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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类保健食品是以白芷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白芷是伞形科植物白芷或杭白芷的干燥根，主要产地位于中国四川、河南、安徽和山东等

地。白芷在传统中医药领域中的应用成熟，现代药理作用研究充分证实白芷在抗炎、镇痛、美白、抗氧化及抗肿瘤方面具备多重功效，为研发新

的白芷制剂、以白芷为原料研制保健食品和化妆品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保健功能的分类方式，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保健功能包括：祛黄褐斑、抗疲劳、调节免疫、改善痤疮及其他。

该类白芷保健食品发挥祛黄褐斑的保健功能，中药古方里白芷常用作美白药材，该类在白芷保健食品里最为常见。祛黄褐斑白芷保健食品

主要针对面部色斑问题，通常含有高浓度的白芷提取物，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减少色素沉着。

该类白芷保健食品发挥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侧重于提升身体的恢复能力，利用白芷可提神醒脑的特性，帮助缓解消费者因工作压

力、生活节奏加快而引起的身体疲劳和精神紧张。

该类白芷保健食品发挥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可调节人体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对抗外界病毒与细菌的侵袭。

该类白芷保健食品发挥改善痤疮的保健功能。白芷具有清热解毒、燥湿排脓的功效，结合金银花、连翘等清热解毒药材，能有效调节皮脂

分泌，减少毛孔堵塞，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减轻炎症和红肿。

该类白芷保健食品发挥润肠通便、改善皮肤水分及辅助保护胃粘膜等保健功能，涵盖了广泛的健康需求，在白芷保健食品里占比较小。润

肠通便类帮助改善便秘问题，改善皮肤水分类侧重提升肌肤的滋润度，辅助保护胃粘膜类侧重促进胃黏膜修复。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的特征包括：行业产品是健康促进而非治疗属性，监管环境相对宽松；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中医药文化为核心竞争力，

政策环境利好。

摘要 白芷是伞形科植物白芷或杭白芷的干燥根，主要产自中国四川等地，具有解表散寒、祛风止痛、宣通鼻窍、燥湿止带及消肿排脓等多重功效。以白芷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

旨在增强健康体质而非替代治疗疾病，是中药材保健食品的一种。目前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规模较小，参与厂商的研发创新力与品牌影响力差异较大。受益于中医药产业

的政策利好，以及老龄化加剧释放更多的保健食品需求，预计白芷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将在未来实现更快的增长。

行业定义定义

行业分类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分类

祛黄褐斑白芷保健食品

抗疲劳白芷保健食品

免疫调节白芷保健食品

改善痤疮白芷保健食品

其他功能的白芷保健食品

行业特征



产品是健康促进而非治疗属性，监管环境相对宽松

白芷类保健食品的本质在于通过补充营养和调节生理功能来增强人体健康，而非用于治疗具体疾病。由于非药物性质，白芷类保健食品受

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的监管，相较于药品的严格监管，其在审批和流通环节的要求相对宽松。这为企业的创新和市场拓展提供了更大的空

间，同时也要求企业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上保持高标准，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需求日渐旺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健康管理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对具有特定健康益处的保健食品需求愈发旺盛。白

芷类保健食品以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基础与实证有效的健康促进效果，成为众多追求自然、健康生活方式人群的首选。这一趋势不仅体现

在对美白淡斑、抗疲劳和免疫调节等传统需求的增长，还体现在对润肠通便、皮肤水分管理和胃粘膜保护等新兴健康需求的积极响应中，

白芷类保健食品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医药文化为核心竞争力，政策环境利好

白芷是中药材的瑰宝，其药用价值与保健功能得到了长期的临床验证与科学研究的支持。在国家大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政策背景

下，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迎来了较多的发展机遇。国家不仅加强了对中药材种植、炮制和提取等环节的规范化管理，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

中医药健康产品研发与市场推广的政策措施，为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行业以《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的发布和首个白芷类保健食品的获批注册为起点，进入启动期后CFDA的成立为市场秩序的规范提供了有力保

