期和气候条件的影响，通过改进加工技术如低温萃取和标准化提取工艺，不仅提升了原料利用效

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此外，药用辅料及食品添加剂行业的进步也为产品创新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在降脂、通便等功效上的科学验证和市场认

可。中游生产环节则通过扩大产能和优化剂型来实现规模效益，胶囊剂型因其生产工艺成熟度高且满足消费者的便捷性需求而占据主导地位。

下游渠道的多样化发展和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不仅重塑了市场格局，还为决明子类保健食品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下游渠道的分化和消费场景的拓展正在重构市场的格局。传统线下药店依靠“药食同源”的认知基础和专业的导购服务，依然在特定年龄段的消费

者中保持稳定的市场份额。然而，随着电商渠道的快速崛起，数字化营销和全链路追溯体系使得品牌能够更精准地触达年轻消费群体，促进了即

食化剂型的增长。直销模式则通过会员制和定制化服务增强了用户粘性，尽管面临严格的监管要求，促使渠道向规范化转型。消费场景的多样化

进一步拉动了功能细分市场的需求，特别是辅助减肥和降血脂产品。未来，渠道融合和精准营销将成为打破同质化竞争、释放长尾市场潜力的关

键策略。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并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生产制造端

原国家卫生部公布首批药食同源物质名单并将决明子纳入其中，正式开启了决明子作为保健食品原料合法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这

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决明子作为功能性成分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市场对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的信心和需求。同年，获批上市的

决明子保健食品显著增长，反映出行业正处于快速扩张的阶段，企业纷纷加大对决明子类产品的开发力度，以抢占市场份额。

成熟期 2016-01-01~2025-01-01

2016年，保健食品新产品注册、备案双通道时代开启； 2023年，《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人参 西洋参 灵芝》及配套解读文件发布，将

人参、西洋参、灵芝纳入保健食品备案原料目录

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双轨制的落地，标志中国保健食品行业管理进入了更加灵活和高效的新阶段。通过简化部分产品的市场准入流

程，尤其是对于那些使用已知安全性和功效性的原料生产的保健食品，实行备案制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促进了市场的快速响应

能力。这一变革鼓励了企业积极创新，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而到了2023年，《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人参 西洋参

灵芝》及其配套解读文件的发布进一步扩大了可备案原料的范围，将传统名贵药材纳入保健食品备案原料目录，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

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重视，也为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产业链分析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产业链的发展现状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上 产业链上游环节分析

原料供应商（决明子及其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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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厂商

信阳振禾药材购销有限公司 北京汇源集团平罗有限公司 河北芳泽中药材有限公司 凤阳县官塘镇洪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邢台市养康中药材有限公司

河北锦花中药材有限公司 巨鹿县一蓉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 中宁县玖玖红枸杞贸易有限公司 巨鹿县百草堂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

河北立高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

品牌端

中游厂商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链上游分析

决明子原料价格的双向波动要求中游企业强化动态成本管控能力，通过柔性供应链建设与价值链协同增强抗风险韧性。

药材价格指数显示，2025年1月决明子原料价格同比2024年增长4.20%，同比2023年减少8.72%。决明子原料成本呈现阶段性回升趋

势，但整体仍处于近两年低位区间。此价格走势对中游保健食品生产环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成本传导效应具有滞后性，

