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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申药出口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

口 蔡天智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品商会

我国中医药有数千年历史
,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

“

回归 自然
”

的热潮不断高涨
,

以及人类疾病谱的变化
,

中医药的
“

天然
”

优势不断被发现
,

使得 中医药在预 防

疾病和治疗某些慢性病
、

疑难病和老年病方面有独特

优势
。

随着西方人士对西医局限性和西药毒副作用的

认识和 了解
,

倾向于
“

回归 自然
” ,

采用 天然药物
,

为中

医药发挥其优势特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

但由于

文化背景不同等诸多因素制约
,

使得我 国中医药尚得

不到西方国家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

一
、

中药出口中存在的问题

产 品水平巫 待提高 中药材是 中药 发展 的基

础
,

但 目前中药材质量不稳定
,

品种混乱
,

已经制约 了

中药产品的水平
。

过度开发已使一些宝贵的中药材资

源濒临枯竭 大宗 中药材品种栽培技术研究推广不够

生产管理粗放 单产低
、

质量差 的现象较 为普遍 对珍

贵的种质资源保护和优质 中药材的引种和栽培还缺乏

统一的组织和协调 一些珍稀濒危药材代用 品 的研究

还 比较薄弱
,

对道地药材的研究和开发还不充分 中药

材的病虫害防治和农药残 留污染问题还 比较严重
。

在

中药饮片加工方面
,

主要存在生产水平低
、

产品质量不

稳定
、

炮制规范不统一等问题
。

在中成药方面
,

主要问

题是单个产品和 同类产 品低水平重复严重
,

其 中一些

质量不高
,

疗效不佳
,

销路不畅
,

致使真正质量过硬 的

品种难以形成规模
。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

西方人对中医 中药尚

有偏见
。

目前
,

我国中药类商品出 口 到世界 多个

国家
,

除亚洲国家及部分国家作为药品进 口外
,

其他 国

家多以饮食补充剂或食品进人市场
,

因此
,

上述国际市

场上多以食品的卫生标准检测我国的中药产品
。

由于

作为食品检验
,

许多国家除对微生物检查
、

防腐检查
、

农药残留量和重金属含量甚至黄 曲霉毒素检查外
,

并

对西药成分及有毒成分问题进行限制
。

我 国在中药方

面具有独立 自主的知识产权
,

在我 国加人 后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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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拓展机会
,

同时
,

我国应在 中药 的
〕 、 、

等标准化方面加快

制定和实施步伐
,

成为
“

天然药物
”

