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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基于可信的公开资料，参考行业研究模型，旨在对项目进

行合理的逻辑分析研究。本报告仅作为投资参考或作为参考范文模板

用途。 

 



第一章 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一、我国中药行业发展现状 

中医系中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防治

的一门学科，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并已形成了相对比较成熟、

完善的民族医药体系。中药即按中医理论的用药，为中国传统中医特

有药物，其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中药材是中药饮片和中

成药的原料；中药饮片是指经过加工炮制的中药材，可直接用于调配

或制剂，同样可成为中成药制造的原料；中成药则是指由中药材按一

定治病原则配方、工艺制成，随时可以取用的现用药品，既包括中药

传统制作方法制作的各种蜜丸、水丸、冲剂、糖浆、膏药等，又包括

使用现代药物制剂技术所制作的中药片剂、胶囊、口服液、注射剂等。 

中药充分利用了中医药重在预防保健、“治未病”的特点，为急

剧膨胀的亚健康人群提供各具特色的产品，以其产量多、分布广、毒

副作用小等优势占据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半壁江山，成为了国家鼓励发

展的重点战略性产业之一。 

中药材、中药饮片行业是中药制造行业的原材料供应者，其供应

数量、质量和价格将直接影响中药制造行业的生产经营；下游主要为

医药商业及医药流通行业，包括医疗终端和零售药店终端，终端消费



群体为广大用药患者。中下游企业不仅为中成药制造业带来源源不断

地需求推动力，同时也为行业的产品销售和服务延伸提供了十分重要

的销售和服务渠道。现医药流通市场的发展及消费渠道的多元化已有

效降低了中成药行业的流通成本，使消费者能以更低廉的价格消费各

类医药产品。 

我国目前中药企业生产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纵观历年国家医保目 

录结构变化情况，在医保目 录品种数量逐年增加的同时，中成药的

品种数量也随之增加，尤其是 2019 版国家医保目 录，中成药和西药

在国家医保目 录的数量首次持平，占 49.98%。与 2017 版国家医保目 

录对比，2019 版国家医保目 录中，西药仅增加了 25 个，中成药则增

加 83 个，是西药的 3 倍多。 

二、行业进入壁垒 

1、政策壁垒 

近年来，我国医药行业监管进一步趋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的法律规范，如《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2019 修订）、《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2020）、《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等

法律法规，从临床研究、非临床研究的试验、生产、数据等方面进行

具体规范，规范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的全周期监督管理，

强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责任，要求建立药品质量保证体系，对



药品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开展上市后研究，承担上市药品的安全

有效和质量责任，提高了违法成本和行业门槛。 

2、技术壁垒 

药品从研发到上市需要经过药学研究、药效学研究、毒理药理研

究、临床试验、试生产、大规模生产等多个环节，具有多技术融合、

跨学科应用等特点。原料药及制剂生产涉及复杂的工艺路线，对生产

环境要求严苛；制药企业需不断优化工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以形成产品竞争力。上述因素决定了医药行业对研发创新能力、生产

技术水平、制备技术水平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只有通过长期的研发

投入和生产实践积累才能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并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而缺乏相应积累的公司很难在短时间具备适应行业发展要求的技术水

平。 

3、营销网络壁垒 

我国幅员辽阔，省份众多，药品流通市场层级复杂。根据国家统

计局《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末，全国共有

医疗卫生机构 101.4 万个，其中医院 3.4 万个，在医院中有公立医院

1.2 万个，民营医院 2.2 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6.0万个，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 1.7万个。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9 年度药

品监管统计年报》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有《药品经营许可证》



持证企业 54.4 万家，其中批发企业 1.4 万家；零售连锁企业 6,701 家，

零售连锁企业门店 29.0 万家；零售药店 23.4 万家。营销网络的规模

决定了药品能否覆盖全国各地的医院，行业新进入的制药企业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建设自身营销网络。相对于市场先进入者，新进入的医

药企业通常需要以更优惠的条件或更高的成本才能建立销售渠道，因

而具有较高的营销网络壁垒。 

4、品牌壁垒 

医药产业中产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药品适应症、药品质量、药品

包装、药品外形、药品疗效及售后服务上，它降低了同一产业内不同

企业的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从而使客户对特定企业的产品产生忠诚

度，这是形成品牌的基础。买方“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现有厂商创立

“先发优势”，往往使新进入企业改变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并建立起对

自己药品的忠诚需要支付高昂代价，这些额外费用构成了该领域的品

牌壁垒。好的中成药品牌意味着过硬的品质、可靠的疗效、患者和医

生的高度信赖，新的竞争者树立品牌必须经过漫长的市场考验。 

5、资金壁垒 

医药行业系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行业。一方面，新产品研发

前期需投入巨额的研发费用，且项目研发以及新药审批周期长、风险

大；另一方面，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必须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建立健全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保证药品生产全过程持续符合法

定要求。虽然已取消药品 GMP、GSP 认证，但药监局会继续对药品生产

企业开展现场检查，并将现场检查结果通知企业；检查不符合要求的，

按照规定依法予以处理。其中药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众多，重要仪器

设备也多依赖进口、费用昂贵，更是对新进入者形成了较高的资金门

槛。另外，新中药产品在品牌创立、销售网络的形成以及产品在客户

中得到认可并建立良好的质量信誉都将经历漫长的过程，企业在营销

方面还需进行大规模的渠道建设投资。由此，市场潜在进入者无论从

启动生产、制造新药或市场开拓都要承受足够的资金压力。 



第二章 行业发展分析 

一、我国中成药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成药行业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受国家实施中药现

