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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药业是循环经济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

程的方法，应当把中药经济活动建成“中药资源—中药产品—再生资源”的良性循环模式，实现中

药经济的生态型转化。本文对生态药业的含义、发展原则、理论研究与实践、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系

统全面的阐述，以期为生态药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生态药业 理论研究 实践 循环经济

随着传统中药产业 向中药现

代化的逐步迈进和国际市场竞争

的日益加剧，传统中药产业的优势

已经不复存在。过去我国的资源型

中药产业造成了我国大量原料药

流向发达国家，他们利用雄厚的资

本换取大量的附加值低、科技含量

低的原料药。如银杏、麻黄、人参等

名贵药材大量出口，但创汇总额却

很小，留给我们的是野生药材资源

库的大幅度减小，生态环境的恶

化，市场的混乱甚至演变成恶性循

环，最终导致中药资源和生态环境

的不可恢复，使我国中药产业的自

身调节能力下降，和国外的竞争优

势丧失。种种迹象表明，走单一的

资源型中药产业的老路必须停止，

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朝阳产业”

——— 生态药业。

一、什么是生态药业

生态药业是在循环 经济背景

下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按生

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

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能力，具有

高效的生态过程和和谐的生态功

能的集团型产业，是在可持续发

展原则的指导下，遵循生态经济

学原理，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坚持

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

护并举，建立一个“中药资源—中

药产品—再生资源”良性生态循

环模式。生态药业要求中药资源

在与其生存环境条件大体同步的

时间范围内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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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

管理方法，实现中药经济的生态

型转化，使有限的中药资源和生

态环境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二、生态药业的发展原则

+’ 系统协调性原则

要重点保护中药生产系统内

部各个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协

调，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保持中

药质量稳定性的新技术，同时注

重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中药农业

技术相结合，综合运用农业生物

技术，避免或减轻对生态环境和

野生中药资源的破坏。

!’ 环境稳定性原则

生态药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

要求中药农业生态系统和中药经

济系统具有稳定性。中药农业生

态系统要具有很强的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而中药经济系统必须

具有化解中药市场风险和平衡市

场压力的能力。在环境稳定性原

则的统一指导下，对中药野生资

源和中药农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利用，兼顾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利

用和保护。

*’ 保持较高的初级生产力原

则

利用引种、栽培、多熟种植、

立体种植、扩大中药的有效部位

等 措 施 提 高 中 药 资 源 的 生 物 量 ，

同 时 注 重 生 态 群 落 的 相 对 稳 定

性，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相互协调

发展，在净化环境、保护生态的同

时，保持和提高初级生产力。

#’ 生态适宜性原则

生态药业的发展要求合理规

划和布局中药资源，以中药的地

道性原则为首要条件，结合当地

的植被生态与植物区系特征和中

药资源的分布现状、自然地貌和

气候特点，建立具有地方区域资

源特点的中药农业生产体系。

,’ 人与自然的协调性原则

传统中药产 业过分强 调人工

干预，忽视了自然调节能力，生态

药业的发展要求必须处理好二者

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

三、生态药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生态学理论 的研究与 实践自

!" 世纪 -" 年代至今，从环保、农

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就，实现了由点及面，从科研示范

向企业化发展的大好局面，而生

态 药 业 的 发 展 还 是 一 个 新 的 课

题，还需要进一步对其理论加以

研究和深化，并在中药现代化和

生 态 发 展 战 略 的 实 践 中 加 以 检

验。

+’ 生态药业的要素理论

根据哈佛大 学学者波 特教授

（./0123& 4’ 5%6736）的“钻石结构”

