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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保健品市場發展 

 中藥行業發展概況 

 中醫藥健康服務是運用中醫藥理念、方法、技術
維護和增進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活動，主要包括
中醫藥養生、保健、醫療、康復服務，涉及健康
養老、中醫藥文化、健康旅遊等相關服務。 

 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開始關注生
活品質，尤其是關注與健康長壽有關的醫療和保
健消費，我國的中藥市場將不斷擴大。 



 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來，隨著
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帶動國民健康需求的
提高，再加上植物提取物的出口也迅猛增
加，中藥材、中藥飲片需求呈爆發式增長，
生產種植方面因而也呈現出急速式發展。
全國已在大部分的省（區、市）建立了中
藥材規範化種植基地，形成了中藥農業發
展的基本雛形，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中藥材生產研究應用專業隊伍初步建立，
生產技術不斷進步，標準體系逐步完善，
市場監管不斷加強， 



 50餘種瀕危野生中藥材實現了種植養殖或
替代，200余種常用大宗中藥材實現了規模
化種植養殖，基本滿足了中醫藥臨床用藥、
中藥產業和健康服務業快速發展的需要。
但是，目前市場上超過50%的流通貨還是以
市場經濟主導下的農戶自主種植為主。加
強中藥材管理、保障中藥材品質安全，對
於維護公眾健康、促進中藥材產業持續健
康發展、推動中醫藥事業繁榮壯大，具有
重要意義。 



 為進一步加強中藥材管理， 2013年10月國家食品
藥品監管總局、工業和資訊化部、農業部、商務
部、衛生計生委、工商總局、林業局、中醫藥局
等8部委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中藥材管理的通
知》。為進一步加強中藥材保護、促進中藥產業
科學發展，2015年4月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中醫
藥局、發展改革委、科技部、財政部、環境保護
部、農業部、商務部、衛生計生委、食品藥品監
管總局、林業局、保監會等12部委聯合發佈的
《中藥材保護和發展規劃（2015—2020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藥鋪一般是前店配方，
後坊進行飲片加工炮製，生產全是手工操作。
1954年中央提出試辦中藥加工部門，開始形
成中藥飲片生產企業。中藥飲片與中藥材、
中成藥共同構成中藥產業的三大支柱。 



 我國自2003年6月開始實行中藥飲片生產企
業GMP認證試點工作，經過幾年積累經驗，
國家強制性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所
有中藥飲片生產企業必須在符合GMP的條件
下生產，否則全部停止生產銷售。2010年
修訂版GMP進一步完善了中藥飲片生產、品
質控制、貯存、發放和運輸等活動的規範。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共有800餘家中藥
飲片生產企業。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新
型中藥飲片的主要發展形態包括顆粒型飲
片、單味中藥濃縮顆粒、單味中藥超微飲
片等。2013年06月26日CFDA辦公廳以食藥
監辦藥化管[2013]28號發佈《關於嚴格中
藥飲片炮製規範及中藥配方顆粒試點研究
管理等有關事宜的通知》，明確禁止將尚
處在科研階段的科研產品或按製劑管理的
產品列人地方炮製規範。 

 



 中成藥生產經過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
放以來的發展，已經從傳統的丸、散、膏、
丹劑型，擴大到片劑、針劑、濃縮丸、氣
霧劑等40多種劑型8000多個品種。其中，
品質穩定、療效確切的有4000多個品種。  