障，白芷保健食品的累计注册数量同比大幅增长显示出市场的强劲需求和企业的积极投入。而后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使白芷类保

健食品经历了从萌芽到启动再到高速发展的过程，市场成熟度和品牌效应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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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萌芽期 1996-01-01~20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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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国首个白芷类保健食品成功

获批注册；2002年，原国家卫生部公布首批药食同源物质名单，白芷位列其中

中国保健食品行业正式进入规范化管理阶段，保健食品的定义得到明确。次年白芷作为功能性成分首次被官方认可用于保健食品中，

为后续更多基于传统中药材的保健食品开发提供了先例和参考。同时，将白芷等传统药材纳入药食同源物质名单也提高了消费者对这

类保健食品的信任度。

启动期 2003-01-01~20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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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白芷保健食品的累计获批注册数量同比增长133.33%；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保健食品

的安全监管得到进一步强化

CFDA的成立使得保健食品的审批和监管职责更加明确，白芷保健食品的注册数量大幅增长体现其市场认可度和需求量显著增加。

高速发展期 2015-01-01~2024-01-01



白芷保健食品行业作为大健康产业的活跃分支，伴随中国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兴起，凸显其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承。该行业围绕白芷为核心

原材料，形成了从种植与初加工、技术研发与产品制造，到终端零售与消费者反馈的综合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共同驱动行业发展。

上游白芷品种在产地、产量及销售模式等方面有所差异，主流品种为川白芷。

传统中药材白芷拥有多个知名品种，包括川白芷、杭白芷、禹白芷和祁白芷。其中，川白芷的栽培历史超600年，是白芷中最广泛使用的品种，

主产自川渝地区。川白芷不仅供应国内需求，还远销至韩国、日本以及欧美等国际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相比之下，杭白芷主要集中在浙江杭

州及其周边地区，以自产自销为主，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禹白芷的栽培面积相对较小，主要产于河南禹州，主要用于北方各省，也有少量出口到

东南亚国家。而祁白芷的产量较低，主要产于河北安国，但安国市场上的白芷品种绝大多数仍然是川白芷，川白芷的市场主导地位凸显。

白芷保健食品主要发挥的保健功能是祛黄褐斑，其次是抗疲劳、免疫调节及改善痤疮。

超60%的白芷保健食品功能为祛黄褐斑。国民生活压力增加使得面临皮肤问题特别是黄褐斑等色素沉着问题的人群增加，白芷因其优异的美白和

抗氧化功效，在中医美容领域备受青睐。中游企业通过开发针对祛黄褐斑的产品，能够有效满足女性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美容的需求。其次，缓解

体力疲劳也是白芷保健食品的重要功能之一。白芷成分的食品有助于消费者恢复精力，提高生活质量。此外，白芷保健食品还可发挥增强免疫力

和改善痤疮的功效。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亳州市昇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亳州市沛草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亳州市真优汇药业有限公司 安国市知枫堂药材行 亳州市权威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安徽亳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亳州承鑫堂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全泰堂川白芷产业有限公司 四川兴川白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亳州市亳白芷药业有限公司

2017年，《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中医药产业发展迎来重大利好；截至2024年11月，中国白芷保健食品的累计获批注册数量达82

件，占整体注册保健食品市场的比重为0.39%

《中医药法》的发布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明确了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

模稳步增长，产品种类和质量不断提升。

产业链分析

白芷类保健食品发展现状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上 白芷类保健食品产业链上游分析

原料供应商（白芷及其辅料）

产业链上游分析

上游白芷品种丰富且分布相对广泛，为中游保健食品的生产和加工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选择。

