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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安国中药产业发展模式：市场——种植

——加工为主体的产业链条，产业内涵吸附力和

外延扩张力不断增强。目前，中药饮片产量已占

到全国的 30%，并出口到日、韩、美等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年产值逾2.5亿元。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成立农村合作社种植

中药材，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布局、院校展才、农

民受益的模式。即“一产联四方”（一个产业带动

校、地、企三方合作，实现校、地、企、农四方受益），

依靠中药材产业促进农业长期增效。

云南正逐步在以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云南）基地建设项目为依托，推进中药现代化；并

选择三七、砂仁、天麻、丁香等地道药材建立中药

材生产质量管理标准体系（GAP示范基地）。

甘肃陇西县被誉为“西北药都”，是国内较大

的药材集散地之一；这里正努力建立药材规范化

生产基地，将为能够提供符合GAP标准的当归、党

参等地道药材提供重要的基础。

此外，云南与甘肃分别在国际化合作与剂型、

生物药改造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云南白药、

昆明制药、佛慈集团等大型企业可望率先成为部

分意义上的国际化中药企业集团。

相关链接

市场需要自发，更需要培育与引导，关系到民

生大问题的中药材市场更是尤为必要。

事实上，作为千年药都，亳州有着最为悠久的

药材历史、最健全的交易市场和最广阔的发展前

景。

在亳州采访的2天里，记者见到了亳州药农的

勤劳，药市的火热，药商的精明、药企的发展，以及

当地政府对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务实态度。可以

说，这些都是“药都”发展的强大推力。

但是，由于饮片生产企业在当地起步较晚，因

此目前尚未培养出全国知名的大品牌药企，这也

成为亳州的一块“伤痛”。但凭借着原有的优势和

基础条件，不久的将来，亳州也很可能培养出像北

京同仁堂一样响当当的大品牌中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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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4月 9日，一份令人有些吃惊的报

告，被摆在了记者面前。

据亳州市药业发展局、亳州市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亳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的联合报告显示，如今国外医药生产企

业和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每年进口

国内的“洋中药”已近亿美元。这无形

中，也对安徽药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大

考验，相关人士说。

安徽一些名贵地道药材，部分已经在消亡中……曾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工作过的阎树江，就做过“发展安徽现代中药产

业的思考”。

在他的记录中，安徽的中药资源尽管丰富、蕴藏量大，但开

发利用很不够，资源优势没有形成较好的商品优势。据国家中

药资源普查办公室公布的安徽省中药资源调查研究报告，全省

中草药品种总数为3400种，居全国第6位，品种数约为全国中

草药品种总数的54%。全国统一普查的363个重点品种，安徽

省即有287种，占79%。但是，在全国能叫响的中药大品牌，却

是屈指可数。药材资源破坏严重，有的濒临灭绝，收购品种最

多的仅达363种，常年收购的只有300种左右，商品率为10%

上下，大量的资源未被利用。

然而，中药产业这一篇文章，究竟该如何做？在亳州的几

天采访中，各位中药大咖们意见也不一。安徽方敏医药有限公

司董事长方敏说，药企首先还是宣传意识不够，诸如广告投入

和品牌建设，似乎并未引起亳州药企的足够重视。

采访中，亳州市药业发展局等部门提供的报告显示，如今

国外医药生产企业和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每年进口国内的

“洋中药”已近亿美元。该市药业发展局一位负责人感慨地说：

“尽管是全国的数字，但这在无形中，也对安徽药业的发展，提

出了更大考验。”

而安徽济人药业总经理曹勇感叹，虽然亳州是药都，但之

前多以药材贸易为主，亳州的药企起步还是很晚。据亳州市药

发局统计，该市有268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依托这一全国最

大集散地的地理优势。但现实却是，这里很少有响当当的中药

大品牌。

现状：名贵药材消亡中？

来自亳州的省政协委员龚艳玲曾呼吁，安徽加强亳州中药材产业

发展，打造中药强省战略，希望安徽将打造和提升亳州中药材产业，上

升到省级层面上来加强支持力度。

但是，亳州市乃至安徽省，整个商业成长环境中，都比较缺乏企业

领袖式人物，省商务厅贸管处处长夏勇认为：“安徽缺少大型中心城

市，整体经济发展和人口经济辐射力较弱。如今，安徽需要培养成熟

的现代企业经理人队伍，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推进中药材市场体系建设，《安徽省中药材产业化“十二五”

发展规划》，画出了安徽中药产业的蓝图。立足现代化、规模化、

信息化的功能定位，加强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和信息系

统建设，完善市场的信息、包装、仓储、冷藏、运输等功能，提高辐

射能力，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年交易额占全国

25%以上。鼓励药材种植区加强与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的合作，

畅通全省中药材交易渠道。支持黄山市建立在全国有影响的贡

菊交易市场。

推进中药材加工规模化，拓宽中药材产业链，就是扶持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和中成药等主导产品的同时，积极向

食品、保健品、日化及消毒杀菌产品等领域延伸。而依托皖籍中药文

化资源，安徽打造亳州华佗医药文化、皖南新安医药文化品牌，发展中

药文化特色旅游。

规划：北有亳州，南靠黄山

走综合发展规划路线，采访中，亳州市药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给

记者点出了另一条道路。下一步，亳州会结合发展规划，加强电子商

务和中药材相结合的建设。与此同时，中华药都养生园、木兰魔幻大

世界、中医药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以及中医药主题的创意文化产业，都

在逐步推进。

80后小伙韩高岭，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目前在该市文化旅游公

司工作，用他的话说，他的工作就是向苏鲁豫皖等周边客源地“吆喝”

亳州的旅游资源，从去年开始，“养生”成为亳州旅游的一 张“王牌”。

韩高岭告诉记者，中药材交易中心已经成为亳州的一个旅游示范点，

这意味着，游客来亳州旅游，能“零距离”感受药都的气息。

事实上，药都的旅游“卖点”并不仅限于此。据透露，目前的亳州

系列养生游产品当中，游客能吃到养生药膳、参与亳州五禽戏的表演，

并让老中医把把脉。“从目前来看，亳州药都养生游正在被游客接受，

今年3~4月份，我们光河南游客就接待了1000多人。”韩高岭说。

同时，“养生”主题的旅游大项目，也将成为亳州旅游“新看

点”。记者随后从亳州市文旅局获悉，总投资50亿，占地800亩的

中华药都养生园在亳州谯城区开建。“该项目从去年 11月开工建

设，目前药膳美食广场、地下停车场、湿地游憩苑等一期工程正在

紧张施工中，预计2014年11月份能够完工。”亳州市文旅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转型：“药材”恋“旅游”

“洋中药”来中国打擂台
如何破局，千年药都的另类思考

小包装中药饮片生产线

工人将药品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