 近20年來，國家相繼批准了1000餘種各類
中藥新藥。其中，大部分是以傳統中藥湯
劑為基礎，吸收當代的化學、生物學等現
代科學，採用現代分離、分析技術，結合
中醫藥理論發展起來的，為建成一個具有
相當規模的現代化中藥產業奠定了良好的
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興起了一大批以骨幹品
種為龍頭的大型中藥生產企業，特別是2004年通
過GMP認證後，中成藥生產企業的發展正在走向規
模化、品牌化。中成藥的產品品質和生產水準也
不斷得到新的提高。CFDA對通過GMP認證的中藥生
產企業，已經或正在採取一些措施敦促其提高整
體素質，加速實現生產自動化的進程，鼓勵企業
把現代科技（如微粉技術、超臨界萃取技術等）
運用到中藥生產過程中，加大改變中成藥“黑、
大、粗”傳統劑型的力度，儘快實現中成藥“三
效”（高效、速效、長效）、“三小”（毒性小、
副作用小、用量小）的目標。 



 中藥行業發展應堅持繼承和創新並重，針
對中醫藥具有治療優勢的病種，發展適合
中醫治療特色的新品種，重視中成藥名優
產品的二次開發。加快現代科技在中藥研
發和生產中的應用，提高和完善中藥全產
業鏈的技術標準和規範，培育療效確切、
安全性高、劑型先進、品質穩定可控的現
代中藥。 



國內中醫藥智慧財產權保護現狀 

 中國是中藥大國,卻是中藥出口小國。作為中醫藥
的發源地,中國擁有1萬多種中藥資源和4000多種
中藥製劑。但在目前近200億美元的國際中藥市場
上,中國僅有3%的佔有率,而且其中約有70%來自中
草藥原料,附加值高的中成藥出口微乎其微。“我
國已有900多種中藥被國外企業搶先申請了專利,
一些外企已高調宣佈進軍中藥市場和中藥研發,中
藥專利保護已迫在眉睫”。  



 智慧財產權無疑是民族中藥產業面對挑戰時必須
緊緊抓住的利器”,這已成為業內人士的共識。長
期以來,由於缺乏有效的專利保護,仿製中藥的現
象也就在所難免。當外國人用高科技手段“敲碎”
中藥這道技術屏障之後,必然會長驅直入。以中藥
專利保護為例,多年以前就有沉痛的教訓,如青蒿
素被國外一家企業根據科研論文進行結構改造並
搶先申請了專利,僅此一項,中國每年至少損失2億
至3億美元的出口額。業內人士無不擔憂:長此以
往,民族中藥不但難以走向國際市場,弄不好連國
內市場都無法保留。 



 中藥產業將是21世紀最具發展空間的產業
之一。世界草藥市場的銷售額目前正以每
年10%至20%的速度遞增。這對於擁有得天
獨厚中醫藥資源的中國而言,切實推進中藥
現代化進程,實施中藥智慧財產權保護戰略,
無疑是一個絕好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嚴峻
的挑戰。  



 目前,國內中藥產業存在著標準不一,品質
不穩的問題,仍沒有完全擺脫“郎中抓藥”
的局面。要想挽救國藥生存危機,實施中藥
智慧財產權保護戰略,就應充分利用現代科
學技術的理論、方法和手段,借鑒國際通行
做法,從傳統智慧財產權保護出發,充分發
揮行業協會及仲介機構的作用,建立有組織
的智慧財產權實務指導體系。 

 



 中醫藥凝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聰明才智和智慧,
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
是中國最具特色、最有前景的智慧財產權領域。
中醫藥智慧財產權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專利、商
標、著作權、商業秘密等多個方面；內容包含中
藥材、飲片、處方、製藥工藝、文獻及資訊資源
等。  



 對於中藥關鍵技術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應該
通過專利來實現。中醫藥產品在進入國際
市場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及時向進入國提
出專利申請,在真正意義上保護其在國際市
場的利益；以商標保護樹立中醫藥的國際
品牌。  



 中醫藥產品應以國際標準為目標,塑造中醫
藥馳名品牌,敢於和國際上的名牌進行較量；
以商業秘密保護中醫藥的獨到之處；以著
作權保護對中醫藥傳統思想和文化理念挖
掘與整理的專著,樹立中醫藥文化在世界上
的地位,為中醫藥文化和產品走向世界奠定
思想基礎。 

 

 