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

必须以完整的“钻石结构”为必要

条件，而构成该结构的几个重要因

素包括，要素禀赋（资源、技术开发

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条

件、企业差异、相关及支柱产业、政

府行为、机遇等。而对于生态药业

的发展，生物地理区系特点、生态

环境的承载能力、生物多样性、中

药农业用地、医药文化特点也是生

态药业发展的重要因子，充分并合

理利用“钻石结构”的各个要素，提

高优势要素的利用效率，减轻弱势

要素的瓶颈效应，强化整合生态药

业的“钻石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生态药

业的良性发展。

根据比较优 势理论赫 尔克歇

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资源

禀赋存在差异，又分为劳动力资

源、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构成了

资源禀赋的几个要素，而笔者认

为中药农业用地资源同样是资源

禀赋的重要因素，如中药材 895
: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种植

需要有相当规模的土地资源，用

地的紧缺、零散、连续性直接影响

中药895 的实施，大宗地道药材

的 标 准 化 种 植 要 求 成 片 规 模 经

营，中药原料的需求量较大如贵

州的杜仲、江苏的白菊花和银杏、

宁夏的枸杞、云南的三七、吉林的

人参、海南的胆木等，而对于名贵

珍稀的药材标准化种植则不必把

用地作为非常主要的矛盾，如青

海的冬虫夏草、西藏的雪莲、贵州

的铁皮石斛等。

!’ 生态药业的实践

生态省建设 使生态药 业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各个生态大

省纷纷斥巨资，通过扶持地方企

业、生态扶贫、科技攻关、培育核

心力量、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等

形式把本省的中药产业和生态建

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生态中药产业结构。云南已

经形成了个别中药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如三七产业链、灯盏花产业

链；贵州正在逐步形成杜仲、天麻、

银杏、头花蓼、淫羊藿、喜树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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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而同时把生态扶贫资金和中药

产业链的建设资金配套使用，重点

培育，系统整合。相比之下，海南的

生态建设较早，而中药产业的发展

比较滞后，只是在扶贫开发项目中

可以看到中药产业的缩影，如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主持的海南琼中

县红毛镇黎凑“生态扶贫”示范点

项目，该项目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区

丰富的林业资源，按长、中、短相结

合，以短养长的方式，在已成林的

封山育林区和天然次生乔木林中，

种植南药（益智、草豆蔻、高良姜、

巴戟天等），达到了既有效地保护

生态环境，又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加快山区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与中药农业经济协

调发展的目标。更可喜的是，!"""
年，由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持

的国家级中药开发项目“海南中药

生态型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已经

使海南的生态药业发展有了一个

良好的开端，在它的带动下也必将

掀起生态药业的发展热潮。

四、生态药业的机遇和挑战

#$ 机遇

#%%% 年以来，海南、吉林、黑

龙江、贵州、安徽、福建、浙江等省

份相继提出建设生态省的发展战

略，与此同时，各省均把生态药业

不同程度的渗透和计划到生态省

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中。吉林省将

健康产业（现代中药产业为重点）

纳 入 生 态 省 建 设 的 重 点 发 展 方

向，而海南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国家环保总局正式批

准海南省为我国第一个生态示范

省 & # ’，其中心任务就是创建优良生

态环境和发达的生态型经济 & ! ’，而

《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赋予

了建设生态省的法律地位，她的

正式通过也标志着海南省生态建

设翻开了新的一页。有理由相信，

随着全国各地生态建设的不断推

进，必然为生态中药的发展营造

良好的氛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国家医药

市场的迅猛扩增，医药产品已经

成 为 ()* 成 员 国 出 口 量 增 加 最

快的产品之一，而植物药市场每

年 的 销 售 额 也 将 达 到 +"" 亿 美

元 ， 并 以 年 #", 的 速 度 快 速 增

长。我国加入 ()* 以来，中药产

品已经逐渐风靡全球，从欧美和

非洲到日、韩等亚洲的其他地区

的中药市场都在不断壮大。!""!
年，全国药品销售总额达 #-.+$ +
亿元，比上年增长 #-$ /, ；中草药

及 中 成 药 销 售 总 额 达 0--$ + 亿

元，比上年增长 #0$ -, ，国内外市

场前景广阔 & + ’ & 0 ’ 。

!$ 挑战

尽管我国有博大精 深的中医

药理论、得天独厚的中药资源、丰

富的人力资源、独特的中成药制

作工艺、竞争力很强的中药企业

等优势，但随着 ()* 的加入，国

外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经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进入我国的中药市场，在造成大

量原料药流失的同时，生态环境

的破坏和不可再生资源减少将很

有可能使我们陷入生态危机和资

源枯竭的境地。如德法合作在我

国江苏邳州购买了 !""" 亩银杏，

虽然引进了部分外资，但他们的

管理、技术均不公开，对于当地百

姓来说只是出售了廉价土地和原

料，而对于邳州几十万亩银杏基

地建设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而

最终结果可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资源优势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

例子提醒我们，我国中药产业的

发展既要放眼世界，更要立足于

自己，通过发展生态药业，对我国

传统中药产业进行创新（技术、制

度、结构、管理、政策、市场等），提

高中药企业特别是大型集团的竞

争力，提升我国生态药业的整体

实力，才能使我国的“朝阳产业”

蒸蒸日上。

五、结 语

崇尚科 学、尊重 自然和 生态

经济规律是生态药业的理念，通

过发展生态药业来解决中药经济

和生态环境的矛盾问题是中药现

代化的必然之路。在知识经济腾

飞的今天，这个具有旺盛生命力

的新生事物必将为中药现代化的

发展带来勃勃的生机，实现中药

产业和生态建设事业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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