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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医药覆盖现代医学体系全部四大领域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19年8月《药品管理法》指出，国家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对人的疾病具有明确或者特殊疗效的药物创新，鼓励具有新的治疗机理、治疗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者罕见病、对人体具有多靶向系

统性调节干预功能等的新药研制，推动药品技术进步。而中医药具有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

• 2023年2月国家药监局出台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中强调，除了一般药物的临床价值外，对延缓疾病发展、症状改善、患者与疾病相关的机体功能或者生存质量改善、与化学药品等合用增效

减毒或者减少毒副作用明显的化学药品使用剂量等情形的评价都可以作为中药的疗效评价，体现了国家对中药独特优势的充分理解和认同。

中医药以独特优势覆盖现代医学体系全部四大领域

中医药的三大优势

“治未病”的主导作用 重大疾病治疗的协同作用 疾病康复的核心作用

保健&预防医学 治疗医学 康复医学

现代医学体系的四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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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银发经济推动中医药行业高景气发展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16年2月《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出台，标志着发展中医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陆续出台《中医药法》和促进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政策措施，并于2021年底

推出重磅医保支持政策。

• 2023年初发布《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全面落地，力推中医药资源扩容、产业升级和渗透率提升。随着行业标准、机制体制和服务体系的建立完善，中医药行

业呈现出中西医并重、扶持与规范并举、传承与创新并进的良好局面，行业步入高质量发展。

低预测下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预测（%） 老年慢病的发生发展与衰老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个系统的功能逐渐下降，身体

的代谢、修复、免疫等能力也逐渐减弱，从而导致老年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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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政策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2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有2.1亿人，占比总人口14.9%，相比2000年提升7.9pct。根据育娲人口预测，随着第二、三轮婴儿潮人口逐渐进入老龄阶段，叠加低生育率影响，老龄化趋势将加速，

预计到2032年左右进入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 人体机能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身体代谢、修复与免疫功能减弱，老年人患病率提升，且更易患有慢性病，需给予高质量的治疗，同时由于慢性病具有病程长并发症多、治疗困难等特点，高

龄人群年均治疗费用普遍高于青中年群体。

近年来国家鼓励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梳理

• 中药创新药加速审批上市
• 鼓励传统中药二次开发
• 推进中医药人才建设，增加中医药人员供给
• 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诊疗服务
• 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布局建设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医医院等
• 加强典籍保护传承，打造传播平台和体验馆

• 提高居民健康意识
• 宣传中药治未病的特点
• 提升居民中医药文化知识和中医药保健意识

• 推进中医药特色病种(组)在DRG/DIP等 支付方式改革中的应用
• 加强中医药服务价格管理
• 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 探索并完善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支付政策

中药行业纲领性政策持续出台

2019《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2020《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1《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改策措施》

2021《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2《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2023《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2023《“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

2023《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 》

2023《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科学监管促进中药传承创

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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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中医药行业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中医药材产业链中，上游产业主要包括中药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中游是中药材加工制造企业，将中药材原料加工成可供直接消费的中药饮品和中成药等；下游产业主要是医药流通行业，将

中药生产商的产品带向中药消费市场，比如医院、药店等。

中医药行业产业链

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 中游医疗器械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 上游：原材料供应商

中药材供应商 中药企业

种植业

畜牧业

养殖业

中药饮片

中药配方颗粒

中成药

中药提取物

中药企业

医疗卫生机构

电商平台

零售药店

海外出口



05. 2023中药产量迎来拐点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22年中药工业市场规模达1.38万亿元，2013-2022年十年间复合增速接近7%。其中，中药饮片行业在经历了2018-2020行业整治及严管阶段后，呈现出稳定上行趋势，2013-2022年复合增速为

11.39%，2022年中药饮片加工业市场规模达3323.8亿元。

• 2013-2022年中成药市场规模复合增速为5.71%，2022年达1.04万亿元。因医保控费、重点监控辅助用药等原因，近年来产量呈现一定程度波动，但降幅有所收窄，2022年中成药产量为227.7万

吨，同比下降 1.77%，2023年1-9月，中成药产量为157.4万吨，同比增长22.2%，2023年产量有望迎来拐点。

我国中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我国中成药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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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中药创新研发快速崛起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中药创新药为1类中药，2022年纳入医保比例超85%。中药创新药以突出疗效新为特色，重视临床价值评估，注重满足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并与以往仅要求在国内未上市的要求不同，应达到国内