2024年原料价格同比下降带来的成本红利或已部分释放，而2025年价格回升将逐步挤压企业边际利润，迫使生产端通过工艺优化或供

应链谈判消化新增成本；其二，价格波动加剧供应链管理复杂度，企业需平衡库存策略以应对原料价格周期性变化，短期内低库存策略

可规避跌价风险；其三，长期价格中枢下移或驱动企业调整产品配方结构，在维持品质前提下探索原料替代方案或配伍比例优化，从而

构建更具弹性的成本控制体系。

产量与种植端来看，上游决明子原料供给对中游保健食品生产的影响呈现结构性传导效应。

2025年决明子价格同比回升但较2023年仍处低位，或反映其种植面积与产量存在周期性调整：2023年高价位可能刺激种植端扩产，导

致2024年原料供给过剩、价格下行，而2025年种植面积缩减或气候因素引发的单产波动则驱动价格回升。此类产量周期性波动将直接

影响中游企业原料采购稳定性，尤其在区域性集中种植格局下，极端天气、病虫害或政策调整或加剧供给风险，迫使企业强化产地监测

与多源采购体系。此外，种植端规模化程度不足或导致原料品质参差，增加中游生产环节的筛选与质检成本。长期而言，中游企业需通

过订单农业、产地直采或参与种植技术改良等方式深度介入上游，以稳定原料供给规模与质量，降低因种植端波动引发的生产计划中断

风险。

中 产业链中游环节分析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研产销商

产业链中游分析

中国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的剂型构成呈现显著分化特征。

截至2025年2月，从中国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的剂型构成来看，胶囊占52.91%领先于其他剂型，其次是茶剂占23.26%，片剂占8.14%，

口服液占6.01%，颗粒剂占4.46%，其他剂型占5.23%。胶囊剂型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其在工业化生产适配性、剂量标准化及消费者

便携性需求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茶剂位列第二，表明传统饮用场景与现代快消属性的结合仍具有市场渗透力，尤其契合中老年群体对草

本养生文化的认知惯性。片剂、口服液及颗粒剂等剂型份额相对有限，或受限于生产成本、储存稳定性及消费者接受度差异，其中口服

液剂型因包材成本高、保质期短等特性，在价格敏感型市场中拓展空间受限。值得关注的是，颗粒剂与其他新兴剂型的潜在增长空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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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京東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024年，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由28.79亿人民币元增长至32.36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2.96%。预计2025年—

2029年，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由33.73亿人民币元增长至39.39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3.95%。

近年来，行业规模的增长显著受益于需求端的结构性转变。

源于年轻消费群体对即食化、功能细分产品的需求升级。这一结构特征既映射出生产端对工艺成熟度与规模效益的路径依赖，也暗示差

异化剂型创新或成为打破同质化竞争的关键突破口。

中国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的功能构成与决明子的药理特性高度契合。

截至2025年2月，从中国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的功能构成来看，辅助减肥占34.30%领先于其他功能，其次是辅助降血脂占27.71%，润肠

通便占26.36%，缓解体力疲劳占7.36%，增强免疫力占4.84%，辅助降血压占4.65%。辅助减肥功能直接反映了决明子中蒽醌类成分促

进肠道蠕动和加速脂质代谢的作用机制。辅助降血脂与润肠通便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进一步证实了决明子中的多糖、甾醇类物质在调

节胆固醇吸收及发挥缓泻效果方面的科学基础。缓解体力疲劳和增强免疫力等功能占比较低，源于决明子抗氧化活性成分的应用，但由

于临床证据的强度限制以及市场竞争产品的替代效应，这类功能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市场渗透。

下 产业链下游环节分析

药店、超市等销售终端及消费者

产业链下游分析

线下传统药店仍为决明子保健食品的核心分销渠道。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虽不具备药品属性，但其健康功能定位决定了线下传统药店仍为核心分销渠道。药店依托专业场景背书与即时消费触

点，能够有效触达中老年及慢性病管理需求人群，尤其在功能宣称审核趋严的监管环境下，药店铺货可借助药师咨询增强消费者信任

度，同时通过“药食同源”认知惯性实现精准导流，其渠道渗透率与终端动销效率对市场基本盘稳定具有支撑作用。

线上渠道的优化和升级正在成为推动决明子保健食品行业创新与增长的重要力量。

电商渠道的快速扩容重构了保健食品的消费场景，线上直营模式通过标准化产品信息公示、全链路追溯体系及数字化营销工具，降低了

渠道层级冗余与信息不对称风险，尤其契合年轻群体对便捷性、透明化服务的需求。平台经济监管强化倒逼企业规范运营，结合大数据

驱动的个性化推荐与会员服务体系，线上渠道正逐步从补充性销售通路升级为品牌价值沉淀与用户粘性培育的战略支点。

行业规模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规模的概况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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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深刻改变了国民健康观念，消费者对免疫调节、代谢健康等功能的关注度大幅提升，而决明子因其传统药用价值（如润肠通便、辅助降