 國內中醫藥產業的現狀,迫切需要加快推行中藥現
代化進程,尤其是全面實施智慧財產權保護戰略。
毋庸置疑,儘快形成一個中醫藥智慧財產權複合保
護體系勢在必行,如在選題階段,新思想、新方案
等可受技術保密法保護；在開發階段其處方、工
藝等受到專利法的保護；在市場推廣階段則受商
標法、藥品註冊管理辦法對新藥監測期的保護等。  



 只有用現代科技和管理重新解讀國藥理論,
將傳統優勢與現代醫學和高科技相結合,深
層次研發,同時加強國藥智慧財產權保護,
才能做大做強中藥產業。可以說,只有切實
提高全社會中藥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注意
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整體性,既有分工又有配
合,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中藥智慧財產權保
護體系,將國藥智慧財產權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 

 



中藥智慧財產權保護發展趨勢 

1、中藥智慧財產權保護觀念逐漸提高：企業
逐漸深刻地認識到智慧財產權作為無形資產
和競爭武器的重要價值及其在開拓、佔領國
內外市場, 保護競爭優勢和發展後勁方面的
積極作用。從研發戰略、經營策略的高度上
越來越重視和看待智慧財產權問題。越來越
多中醫藥企業建立中醫藥智慧財產權保護機
構,並注重培養行業的智慧財產權工作人才，
為保護我國中醫藥智慧財產權提供了切實的
企業支援。 



2、我國中醫藥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逐漸健
全：隨著我國現行的《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
等智慧財產權法律不斷進行修訂和完善以及
市場國際化越來越明顯，國外的天然藥物的
逐漸進入，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醫藥的行
政保護已越來越不能替代專利法的法律效力
了。國家努力縮小各種法規之間的矛盾，儘
快建立一套既與國際智慧財產權規則接軌、
又符合我國中醫藥產業特色的醫藥智慧財產
權法律保護體系。 



3、專門的中醫藥智慧財產權保護組織出現：在未來，
政府將大力幫助中醫藥企業建立智慧財產權管理機
構。在大、中型中藥企業和科研院所，建立專門的
智慧財產權機構。由該機構負責制定企業智慧財產
權管理制度，並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收集資訊，
準備檔，研究專利、商標戰略、註冊條件，辦理訴
訟等事務。中醫藥、法律和管理等相關專家和人員
也積極組成中醫藥智慧財產權研究會。  



 研究中醫藥的智慧財產權理論問題和實際
問題，為國家有關部門提供建設性意見；
同時也鼓勵企業申請專利和注冊商標並為
其提供幫助。當然，中醫藥企業也積極籌
建全國中藥企業智慧財產權保護組織，依
靠集體和社會的力量，加強內部自律，協
調對外行動，共同創造了一個有利於保護
中藥智慧財產權的社會大環境。企業與中
醫藥智慧財產權代理機構的合作逐漸加強，
專業服務水準逐漸提高。 

 



4、逐漸與國際接軌：中藥材生產過程中的 
GAP 標準、中藥飲片生產的 GMP 標準、中藥
炮製的品質標準、中藥提取物的品質標準、
中藥複方的品質標準等逐漸建立和實施，相
應的國際規則被制定, 逐漸與國際標準接軌, 
越來越多的中醫藥進入國際市場。 



5、越來越多的有自己智慧財產權的新藥被研
發：在未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逐漸意識到，
沒有創新性的知識不可能獲得專利,沒有專利
保護的藥物研究不會有很大市場前景。創新
是基礎,是發展的原動力,中藥必須創新。新
藥研究貴在原始創新,擁有自己的智慧財產權。
因此，中醫藥企更將重視有自己知識產產權
的藥物的研發。 



中國保健品行業現狀分析 

保健食品的概念    
保健食品是指聲稱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補
充維生素、礦物質為目的的食品，即適宜于特定
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療疾病為
目的，並且對人體不產生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
慢性危害的食品。保健用品產業主要是指從事保
健食品研發、生產、運輸、銷售等一系列有關活
動的總體。  
 