代化等政策拉动，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今我国中成药产业开始向现代

化、大健康方向延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2019 年 10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大

力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2019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发布，明确“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坚

持中西医并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与健康事

业中的独特作用”。在这次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治疗有明

显疗效，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两会中，政府工作报

告将加大医药研发投入、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纳入 2020 年政府工作任

务。 

1、中成药行业加速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前景光明 

中成药现代化是指以中医药理论和经验为基础，借鉴国际通行的

医药标准和规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使用

和监督管理中药。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中药产业的研发投入，中

成药行业快速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较之前的传统中药而言，现代化中



成药产品具有更好的品质及临床效果。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是

因为中医药在慢性疾病的防治和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通过现代化，中药可在国际主流市场申请新药注册、打入主流医药市

场，未来中医可望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医学体系。 

2、中成药产业向大健康产业领域延伸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疾病谱的

改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及医药费用的上涨，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

医药逐渐受到青睐，特别是国家《关于促进健康服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发布，作为健康服务业支撑产业的中药产业迎来巨大机遇，中药大

健康产业迅速崛起。未来我国中成药产业将更广泛地向大健康产业延

伸，目前已有个别中成药企业在向大健康产业拓展并取得成功。社会

发展、收入增加和观念改变带来了医药消费市场的升级与分化，药品

消费市场已由过去单纯的治疗需求，向高端的预防、保健、康复等方

向分化发展。而中药企业向保健食品、保健化妆品等健康产品进行产

品和品牌延伸具有天然的优势，对提升企业的品牌效应有很大帮助。

保健领域监管没有医药领域严格，标准较为宽泛，因此给那些拥有药

材资源及畅通营销渠道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3、中药大品种培育将是中药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成药在整个中药产业中处于核心地位，中药大品种是中药产业

发展的“牛鼻子”，具有产业全局带动作用。提升中药产业在医药行

业中的话语权，中药大品种自身的科技价值和临床价值是关键。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中药大品种的科技引领作用，选择了疗

效确切、有良好市场开发前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品种给予引

导和重点支持。在重大新药创制、中药标准化、“973”、“863”、

“科技支撑计划”、重大传染疾病等专项中，均有中药大品种相关技

术提升、质量提高、临床评价等研究支持；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等方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也涉及到中药大品种研究。各类国家项目的

支持，推动了一批中药成为临床价值突出、科学价值明确、市场价值

较大的中药大品种。 

中药大品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和关键。中成药生产企业纷纷

借助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一批国字号

研发平台，对中成药二次开发模式和关键技术加以推广应用，提升中

药质量控制水平，挖掘临床价值并进行精准临床定位，成功培育了一

批中成药大品种。 

二、我国中成药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成药行业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受国家实施中药现

代化等政策拉动，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今我国中成药产业开始向现代



化、大健康方向延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2019 年 10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大

力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2019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发布，明确“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坚

持中西医并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与健康事

业中的独特作用”。在这次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治疗有明

显疗效，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两会中，政府工作报

告将加大医药研发投入、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纳入 2020 年政府工作任

务。 

1、中成药行业加速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前景光明 

中成药现代化是指以中医药理论和经验为基础，借鉴国际通行的

医药标准和规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使用

和监督管理中药。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中药产业的研发投入，中

成药行业快速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较之前的传统中药而言，现代化中

成药产品具有更好的品质及临床效果。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是

因为中医药在慢性疾病的防治和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通过现代化，中药可在国际主流市场申请新药注册、打入主流医药市

场，未来中医可望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医学体系。 

2、中成药产业向大健康产业领域延伸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疾病谱的

改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及医药费用的上涨，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

医药逐渐受到青睐，特别是国家《关于促进健康服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发布，作为健康服务业支撑产业的中药产业迎来巨大机遇，中药大

健康产业迅速崛起。未来我国中成药产业将更广泛地向大健康产业延

伸，目前已有个别中成药企业在向大健康产业拓展并取得成功。社会

发展、收入增加和观念改变带来了医药消费市场的升级与分化，药品

消费市场已由过去单纯的治疗需求，向高端的预防、保健、康复等方

向分化发展。而中药企业向保健食品、保健化妆品等健康产品进行产

品和品牌延伸具有天然的优势，对提升企业的品牌效应有很大帮助。

保健领域监管没有医药领域严格，标准较为宽泛，因此给那些拥有药

材资源及畅通营销渠道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3、中药大品种培育将是中药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成药在整个中药产业中处于核心地位，中药大品种是中药产业

发展的“牛鼻子”，具有产业全局带动作用。提升中药产业在医药行

业中的话语权，中药大品种自身的科技价值和临床价值是关键。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中药大品种的科技引领作用，选择了疗

效确切、有良好市场开发前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品种给予引

导和重点支持。在重大新药创制、中药标准化、“973”、“863”、



“科技支撑计划”、重大传染疾病等专项中，均有中药大品种相关技

术提升、质量提高、临床评价等研究支持；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等方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也涉及到中药大品种研究。各类国家项目的

支持，推动了一批中药成为临床价值突出、科学价值明确、市场价值

较大的中药大品种。 

中药大品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和关键。中成药生产企业纷纷

借助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一批国字号

研发平台，对中成药二次开发模式和关键技术加以推广应用，提升中

药质量控制水平，挖掘临床价值并进行精准临床定位，成功培育了一

批中成药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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