血脂等）与现代保健需求高度契合，逐渐从单一中药材向多元化保健食品延伸。此外，保健食品相较于药品的监管门槛较低，消费者对其接受度

更高，尤其在政策推动“药食同源”理念的背景下，决明子茶剂、胶囊等产品通过药店、电商等渠道快速渗透中老年及亚健康人群市场。同时，年

轻消费群体对功能性食品的偏好升级，促使企业开发即食化、场景化的决明子保健食品颗粒剂、口服液等剂型，进一步拓宽了需求边界。

供给端的显著增长是行业规模扩张的另一核心动力。

2024年，中国决明子保健食品的新增注册数量较上年同比增长600%，反映了行业供给能力的全面提升。一方面，政策环境优化（如中药材现代

化扶持政策）和技术创新（如智能化生产、新型质量检测技术）降低了生产门槛，推动企业加速产品研发与产能释放。另一方面，产业链上游的

规模化种植与加工技术改良提高了原料稳定性，中游企业通过工艺优化（如提取物标准化）和剂型创新（如高附加值胶囊剂）实现了成本控制与

产品差异化。此外，行业竞争加剧促使头部企业通过并购整合扩大市场份额，而新兴品牌则借助线上直营渠道快速触达消费者，形成多层次供给

体系，共同驱动2024年市场规模呈现“量价齐升”的显著增长。

需求端看，随着银发经济的催化作用日益显著，老年人口的增长为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老年群体对辅助降血脂、润肠通便等功能的需求尤为突出，而决明子保健食品以其胶囊、颗粒剂等多样化剂型和上述功能特性，能够很好地满足

这一群体的健康管理需求。特别是对于关注自然疗法和慢性病管理的老年人来说，决明子作为一种传统中药材制成的保健产品具有较高的接受

度。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类针对特定健康问题的产品需求将持续增长，从而推动决明子类保健食品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供给端的稳步增长和政策支持共同促进了决明子类保健食品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

2023-2024年，中国决明子保健食品的累计注册数量占整体保健食品市场的比重由2.3049%升至2.4241%。行业的供给能力正在稳步增强，这一

增长不仅得益于中医药产业本身所获得的政策支持，还与国家针对老年健康产业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密切相关。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明子保健食品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不断增加的新品注册数量表明企业正在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加大

研发投入，推出更多符合现代消费者健康理念的产品。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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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人参 西洋参
灵芝》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国家卫健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

生效日期

2024-05-01

影响

9

政策内容
三个目录中，人参、西洋参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包括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缓解体力疲劳，产品备案时，允许备案人标注其中一种保健功能，或者同时标注两种保健功
能；灵芝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政策解读
市场监管总局对既往以三类名贵中药材为原料的注册产品技术审评情况梳理总结，通过组织中药业内技术和管理专家专题研讨，确定了原料来源、安全指标，提出了
以传统中药材为原料备案产品的未来监管思路。

政策性质 规范类

政策名称

《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

生效日期

2023-12-12

影响

8

政策内容
保健食品标志为依法注册和备案的保健食品专有标志，应规范标注在主要展示版面的左上方，其图形比例、颜色标准有明确要求。此外，还强调了生产经营者应切实
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标注保健食品标志。

政策解读
政策明确了保健食品标志的样式、比例、颜色等规范，要求保健食品最小销售包装必须规范标注。标志应位于主要展示版面左上方，其宽度和比例均有具体规定。生
产经营者需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使用保健食品标志。

政策性质 规范类

规模预测SIZE模型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家市监局；知网；京东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规模预测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规模

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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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保健食品新功能及产品技术评价
实施细则（试行）》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

生效日期

2023-08-13

影响

8

政策内容
政策明确保健食品新功能定位，鼓励功能创新；要求新功能研究需通过科学评价，确保安全有效；设立新功能建议和技术评价流程，规范材料接收；加强上市后评
价，确保产品质量；以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解读
政策旨在规范保健食品新功能及产品的技术评价，鼓励创新研发，明确评价要求及流程，确保产品安全有效。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健康需
求。

政策性质 规范类

政策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科学监管促
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颁布主体

