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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材资源丰富，中药材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汉鼎智库咨询 2024-08-15

一、中药材资源分布

我国中药资源主要由药用植物、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三大类构成。据统计，

我国的中药资源种类有 12807 种，其中药用植物占 87%，药用动物占 12%，药

用矿物不足 1%。

图表 1 中药资源分类统计

资料来源：汉鼎咨询整理

全国用于饮片和中成药的药材有 1000-1200 余种，其中野生中药材种类占

80%左右；栽培药材种类占 20%左右。目前，我国出口的各类药材约有 50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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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我国出口的主要药材种类

资料来源：汉鼎咨询整理

中药历史悠久，其主产地、集散地、地道产地等都有很多记载，并形成了具

有代表意义的中药资源传统区划。根据我国中药材产区及其影响范围，中药资源

被划分为九大区域。这一划分基于地道药材产地和相关辐射区域的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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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中药资源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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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汉鼎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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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中药材市场发展解析与前瞻

01 我国中药材种植面积

在中药材种植面积方面，从 2017 年到 2021 年，我国的中药材种植面

积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从 5040 万亩增至 5638 万亩，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8%。

但在 2022 年，由于我国多个地区实施了退耕还林、复耕种粮等政策，

加上中药材种植成本的上升，导致中药材种植面积减少至 5250 万亩，同比

下降 6.9%。然而，到了 2023 年，我国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有所恢复，达到

5337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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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7-2023 年我国中药材种植面积（单位：万亩）

数据来源：汉鼎咨询整理智库

3.中药材市场分析

三、中药材市场分析

01 中药材供需市场规模

中药材，作为中医药乃至整个大健康产业的物质基石，其行业特性可概括为

“微小投入，巨大产出”。该产业以有限的资源实现广泛的医疗效益。2022 年，

中国中药材总产量达到 521.0 万吨，较前一年增加 25.8 万吨。同年，进口量增

至 13.23 万吨，比上一年增长 5.43 万吨；出口量微增至 13.5 万吨，增长 0.4 万

吨。需求量则录得 520.7 万吨的增长，比 2021 年上升 30.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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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市场供给略大于需求，未出现明显的供不应求情况。中药材行业的

市场规模方面，凭借其卓越的药材品质和疗效，赢得了医疗专业人士和患者的广

泛赞誉，使得我国中药材市场的成交额持续上升。

根据数据分析，我国中药材市场在 2022 年实现了 2084.67 亿元的成交额，

较前一年增长了 8.8%。预测显示，随着中医药行业的不断壮大，2023 年的成

交额有望进一步上升至 2232.89 亿元。

从历史数据趋势来看，自 2018 年至 2023 年，我国中药材市场的成交额呈

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一增长趋势得益于多个因素，包括中医药行业的整体发

展和消费者对中药产品需求的增加。

图表 5 2018-2023 年我国中药材市场成交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汉鼎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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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

在价格波动方面，中药材市场价格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从 2007 年

到 2010 年，中药材综合 200 价格指数快速攀升。

而在 2011 年至 2019 年间，该指数则呈现出波动性变化。进入 2019

年后，价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截至 2024 年初，中药材综合 200 指数达到

了 3337.29 点。

与 2023 年同期相比，指数上升了 18.75%。价格指数的上涨主要归因于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众对于能够清肺解毒、增强免疫力的中药材需求激增，

从而推动了中药材需求量的增长。

从政策角度分析，国家为保证粮食供应而采取的措施将扩大粮食作物的

种植面积，这可能会牺牲部分中药材的种植空间。因此，中药材在供应侧的

增长潜力受到限制，导致价格上涨的趋势。

图表 6 2007-2024 年中国中药材综合 200 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