上游白芷品种有川白芷、杭白芷、禹白芷及祁白芷。数据显示，川白芷的遂宁产地年产白芷4,000吨，四川安岳、达州、南充等产区年

产850吨，重庆南川产区白芷种植面积达1.5万亩；杭白芷年产200吨；禹白芷年产400吨；祁白芷年产300吨。川白芷已有600多年的栽

培历史，是白芷中应用最广泛的品种，主产于川渝地区，既供应本土市场，又远销韩国、日本和欧美等地；杭白芷的种植面积相比历史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美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盘龙云海药业有限公司 郑州万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天谷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有所减少，主产于浙江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多为自产自销；禹白芷的栽培面积不大，主产于河南禹州，主供北方各省使用，少量销于东

南亚；祁白芷产量较少，主产于河北安国，但安国市场绝大部分品种为川白芷。

白芷原料价格的显著下降为中游保健食品行业带来了成本优势和市场机遇。

药市数据显示，2024年8-10月中国统个安徽的白芷单价同比下降18.18%、45.45%和61.54%；中国统个四川的白芷单价同比下降

28.57%、50.00%和57.14%。白芷作为保健食品中的重要原料，价格的大幅下降直接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这种成

本优势使得中游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具灵活性，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来扩大市场份额，如降低终端产品的售价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或者

增加研发投入，推出更高品质和更多样化的产品。但是，原料价格的不稳定或将导致供应链管理的复杂性增加，企业需更加精细地进行

成本控制和库存管理，以避免因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中 白芷类保健食品产业链中游分析

白芷类保健食品研产销商

产业链中游分析

中国白芷保健食品的剂型构成呈现以胶囊为主，口服液和片剂等为辅的特点。

截至2024年11月，从中国白芷类保健食品的剂型构成来看，胶囊占比高达59.76%，其次是口服液和片剂各占9.76%，酒剂占4.88%，

颗粒剂占3.66%，茶剂占3.66%，冲剂占2.44%，其他剂型占6.10%。胶囊剂型通过包裹药物粉末或颗粒，有效保护了药物的稳定性和

生物利用度，同时便于携带和服用，因此成为白芷类保健食品的主要剂型。口服液则通过液体形式提供营养，更易于被人体吸收和利

用，适合需要快速补充营养的消费者。片剂则以其制备工艺简单、剂量准确、稳定性好等特点，在保健食品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白芷保健食品的功能构成呈现以祛黄褐斑为主导，抗疲劳、增强免疫力及改善痤疮等多功能并存的特点。

截至2024年11月，从中国白芷类保健食品的功能构成来看，祛黄褐斑占62.20%，抗疲劳占12.20%，增强免疫力与改善痤疮各占

9.76%，润肠通便、改善皮肤水份与辅助保护胃粘膜各占3.66%，改善睡眠与减肥各占2.44%，耐缺氧、抗氧化、降血脂、抗辐射与清

咽润喉各占1.22%。祛黄褐斑功能占据主导地位，现阶段面临皮肤问题尤其是黄褐斑等色素沉着问题的人群数量逐渐增加，具有良好美

白和抗氧化功效的白芷在中医美容方面备受青睐。中游企业通过开发祛黄褐斑的行业产品，满足女性客群的美容需求。其次是抗疲劳功

能，白芷成分的食品能够帮助消费者恢复精力。再次，增强免疫力和改善痤疮功能各占一定的市场份额。白芷具有抗菌、抗炎和免疫调

节的作用，能够增强机体的防御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也能有效减轻痤疮症状，改善皮肤状况。

下 白芷类保健食品产业链下游分析

药店、超市等销售终端及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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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023年，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由2.50亿人民币元增长至2.68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1.75%。预计2024年—2028

年，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由2.99亿人民币元增长至3.68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5.37%。

白芷原料价格上行趋势对行业规模增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得益于较强的需求表现，相关保健食品市场仍能实现稳健增长。