外均为新药的要求。

• 2017年至今（截至2023.12.22），获批上市的中药新药累计达34款，其中2021年以来获批上市新药为26款，占比达76.47%。呼吸系统疾病用药、神经系统疾病用依然是中药新药的优势领域和热

点领域。

2017年以来中药新药获批上市数量（个） 2021-2023 年获批上市1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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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名 厂家 适应症 注册分类 批准NDA 是否医保

玄七健骨 方盛制药 膝骨关节炎 1.1 2021/11/26 是

坤心宁 天士力 更年期综合征 1.1 2021/11/26 是

解郁除烦 以岭药业 轻中度抑郁症 1.1 2021/12/6 是

虎贞清风 一力制药 痛风性关节炎;发热 1.1 2021/12/16 否

芪蛭益肾 凤凰制药 早期糖尿病肾病 1.1 2021/11/26 是

银翘清热 康缘药业 感冒 1.1 2021/11/10 是

七蕊胃舒 健民集团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湿
热瘀阻证所致的胃脘疼痛

1.1 2021/12/31 是

参葛补肾 华春药业 抑郁症;健忘症 1.1 2022/12/29 否

参郁宁神 广东思济药业 轻中度抑郁症 1.1 2023/6/8 否

广金钱草总黄酮胶囊 光谷人福 输尿管结石 1.2 2022/9/15 否

淫羊藿素软胶囊 珅诺基 肝细胞癌 1.2 2022/1/10 否



07.中药新药优先纳入医保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22年医保目录内的中成药解除限制品种有16个。国家医保局于2023年7月21日发布《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将非独家药品、连续两个协议期（4年）均未调整支付标准和支付范围的独家药品、

连续纳入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部分”时间达到8年的药品纳入常规目录管理；对调整医保支付范围但对基金影响预算不大（未超1倍）的独家药品也可以简易续约，利好患者数量相对少的新增适

应症。

• 简易续约既简化了谈判流程、提高谈判效率，还兼顾药物的经济性和有效性，稳定医保谈判的降价预期，促进新药研发和适应症拓展。

历年医保目录调整时目录外谈判药品中标率和中标数量 历年医保目录调整时目录外谈判成功药品的价格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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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中成药集采常态化趋势已现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23年3月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随着集采相关规定更加规范化和 合理化，集采对利润压缩所造成的压力趋于温和，有利于企业通过集采

提高产品的 市场渗透率。

• 据过往的历史统计数据，集采整体降幅可控，有利于中成药在医院端的放量拓展。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全国第一批中成药集采，拟中标情况已公示，降幅 49%，降幅相对温和。

历年医保目录调整时目录外谈判成功药品的价格降幅

联盟 类型 品种数量 平均降幅 执行时间 立项时间 (拟)中标公布时间 执行周期

湖北19省联盟 中成药 76 42.27% 2022年4月30日 2021年9月25日 2021年12月27日 2年

湖北30省联盟(全国集采) 中成药 16 49.36% / 2022年9月 2023年6月21日 2年

广东13省联盟 中成药 53 64.28% 2023年1月10日 / 2023年1月9日 2年

北京市 中成药 84 23.00% 2022年11月30日 2022年7月29日 2022年11月1日 2年

山东15省联盟 中药饮片 21 29.50% 2023年8月 2022年11月22日 2023年5月22日 1年

山东省 中成药 15 44.31% 2023年1月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9月13日 1年



09.中药是唯一实现毛利率、净利率同比提升的子行业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23Q1-3 中药行业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为 44.85%和 12.63%，同比提高 0.48pct 和 2.23pct。前三季度中药行业业绩表现较好主要源 于一季度疫情管控放开之后部分中药品种需求量的增加以及

财务费用率的下降。

• 2023Q3中药行业的业绩表现依旧居前，但单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均放缓。2023Q3 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同比实现双正增长的子行业为生物制品和中药，中药表现位居二级子行业第二。

• 2023Q3 中药行业营收 同比增长 0.42%；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8.28%；期间费用率 28.67%，同比下 降 1.32pct；毛利率为 43.65%，同比下降 0.78pct；净利率为 10.85%，同比提 升 0.93pct。

2023Q1-3 中药营收增速分布图2023Q1-3 医药板块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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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医药拥抱广阔的零售市场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处方药主要在院内销售，难免会面临医保控费的压力，而OTC市场打开了品牌药的规模天花板，增量空间广阔。