国家药监局

生效日期

2023-01-01

影响

8

政策内容
《措施》强调要加强中药材质量管理：一是规范中药材产地加工；二是推进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三是完善中药材注册管理；四是建立中药材质量监测
工作机制；五是改进中药材进口管理。

政策解读
政策目的在于准确把握当前中药质量安全监管和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全面加强中药全产业链质量管理、全过程审评审批加速、全生
命周期产品服务、全球化监管合作、全方位监管科学创新。

政策性质 指导类

政策名称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

暂行办法》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

生效日期

2020-03-01

影响

10

政策内容
政策明确广告审查标准，规定广告应真实、合法，不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需对广告内容负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指导广告审查工作；药品、医疗器械
等广告内容需严格依据相关部门核准的说明书。

政策解读
保健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说明书内容为准，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广告涉
及保健功能、产品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含量、适宜人群或者食用量等内容的，不得超出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说明书范围。

政策性质 规范类

行业属于中药材保健食品的细分赛道，同样存在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同仁堂

等；第二梯队公司有华润双鹤和华北制药等；第三梯队有广生堂和莎普爱思等。

同仁堂在行业的龙头地位源于其全产业链整合能力与品牌护城河的双重构建。

数据显示，2023年同仁堂的营收为178.61亿元，已获批通过的决明子保健食品累计注册数量达3件，均领先于业内其他公司。同仁堂的核心优势

体现在：其一，全产业链布局，同仁堂从中药材种植、饮片加工到成品生产、零售终端形成闭环，通过自有种植基地及战略供应商体系，确保原

料品质与成本可控；其二，研发与品牌协同，依托百年中医药文化积淀与“药食同源”理论，其产品深度融合决明子润肠通便、降脂功效，并通过

现代工艺实现剂型创新，精准匹配消费需求；其三，渠道渗透力，线下零售门店结合线上直营布局，形成全域销售网络，渠道协同效应显著。

中医药企业入局决明子保健食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上游原料供应的垂直整合能力。

传统药企依托历史积累的药材种植资源与产地直采体系，能够降低原料采购成本波动风险。此类企业通常具备成熟的炮制工艺与质量控制体系，

例如决明子炒制技术可提升有效成分溶出率，降低生产端筛选与质检成本。同时，政策对“药食同源”目录的扩展进一步强化其合规性优势，使中

竞争格局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竞争格局概况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竞争格局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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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企业能够快速切入保健食品赛道，并通过原料-生产-销售的全链条协同，构建成本护城河与差异化竞争壁垒。

有效利用成本优势进行战略调整的企业，有望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对比业内10家代表性公司，较高毛利率的悦康药业（62.67%）与民生健康（62.07%）的竞争力不及较低毛利率的同仁堂（47.29%）。对于那些

具备优异成本控制能力但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企业而言，若能将节省的成本部分重新投入到产品研发、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中，或将会显著增强其

在行业内的竞争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优化企业的财务表现，还能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选择。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管理需求的增加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的吸引力将持续增强，吸引更多企业入局，推动整个行业

向着更加多元化和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管理和天然草本产品关注度的提升，决明子类保健食品的需求预计将持续增长。加之国家政策对健康产业的大力支持，包括鼓

励中药现代化和功能性食品的研发等，这些积极因素将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一细分市场，从而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新入局者不仅会带来新的

技术和理念，还可能加剧市场竞争，促使现有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以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因此，未来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

有望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创新的发展态势。

决明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竞争格局未来变化原因

上市公司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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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3168）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00812）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002019）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00436）

杭州民生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01507）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600085）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603102）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062）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00572）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88658）

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600085】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5.0亿元 20.4
同比增长(%)

55.9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5.6亿元 -3.9
同比增长(%)

30.6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3.3亿元 41.3
同比增长(%)

47.4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2亿元 36.1
同比增长(%)

59.7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5.2亿元 7.0
同比增长(%)

57.5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37.2亿元 25.9
同比增长(%)

46.3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9亿元 -18.7
同比增长(%)

40.1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8.4亿元 2.3
同比增长(%)

56.8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51.8亿元 15.5
同比增长(%)

61.1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9.9亿元 1.1
同比增长(%)

60.4
毛利率(%)