从最受居民欢迎的中药保健食品服用形式来看，胶囊剂占比62.34%领先于其他剂型，其次是口服液46.10%，茶剂37.99%。而目前中国白芷类保

健食品的胶囊占比高达59.76%，其次是口服液和片剂各占9.76%，酒剂占4.88%，颗粒剂占3.66%，茶剂占3.66%，冲剂占2.44%，其他剂型占

6.10%。白芷类保健食品规模的历史变化主要源于其对市场适应性和消费者偏好的精准把握。胶囊剂因其便捷性和易于吞咽的特点在市场上广受

欢迎，白芷类保健食品选择胶囊作为主要剂型不仅符合整体中药保健食品市场的趋势，也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和需求。这种适应性有

助于提高产品的接受度，从而推动市场规模的增长。

政策利好是推动行业历史实现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政府对中医药和保健食品行业的大力支持，为白芷类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涵盖了中药材

种植、加工和销售等多环节，旨在推动中医药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这既提高了白芷保健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又促进了行业的规范化和

标准化。其次，监管部门对保健食品市场的严格管理，提升了市场的透明度和消费者信心。政府对保健食品生产和销售监管力度加强，净化了市

场环境，也进一步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促进行业规模实现稳健增长。

产业链下游分析

线上直营是当前及未来白芷保健食品发展的重要方向。

白芷保健食品属于消费品，渠道按媒介可分为线上与线下渠道，按经营模式可分为直营和经销/代销渠道。相较于传统的经销商模式，

直营即直接面向消费者模式展现出更为显著的优势。一方面，直营能够有效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提高产品利润率；另一方面，通过直

营渠道，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和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和服务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此外，数

字化转型使得线上渠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比于线下实体店，线上平台不仅能够覆盖更广泛的消费群体，还能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实现精准营销，提升用户粘性和复购率。因此，对于白芷保健食品而言，保健食品厂商采用线上直营的方式更有利于品牌建设与市场拓

展。

白芷保健食品下游线上平台面临的监管趋严。

据2023年论文披露，调研显示从六大知名线上平台店铺中药类保健食品的销售资质构成来看，两家平台的合规经营达100%，两家平台

的超范围及无证经营超30%，一家平台的超范围及无证经营超60%，显示下游参与者进行线上销售白芷保健食品时面临的合规风险和市

场环境的复杂性。较高比例的超范围及无证经营现象预示着含白芷保健食品在内的中药材保健食品销售平台的合法性审查将进一步加

强，下游参与平台管理趋严。

行业规模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规模的概况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产品新增量显著提升体现市场关注度提高，叠加白芷原料价格下行趋势显现，未来规模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据统计，2019-2023年中国白芷保健食品累计注册数量占整体注册保健食品市场的比重从0.38%降至0.36%，而2024年至今中国白芷保健食品的

累计注册数量在整体注册保健食品市场的占比已达0.39%，超过19年水平，实现正幅增长，体现白芷保健食品市场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医药

产业及中药材保健食品本身即受到国民的广泛关注，而今年白芷保健食品新增注册量的显著增加，进一步说明市场对该赛道的关注度提升。预计

未来将有更多白芷保健食品推向市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此外，药市数据显示，2024年11月中国统个安徽和四川的白芷单价已分别同

比下降61.54%和57.14%，原料价格有所下行，利于提高企业的盈利空间。进一步看，这既能驱使企业推出更多高质量及高性价比的产品，又能

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这一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基于多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预计未来五年白芷保健食品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速有望超过历史五

年的水平。

消费者重视保健食品的功能、安全及成分，作为药理作用受广泛认可且强调中药材成分的白芷保健食品，未来需求有望继续释放，实现规模

增长。

2023年论文披露，关于居民购买保健食品的重视因素，41.0%居民看重产品功能，31.5%居民看重产品的安全性，12.9%居民看重产品成分，

6.4%居民看重产品品牌，5.7%居民看重产品价格。关于居民对产品功能的关注，白芷以其多种健康功效著称，如抗炎和抗氧化等，这些特性符

合现代消费者对于预防性和治疗性保健产品的需求。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消费者对能够提供明确健康效益的产品需求将不断增加，能直接刺激