质量的国际标准
。

经营体制转换所带来 的开发国际市场力度不

够的问题
。

我国中药 出 口 原来主要 由外 贸公 司经 营
,

主要 出 口 名牌如北京的李时珍牌
、

云南的茶花牌
、

广东

的五羊牌等
,

均为外贸公司注册
。

近几年来
,

国内大中

型 中药厂纷纷取得 自营进出口 权
,

工贸之间商标纠纷
、

供货矛盾不断
,

外贸企业在维持原有 贸易渠道外对新

兴国际市场的开拓缺乏 积极性 和 动力
,

而 中药生产企

业往往又把开拓国内市场作为营销 的主方 向
,

对 国际

市场 的研究和投人都不够
,

加上开发 国际传统 医药市

场难度很大
,

需具备专门的业务人员
,

企业 的营销人员

往往存在畏难情绪
。

国家行政对中药出口存在多头管理
,

政策出台

互不配套
,

甚至相互牵制
,

给企业 出 口 造成很 大困难
。

年据对中药类海关编码商品进行统计
,

平均每个

商品出 口 需办证 个
。

手续繁杂
,

费用 昂贵
。

目前对 中药出 口 影 响较大 的是濒危证
,

办证时间

长
,

有的长达 个月
。

收费金额高
,

有的达到外销合同

的 以上
,

其 中有一半是 不合理收费
。

另外
,

中药

材与中成药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干扰了公司正常经

营
。

目前我国所有使用 的中药材
,

就品种而言 以

上
,

就数量而言 以上均为人工培养
。

随着人们对

中药内在品质认识 的不断提高
,

人工栽培品种取代野

生品种的趋 势不 断强 化
,

进 而 向产业化
、

高科技化发

展
,

应该看到
,

在某种程度上 中药对药用动植物资源的

利用带动了对这些物种的保护和发展
。

国内经 营企业 过多
,

既有价格竞争
,

也有非价

格竞争
,

相互低价出 口 抢 占市场份额
,

兄弟相争
,

外人

得利
。

个体药材经营者
、

外商代理人参与产
、

供
、

销渠

道
,

对正常经营渠道和秩序冲击很大
。

部分外商在境 内用人民币结算出 口 贸易
。

二
、

我国中药商品出口 的新特点

我国中药出 口 的历史情况 中药曾是我国大宗出 口

商品之一
,

其出口 发展 的速度在 年代和 年代中

期以前一直 比较平稳
,

年 出 口 达到创纪录的

亿美元
。

近几年
,

由于受国 内出台的一些政策负效果

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
,

出口 下降
,

年为

亿美元
,

比上年下降 年为 亿美元
,

下

降
。

年 出 口 亿美元
,

比上年下 降

今年 一 月份 出 口 亿美元
,

比去年同期的

亿美元下 降
。

由于外商在境 内以人 民币

成交
,

估计会 占到近两年出 口 下降金额的一半 以上
。

我国中药类商品出 口 大致分为三类 中药材
、

中成

药 含中药酒及营养保健品 和植物提取物
。

近两年出

口 所 占的比例大约为中药材
、

中成药和植物提取

物各 巧
。

中药类商品出 口 市场仍 以亚洲为主
,

近两年仍 占

到 以上
,

欧洲 占 以上
,

美 国占 以上
。

中药出口 的贸易方式
,

目前仍以一般贸易为主
,

出

口 加工贸易与外国投资企业出 口 所 占份额都 比较小
。

经营中药出口 企业 的大致情况是 在 中药材 的经

营中
,

国有外贸企业
、

民营企业及药材个体户
、

外商直

接收购各 占到三分之一 中成药和植物提取物的经营

中
,

外贸企业约占 以上
,

工厂 自营约占到
。

目前 中药出口 的新特点

出 口 市场从 以亚洲 为主 向欧美转移
。

欧美不

仅是我国植物提取物 的主要市场
,

近几年我 国中成药

和中药材的出 口 也有较 大幅度 的增长
,

欧美市场从 占

我国 出 口 不到 增 长到 占我 国中药类商品出 口 的

以上
。

出 口 商品结构有所调整
,

出 口 单价大幅下降
。

近几年我国植物提取物出 口 大幅增长
,

年 出 口 总

值接近 亿美元
,

占我中药 出 口 的
。

中成药和

中药材的出口 金额近几年增长缓慢
。

中药材出 口 单价

大幅下跌
,

年中药材 的出 口 单价 只相 当于 年

代中期的四分之一
。

植 物提取协单价从 年开始

大幅下跌
,

如银杏黄酮 由每公斤 多美元下跌至

多美元
。

高科技 含量深加工产 品逐 步进 人 国际市场
。

随着我 国技术水平 的提高
,

原有 的中药生产企业积极

引进现代生产工艺
,

使得传统中药
“

丸
、

散
、

膏
、

丹
”

剂型

向现代剂型发展
,

出现一批中药新产品
,

如天津天力士

、二 己 人 人吸夕 人玉对 ￡ , 。 八之 。人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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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
“

复方丹参滴丸
” ,

北大维信的血脂康
、

乌鸡 白凤

片
、

胰复康胶囊
、

银翘解毒片等
,

该类产品在我 国传统

出口 市场上逐渐可与 日本 的汉方药进行竞争
,

是今后

几年的主导产品
,

并逐步从 以 饮食补充剂名义进入 国

际市场向以药品名义出 口 发展
。

目前 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 的需求 日益扩大
,

在全

世 界 药 品 市 场 上
,

由天 然 物 质 制 成 的 药 品 已 占约
,

国际植物药市场份额 已达 亿美元
,

对 中草药

和中药制剂的需求也迅速增大
。

欧共体国家现有生产

植物药的企业 余家
,

近几年欧共体的植物药市场

研制要快于化学药品
,

英 国 自 年以来植物药的购

买力上升了
,

法 国亦上升 了 而美 国市场每

年亦以高于 的速度增长
。

鉴于上述情况
,

国际国内不少专家认为
,

中药类商

品将是我国 世纪 出 口 的拳头商品之一
。

目前我 国

中药类商品在世界天然药物的贸易额 中所 占的份额极

小
,

只 占 左右
。

如世界天然药物贸易额仍保持

的增长速度
,

到 年
,

其总额将超过 亿美元
,

如

我国能以高出 个百分点 的速度增 长
,

出 口 额将达到

亿美元
。

而且还可促进 医疗设备劳务等的出 口 和

学术科研教育等的交流
,

意义重大
,

前景十分广阔
。

三
、

中药出口对策及建议

、

国内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阻碍 中药出口 的一些不

妥当的行政管理障碍
。

、

简化濒危证办证手续
、

缩短办证时间
。

对少数

需严格管理的濒危物种
,

审批手续严格些
,

时间长一些

无可厚非
,

但现在是无论什么 品种
,

一律要经过多道审

批
,

长达 一 个月的时间才可出证
,

使企业望而生畏
,

不得不放弃经营
。

如贵州办一个普通人工种植 的濒危

证
,

先要经过省林业厅 的三道 审批
,

然后报到北京
,

再

经过三道审批
,

然后再到成都办证
,

可否实现递交 申请

和出证能在一地完成
。

、

将植物提取物列人高新技术管理 目录
,

提高出

口退税
。

按现行海关编码
,

植物提取物归人农 副产品

一类进行管理
。

实际上
,

植物提取物是现代科学技术

在传统中药材 中的具体运用
,

科技含量高
,

加工要求复

杂
,

如 由甘草提取 的甘草 酸单钱盐
,

其价值是 原 品的

倍 以上
。

、

中药类商品作 为事关人类健康 的特殊商品
,

不

能视同于一般的农副产 品
,

应对其实施特殊 的行业管

理
,

对出 口 企业要认定是否具有经营资格
。

目前
,

国内

对经营药品的管理是 比较严格 的
,

对 中药材也有一些

特殊的管理办法
。

对特殊商品
,

正在发展 的商品需要

一定的保护措施
,

为防止植物提取物经营走上无绪竞

争的老路
,

建议对植物提取物的出 口 暂时实施 限定企

业经营
,

如必要时
,

再实施出 口 的配额管理
。

、

加大国际市场开发的力度
。

中药要走 向国际市场
,

必须要 以医带药
。

建议

在下世纪
,

国家主管部 门在德 国成功建立示 范 中医 院

成功经验基础上
,

进一步扩大在一些 国家开办合资示

范中医院的工作
,

由此带动中药
、

技术及劳务的出口
。

加强对国外法规 的研究
。

并把 中医 中药的准

人问题作为与重点国家混委会的谈判重点之一
。

加强各方面 的合作
,

推动 中医 中药科学化
、

现

代化和国际化
。

加快 中药 品质 国际标准 的制定
,

加强

与世界各国天然药物及传统疗法的行业组织间的交流

与合作
,

推动传统疗法及天然药物的标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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