企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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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37147.0262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北京市 行业 医药制造业

法人 邸淑兵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6336462669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866563200000

品牌名称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制造、加工中成药制剂、化妆品；经营中成药、西药制剂、

生化药品；普通货运；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药用动

植物的饲养、种植；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零售百货；中西药广告设计；劳务服务；以下项目仅限分公

司经营：销售定型包装食品（含乳冷食品）、保健食品、中

药材、医疗器械、医疗保健用品；零售中药饮片、图书；制

造酒剂、涂膜剂、软胶囊剂、硬胶囊剂、保健酒、营养液

（不含医药作用的营养液）；鹿、乌鸡产品的加工；中医

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

专业、老年病科专业诊疗；危险货物运输（3类）；养殖梅花

鹿、乌骨鸡、麝、马鹿；物业服务和供热服务。（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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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0.93 0.99 1 1.05 1.08 1.12 1.11 1.12 1.17

/ / / / / / / / /

24.1947 29.2009 29.6129 29.0478 29.9286 28.8087 33.5037 31.764 32.677

11.5931 10.9596 10.6298 6.2251 -6.556 -3.3987 13.8565 5.2682 16.1879

14.6019 6.5941 9.0248 11.4905 -13.1226 4.6685 18.9959 16.1678 16.9196

/ / / / / / / / /

/ / / / / / / / /

24.8033 26.655 28.2426 29.9975 32.5851 32.977 35.591 38.1985 30.8358

/ / / / / / / / /

3.4414 3.4307 3.2899 3.3058 3.2926 2.9521 2.8836 3.2451 3.2619

0.607 0.7625 1.0565 1.4061 1.6579 1.5856 2.4984 2.2562 1.3631

46.0792 45.9777 46.2369 46.747 46.7644 47.044 47.6243 48.8036 47.2923

95.4118 78.7142 80.5615 81.4412 78.1528 88.9882 75.0251 73.752 72.8393

1.8173 1.9947 1.8828 1.9213 1.9994 1.7967 1.9048 2.1884 1.9578

10.7386 9.9502 9.7389 9.302 7.5441 7.5603 8.0612 8.4402 9.0427

23.9541 27.1759 29.0349 16.2517 18.4173 23.7113 / / /

20.0383 -16.3072 -12.3862 -18.9975 -56.4882 34.2517 / / /

13.33 12.51 12.55 12.83 10.34 10.82 11.99 12.71 13.42

0.645 0.68 0.742 0.827 0.719 0.752 0.895 1.04 1.217

13.5547 12.9205 13.0212 12.8269 11.7616 12.6024 12.9477 14.3074 14.463

0.7922 0.7701 0.7479 0.7252 0.6414 0.5999 0.6226 0.5899 0.6252

22.5474 -10.1694 -9.777 35.2362 -28.5745 34.8771 / / /

/ / / / / / / / /

1.4674 1.4628 1.4628 1.463 1.463 1.463 1.4531 1.4624 1.459

/ / / / / / / / /

297.5698 285.7143 281.3599 290.2758 311.7423 318.3305 287.8158 294.2138 306.5917

10808761229.94 12090740122.2 13375966344.01 14208636446.88 13277123199.46 12825879050.96 14603100739.78 15372423363.17 17860891456.13

2.3404 2.753 3.2105 3.7325 3.6228 4.0628 4.6253 5.2954 6.1035

0.639 / / / / / / / /

875179501.87 933165391.02 1017381549.82 1134283847.11 985435905.02 1031440914.95 1227372820.22 1425811705.31 1668834509.63

0.64 0.664 0.729 0.73 0.674 0.738 0.882 1.02 1.208

/ / / / / / / / /

0.607 0.7625 1.0565 1.4061 1.6579 1.5856 2.4984 2.2562 1.3631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业
收入

扣非净利润同比
增长(%)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实际税率(%)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预收款/营业收入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债
(%)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公积金(元)

扣非净利润(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毛利润（元）

经营现金流/营业
收入

公司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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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同仁堂集团作为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坚持走经济实体与文化载体协同发展之路，认真履行国有企业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责任，在推
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传承中医药文化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

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

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

的内容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

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

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

箱：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

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

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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