白芷保健食品市场的增长；关于居民对产品安全性的关注，白芷作为天然草药已有广泛的应用，并且其安全性记录良好。制造商可通过严格的生

产标准和透明的质量控制流程来进一步巩固这一优势，从而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关于居民对成分的关注，白芷作为主要成分，其独特的药理作

用和科学研究的支持可以成为市场推广的重点。通过教育活动和信息传播，提高公众对白芷及其益处的认知水平，有助于激发潜在消费者的兴

趣，扩大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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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芷类保健食品规模预测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规模

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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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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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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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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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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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类政策



行业属于中药材保健食品的细分赛道，规模较小，同样存在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入局者多为医药企业。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东阿阿胶和华润三九等；第二梯队公司有完美（中国）、交大昂立和百年健康药业

等；第三梯队有益佰制药和盘龙云海药业等。

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渠道建设是业内竞争的关键因素，而已覆盖上游中药材供应的中医药企业更具竞争优势。

由于保健食品产品特性相似且入局门槛相对较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渠道建设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具体来看，品牌影

响力强的企业能够更好吸引和留住消费者，提升市场占有率，而完善的渠道建设能确保产品高效到达目标市场。此外，作为中药材保健食品的一

种，白芷保健食品行业里众多中医药企业具备天然优势，尤其是拥有自产中药材基地的企业。该类企业在原料供应、质量控制和成本管理方面具

有更强的竞争力，能够更灵活地进行业务拓展，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白芷保健食品领先企业得益于深厚的品牌影响力，但核心竞争力在保健食品覆盖程度与研发创新程度方面有所差异。

截至2024年11月27日，华润三九已获的保健食品累计注册数量达60件，有效专利量270件；东阿阿胶的保健食品累计量达28件，有效专利量579

件。华润三九和东阿阿胶均是行业的领先企业，但核心竞争优势有所不同。华润三九在保健食品领域的覆盖程度更广，品牌影响力深厚，广泛受

到消费者的认可。相比之下，东阿阿胶的研发实力更为突出，在保健食品领域的布局相对较窄但仍具备一定的品牌影响力，产品品质和市场认可

度较高。

市场日趋成熟驱动行业走向规范化发展，研发创新或将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现阶段白芷保健食品行业规模小且入局门槛低，不同企业在研发创新力和行业覆盖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如交大昂立和美成科技各有2项白芷保健

食品获批，但交大昂立已获得20件有效专利，而美成科技暂无有效专利量。未来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和竞争加剧，行业有望走向规范化发展，研发

创新或将成为影响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或将在产品差异化和技术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而缺乏研

发投入和技术积累的企业或将逐渐失去竞争力。

白芷原料可获得性的变化将深刻影响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的竞争格局。

一方面，白芷原料的供应稳定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传统的白芷产地如四川等地，其原料质量和产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计划和成本

控制。拥有稳定供应链、与优质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未来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白芷原料的供应模式也在发生变

化。部分企业开始尝试建立自有中药材基地，通过自主种植或合作种植的方式，确保原料的供应和质量。这种垂直整合的供应链模式，不仅降低

了企业的原料采购成本，还增强了其对原料市场的控制力，为企业在业内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将显著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竞争格局

白芷类保健食品概况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白芷类保健食品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000423）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600530）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00594）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000999）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002019）

1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000423】

上市公司速览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4.5亿元 36.0
同比增长(%)

71.8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5亿元 -5.1
同比增长(%)

35.1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7.1亿元 -19.8
同比增长(%)

62.2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86.1亿元 53.6
同比增长(%)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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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分析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开业 注册资本 64397.6824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聊城市 行业 医药制造业

法人 程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000168130028J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4-06-04

品牌名称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药品生产、销售，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