 
 

  
 



  

產業現狀 

歐美國家在保健品方面的消費占2%，而我國居民
的該項消費僅占0.07%，大約是美國的1/17，日本
的1/12。此外，保健產業、健康產業在發達國家一
般占到GDP的15%左右，而在我國僅占4%到5%。我
國保健食品正步入快速成長期，年增速達30%以上。
2013年全國保健食品生產企業年產值近3000億元。
保健食品產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科技的支撐。隨
著人們收入的增加及消費觀念的升級，現代化、科
技化的功能性食品市場前景廣闊，保健食品行業一
定會穩步增長，在某一階段甚至有可能會呈現出井
噴式發展。  

 

 



 《食品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指出，
到2015年，營養與保健食品產值達到1萬億
元，年均增長20%；形成10家以上產品銷
售收入在100億元以上的企業，百強企業的
生產集中度超過50%。在這種背景下，國內
外保健品企業都在積極進行產品研發，以
期取得一席之地。       



  企業創新不僅僅局限於產品研發、市場推
廣等方面，在企業轉型創新、文化創新、
管理創新方面也取得進展。由於我國保健
食品產業發展迅速，近年來，各地食藥監
部門也在穩步推進保健食品監管工作，經
過多年整治與規範，我國保健食品安全保
障水準不斷提高，安全狀況呈現穩中向好
的趨勢，年產值不斷提升。 

 

 



  

市場容量 

縱觀全球保健食品市場，目前的市場容量達2000
億美元以上，保健食品占整個食品銷售的5%。其中，
美國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保健食品市場。然而，除了
歐美發達國家的穩定的市場以外，亞太地區等新興
市場正在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並有趕超歐美的趨
勢。2013年，我國保健產業突破7000億元。中國
正在掀起新一輪的健康養生熱潮，保健產業迎來了
新的發展勢頭，保健食品與保健用品發展齊頭並進，
2014年產值都超3000億元。 

 



  

市場格局 

目前我國保健食品企業正面臨著國際巨頭的競爭壓
力。據調查，近5年，國外品牌銷售額每年遞增12%。
每100個購買保健食品的消費者中，就有15個人購

買國外保健食品。我國能與這些跨國公司競爭的企
業寥寥無幾。這兩年，國內保健食品企業也受到國
外資本青睞，北京碧生源、益生康健等公司成為多
家投資機構競投的明星。業內分析，有國際巨頭一
起推進市場，產業迅猛發展可期，但也給國內企業
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如何在未來整合優勢資源，不斷強化企業
的核心競爭力，保持持續增長，與國際巨
頭共舞，成為國內保健食品企業共同面對
的挑戰。保健食品行業乃至中國營養產業
都是新興的、迅速成長中的朝陽產業，蘊
含著巨大的機會。目前市場處於充分競爭
但集中度不高的初級階段，未來將會像其
他成熟的消費品市場一樣高度集中在幾個
主要品牌和企業。 

 

 



發展問題 

保健食品市場亂象叢生。在產品資格上套用批號、
偽造批號、更改批號；在產品生產上使用假冒、偽
劣原材料，為擴大療效私自添加違禁成分；在產品
宣傳上肆意篡改或擴大產品適用範圍，把保健品功
用暗示為藥品功效，並且不斷以患者、公眾人物、
專家的名義對消費者進行誘導、拉攏、緊盯、欺騙。
這些不良行為對保健食品行業和消費者利益都造成
了很大損害。 

 



 美國市場保健食品的原料大約有50%來源於
中國，但其價格通常僅為中國國內產品的
30%-50%。國內企業因為運營成本和註冊成
本過高，只能把這些成本轉嫁給終端的消
費者。加上一些企業暴利的企業價值觀影
響，市場上高價格低價值的保健品氾濫，
嚴重影響了保健品行業的健康發展！  