• 中药往往具备较强的安全性和自我诊疗属性。成熟的院内中药品种，在积累了充分的临床使用经验和医生患者口碑后，可顺利转战零售渠道，特别对于有消费属性的药品来说，更为顺畅，如百令胶

囊、藿香正气口服液等。

全国三大药品销售终端中，零售药店销售额增速最快 2015-2022年处方药转OTC的药品以中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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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医药投融资活跃度明显提升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近年来中医药行业投融资波动性略大但活跃度较以往明显提升。2021年我国中医药市场共发生19起投融资事件，为近五年以来投融资事件高峰，投融资金额达21.42亿元。2023年截至9月底，共发

生6起投融资事件，投融资金额接近9亿元。

• 从投融资的轮次来看，中医药产业投融资主要涉及种子轮、天使轮、A轮、B轮等阶段，大多数企业仍处于早期融资阶段，且投资轮次有后移趋势，B/B+轮的占比明显提高。预计在政策支持和产业

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医药大健康行业的投资热度或将持续增长。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投融资情况 2019-2023.9 中医中药部分投融资事件投资轮次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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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医药产品由“药”向“药+消费品”转型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中药老字号企业依托自身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不断向消费品领域拓展，从投放渠道看，涵盖商超、零售卖场、电商及药店等渠道，从品类看，涵盖保健食品、饮料、日用化妆品等品类，借助自己

的已有优势，利用其配方特有的活性成分，开发新产品，布局消费品领域，寻求新的业绩增长点。

中药企业不断向消费品领域拓展 我国中医药大健康市场规模（亿元）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日用品 食品

保健品 化妆品

母婴用品 饮料



13.中医药行业遭遇四大挑战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临床评价体系不完善

01

中药新药审评基本采用现代循证医学证据评价体系，但这与很多中药的疗效特

点不相符。药品 注册审评要求对应的是“病”，中药治病对应的则是“证候”，

同时中药治疗的多靶点、多维度、整体调节等特点，在临床试验的动物模型上

很难体现，导致新药审评通过率低。

中药研发与现代医学结合不够

02

中药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的疗效被广泛认可，但是由于其复杂性和个体化的特

点，中药的疗效难以被科学证明。为了保证中药在现代医学中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需要加强对中药的管理和监督，规范中药的制备和使用，中西医结合的实

现需要中西医界增强互信和合作。

中药研发面临技术难题

03

中药是源于几千年人用经验和临床实践，不是从分子靶点出发，所以，需要建

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研发技术体系。普遍研发投入不足，研发工作与临床

实践协同不够，中药经典名方、中药院内制剂向中成药转化的效率还比较低，

而且缺少有效的解决办法。

中药材涨价风险

04

中药材多为自然生长、季节采集，产地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其产量与品质

会受自然气候、土壤条件以及采摘、晾晒、加工方法的影响，价格易受到供给

和需求端的波动影响。



14.中医药企业重点关注五大趋势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01 02 03 04 05
中药重点品种逐
步实现来源可查

目前已建成全国中药资源动态监

测体系，推行药品 GAP、GMP 

和 GSP， 落实中药生产企业主

体责任，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

制，探索建立中药材、中药饮片、

中成药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追溯

体系，以期在2024 年前后，逐

步实现中 药重点品种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药材种植数字化
转型

中药材种植面临较多挑战，例如

道地属性受到影响、重金属含量

高、农药残留超标、种子品质参

差不齐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

响了中医药及服务行业的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产业链各

方利用新技术，加强行业统筹规

划和道地药材基地建设。未来，

药材种植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数

字化转型，将成为中医药行业健

康、快速发展的基础。

中药行业将推行代
理制

代理制是中药工商企业在自愿和

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合同或

契约建立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

并由商业企业在一定区域内实行

垄断和独家经营的一种方式。它

有利于密切和稳定工商企业的关

系，从而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

工，对双方更为有利的新格局，

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求，因

此推行代理制势在必行。

国家大力扶持和促进中医药发展，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坚持中西

医并重，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带

来了政策红利和新增需求。“治

未病”“纯天然”的特有优势为

中药大健康产业链的延伸带来广

阔空间，中医药大健康衍生行业

正在兴起，“中医药+”发展空

间可期。 

在2021-2025年期间，我国将

与一带一路多个国家一起共建

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30

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同时还将建

设50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一带

一路”倡议的推进，中药产品的

出口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并将进

一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中医药+”发展
空间可期

中药出口将进一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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