保健食品生产、销售，受山东东阿阿胶保健品有限公司委托

生产阿牌、东阿阿胶牌、葆苓牌保健食品，许可证批准范围

内的食品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许可范围内

畜牧养殖、收购、销售；许可证范围内化妆品（护肤品）、

保健器材、医疗器材、小型厨具、保洁用品、家用电器生产

与销售；在经核准的区域内直销经核准的产品（具体产品以

商务部直销行业信息管理系统公布的为准），(以上项目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的

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危险

品）销售；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中药材种植、收购、生产

及销售；健康咨询服务、旅游观光服务、会议展览及接待服

务、工艺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20

1.07 0.98 1.03 0.94 1.17 1.03 1.31 1.12 1.1 /

/ / / / / / / / / /

17.7256 15.7136 20.2369 18.3198 13.9923 10.7124 14.0407 18.055 19.2822 /

35.9354 15.9179 16.7039 -0.4615 -59.6825 14.7929 12.8921 5.01 16.662 /

19.0018 13.9965 10.358 1.9817 -121.2923 109.5177 917.4349 77.0952 47.5489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114 19.7735 21.7548 34.5122 131.733 91.4425 37.1691 39.0503 37.7785 /

/ / / / / / / / / /

4.4213 5.0873 3.9486 4.3668 5.2057 7.4619 6.0157 4.6573 4.378 /

1.4948 0.955 2.6871 1.5428 -1.7125 1.2245 4.2826 3.2795 3.0334 /

64.6079 66.9546 65.0456 65.9902 47.6514 55.0018 62.3035 68.301 70.2432 /

95.3479 95.3374 97.4828 97.047 96.5341 88.8058 87.781 92.1132 93.8037 /

1.4696 1.2973 1.1642 1.8637 2.8584 4.9867 4.8673 4.0677 3.9574 /

20.3848 19.9923 18.3108 15.9004 -3.49 0.3625 3.888 6.4241 8.8817 /

34.5222 78.0067 86.9584 111.2583 -86.3208 44.7977 / / / /

30.0304 87.2817 133.0513 150.2958 -14694.0192 -59.4659 / / / /

24.78 24.1 22.46 19.72 -4.13 0.44 4.46 7.68 11.12 /

2.4847 2.8324 3.1258 3.1878 -0.68 0.07 0.68 1.21 1.79 0.5488 1

30.0535 29.3668 27.7252 28.4344 -15.0538 1.2016 11.4034 19.279 24.4281 /

0.6783 0.6808 0.6604 0.5592 0.2318 0.3017 0.3409 0.3332 0.3636 /

38.469 57.8299 131.1496 136.9713 -4196.6659 1.9605 / / / /

/ / / / / / / / / /

1.0665 1.056 1.056 1.0559 1.0559 1.1349 1.1344 1.1344 0.624 /

/ / / / / / / / / /

297.6929 408.6729 462.4872 503.0041 800.5337 703.8123 511.5816 405.2229 288.7855 /

5449663157.77 6317135286.24 7372340332.18 7338316223.18 2958622339.62 3409437164.01 3848985686.56 4041818347.54 4715265729.5 1453383433.75 27479

7.9397 9.9721 12.1979 14.4857 12.8313 12.5673 12.9376 13.4802 14.2995 /

2.4847 2.8324 3.1258 3.1878 -0.68 0.07 0.68 1.21 1.79 0.5488 1

1625027031.96 1852473518.27 2044352503.41 2084866052.69 -443915811.52 43289251.31 440439963.6 779998116.1 1150878550.46 353403544.67 7384

2.289 2.6591 2.9977 2.9282 -0.82 -0.06 / / / /

/ / / / / / / / / /

1.4948 0.955 2.6871 1.5428 -1.7125 1.2245 4.2826 3.2795 3.0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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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

公司是中华老字号企业，地处道地正宗阿胶发源地山东省东阿县，拥有广泛认知的心智资源优势，被誉为滋补养生第一品牌。作为中药企业中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的典范，胶类中药行业的头雁，东阿阿胶成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体”联盟的核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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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