 



 很多保健品價差明顯，但品質也差別很大，
良莠不齊，普通消費者根本看不出來。一
些市場上熱銷的保健品，在國家食品藥品
監管局網站中卻根本查不到。“套牌”與
“造假”現象頻出，方法與形式也層出不
窮，雖然都想披上“藥品”的外衣，但畢
竟“非藥非食”，消費者對保健品身份難
辨，使得監管力不從心，產品市場魚龍混
雜。 

 

 



市場前景 

目前國內保健食品市場呈現出“三分天下”的格局：
即以中醫理論為基礎，以藥用植物為原料的產品；
以營養學理論為基礎，以各類營養物質為資源的營
養補充劑；以生物學為理論基礎，通過生物轉化生
成的產品。在中國，養生保健一直是傳統文化中的
重要元素。隨著國內經濟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大
眾對自身的健康越來越關注，自我保健意識也越來
越強，越來越科學理性。 
 
 
 
    



產業發展前景： 

 

由於人們消費觀念的改變，由病後治療型向預防保
健型的轉變，未來保健食品必將成為人類的主要食
品。  
1.產品資源新穎化  
隨著科技的創新和人類認知的深入，利用新資源開
發新的保健食品成為未來保健食品發展趨勢，目前
重點集中在昆蟲、海洋生物和中草藥3個方面。昆蟲
蟲體具有蛋白質含量高、氨基酸種類齊全、微量元
素豐富等特點，且含有多種生物活性物質，同時其
生物量巨大，利用昆蟲作為保健食品新資源已經展
現出廣闊的發展前景。  



 海洋生物，除了各種魚類外，海綿、 軟珊
瑚、烏賊、海參以及藻類生物體等也將成
為新型海洋保健品的原料。而中草藥的利
用已得到了歐美等國家的認可，這些均為
保健食品的開發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通過深層次的研究，開發高科技含量的新
的保健食品成為當務之急。  
 

 



2.產品功能專一化  

目前保健食品研發人員已經開始重視產品功能成分
的開發，正在研發有效成分含量更加穩定、保健作
用更加確切、能夠代表企業品牌形象甚至能夠獨成
一體的產品，更加注重特殊物件的適宜性。此外，
利用電子資訊技術建立個人健康狀況檔案也成為發
展趨勢，根據個人提供的參數可制定適合個人的保
健明細單，這就需要產品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能符
合不同年 齡、不同人群的需求。  

 



3.產品類型多樣化  

目前我國的保健食品中大約2/3的產品功能主要集
中在免疫調節、延緩衰老、改善記憶3大陣營，因此
造成其相對過剩的假像。而衛生部已經批准允許申
報的保健食品的功能有22種，另外對未列入的功能， 
申報者可提供試驗方法，經評審委員會認可後也可
申報。事實上我國人群的保健市場不僅僅是免疫調
節、延緩衰老、改善記憶3個方面，例如貧血、肝 
炎、腎炎、風濕等患者也大有人在，其相關保健食
品的開發潛力不可估量。  

 



4.產品包裝國際化  
國際市場流行的包裝主要為軟膠囊和口服液，
既便于攜帶又衛生。我國目前的包裝無論從
外形還是包裝品質上都存在著差距，尤其在
視覺衝擊力方面有待提高，其廣告宣傳僅限
長篇文字贅述或是一句誇大的廣告詞。隨著
與國際保健食品市場的交流合作，我國保健
食品的內包裝勢必在用料、色彩和形狀等方
面大有改觀。 
 



5.具有特定功效的保健食品將備受關注：青
少年保健食品、嬰兒保健食品、青少年保健
食品、孕婦保健食品、中老年保健食品、調
節血糖保健食品、降脂的保健食品、改善睡
眠的保健食品、減肥保健食品。 



行業走向： 
1.網上銷售及直銷成為焦點 
隨著傳統管道費用上升, 消費環境的逐漸理性,傳
統行銷方式的弊病越來越突顯,而網上銷售、直銷的
銷售方式極大地提升了現金流轉率,節省了銷售環節
對利潤的分配。 
在此影響下,保健食品的市場調整將更徹底,市場變
局也將更加難以琢磨。 
 



2.服務成為核心競爭力  
隨著競爭的激化,和銷售一樣重要的“服務”
將會成為保健食品行業的重要發展趨勢。必
須把推銷說服改變成健康服務把消費者需要
的產品介紹給他們,而不是為了提升銷售額而
給消費者不需要的東西。只有這樣,消費者的
忠誠度才能持久地保持,才能穩定地維持消費
者。 
 



3.銷售方式走向多樣化  

在歐洲、美國,保健食品有相當一部分銷量是在專
業連鎖店銷售的。美國大的連鎖超市數量高達 8000 
家,這就能夠將產品的價格降到很低的程度。國內除
了傳統的賣場、超市外, 也出現了這樣的保健食品
連鎖超市、專賣店、社區生活館、網路會員俱樂部、
健康諮詢中心等。相信將來保健食品的終端方式將
更加多樣化,將銷售方式和健康教育有機結合起來,
這是保健食品的長遠趨勢、 

 



4.法規的完善和監管的加強 

政府管理職能的變化、法規條例的不斷完善，
廣告監管趨於嚴格,都大幅度提高了進入 門
檻。另外在產品報批上,報批的時間、試驗、
產品名稱、機理的要求都大幅度提高了。 

 



5.消費環境的理性變化  

近年來隨著網路媒體、傳統媒體的發展,消費者 瞭
解資訊的管道越來越多、越來越容易,所以製造、利
用資訊不對稱的“概念洗禮”再難使消費者認可。 

市場的變化促使保健食品企業要不斷變革、創新。
其實,創新是企業發展的靈魂,是企業快速發展的核
心動力,也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具體表現。 

 



 保健食品企業創新的根本是產品,創造“優
秀的產品才是最好的行銷”,要始終把產品
能否符合消費者的要求作為銷售的法寶。
在以服務為核心的企業中, 其產品的售前、
售中和售後等服務工作,以個性化服務 為
主,做得非常到位,這也是立於不敗之地的
法寶。 
 
 

 



  隨著國內經濟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大眾對
自身的健康越來越關注，自我保健意識也越來
越強，越來越科學理性。國家將重點推動研發
和生產優質蛋白食品、膳食纖維食品、新功能
保健食品等。這些政策無疑為健康產業發展的
注入新的動力，提供了機制性保障。健康養生
已越來越為世人所重視，消費人群數量的不斷
增長拉動了市場需求，同時，消費者需求的多
樣化和多元化，也促進了細分市場的逐步建立
和完善。 

  

 



保健食品智慧財產權保護發展趨勢 

1、企業會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新配方的研製開
發成功,並不意味著它不會被其他人抄襲,只有
通過法律的手段才能獲得保護。 

 



2、專利申請數量增加較快，並帶有國際化特
點 

隨著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增強、企業經濟實
力的提升、企業申請專利數量增加較快，全
球性的國際行銷管道的拓展，尤其是網路的
快速發展，保健食品專利申請將由向一個國
家(通常是申請中國專利)逐漸發展到向多個
國家。 

 



3、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品質提高 

改革開放給中國注入了活力,加快了智慧財產權保
護制度建設步伐,在立法上,從70年代末至今,中國政
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通
常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立法過程,
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 

隨著人們對國際化與智慧財產權認識的不斷增強和
各項政府管理舉措的落實,中國保健食品的國際化與
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將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4、保健食品專利申請的發明高度逐漸達到國
際認可標準 

 

5、越來越多的產品專利在國際上獲得了市場
前景 

 



                  

 

 

                           謝謝大家，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