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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中草藥材產業化進程及商機 

陳麗婷  鄭佩真  簡相堂 

 

摘  要 

中國大陸具有豐富且具特色的保健食材可做為華人膳食保健食品發展的基礎，尤

其是中草藥。該產業長期受關注的眼光不少，唯整合與轉化，人力資源、產品標準、

功能驗證、品質管制及經營策略等商業化與國際化推動力量，出現缺口。但近期中國

大陸十二五規畫的目標方向及保健食品相關政策頒布，點名其對中華特有資源的關注

及後續可能的推升力量。因此，本研究的中國大陸中草藥材產業化進程及商機觀察，

將從整體產業環境及品質安全議題，及不同議題代表性的個案說明及剖析，探討台灣

商機。十個觀察面向包括： (1)發現原料供應及商機， (2)品質安全關鍵問題及解決，

(3)政策給力，牽動國際價值鏈變動的人參， (4)珍稀資源保育與保健價值開發試行的

冬蟲夏草， (5)經濟效益與沙漠保育雙贏的的肉蓯蓉， (6)商業化特色典範，面向國際

巿場的阿膠， (7)拉深層次，品牌發展向國際延伸的枸杞， (8)拉升農民收入，打響品

牌的紅棗， (9)鼓勵進口，限制出口的甘草，(10)秩序待建立，巿場波段性成長的蜂膠

等，分析中國大陸中草藥產業化的整體進程及未來可能空間；發掘兩岸食品及保健食

品產業合作空間。  

 
******************************************************************************************* 

計畫編號：12G436-03 

委託單位：經濟部技術處   101-EC-17-A-01-06-0453-6 

調查報告：第 101-5302 號  

提出日期：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  

研究人員：陳麗婷—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鄭佩真—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助理  

     簡相堂—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兼企劃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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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大陸中草藥材原料供應及分布 

1.1 產業環境 

一般所稱之中藥包括中藥材、中藥飲片、中成藥三大類。「中藥材」即中藥原料，

來自動物（內臟、皮、骨、器官等）、植物（根、莖、葉、果）及礦物；「中藥飲片」

是指中藥原料依據其製劑、調劑的需要經過初步加工或炮製後的成品，可直接入藥；

「中成藥」則是已可直接服用的成藥，包含錠劑、丸劑、膠囊劑或是緩釋劑含片等。

因植物藥佔中藥的大多數，中藥材亦稱中草藥(Chinese Traditonal drug)。  

根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發布的「2011 年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統計」，

中國大陸的中藥類商品（含保健品、提取物、中成藥、中藥材及飲片）年出口額達

23.3 億美元，相較於 2010 年成長率高達百分之 36.5%，是個快速成長的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於藥物管理方面主要負責的單位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其下設立

藥品註冊司（中藥民族藥監管司），負責擬訂中藥飲片炮製規範並監督實施；另有藥

品安全監管司，負責擬訂中藥材生產和藥品生產、經營以及醫療機構製劑等品質管制

規範並監督實施。  

而管理中藥類商品生產的基本法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生產藥品

的工廠需向各省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申請《藥品生產許可證》方可進行生產。生產

中藥飲片或中成藥時，尚需符合中國國家藥品標準，而目前有部份中藥飲片已列入批

准文號管理，除生產企業需取得批准文號外，生產的廠商亦需持有《藥品生產許可證》

及《藥品 GMP 證書》，於藥品標示上也需加註批准文號。  

而近期中國大陸在中草藥的原料使用規範上，相關政策法規亦有很大的變化。包

括中國大陸開放人參應用於一般食品及開啟冬蟲夏草試點等。原料使用規範的變化，

除直接顯示下游原料應用巿場可能產生的商機外，間接亦反應國際產業環境可能的改

變。  

中草藥保健食品市場規模正迅速擴展。上市公司中，同仁堂、天士力、東阿阿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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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大陸中草藥品質安全的關鍵問題及解決方案 

過去數十年以來，中國傳統醫學不再只侷限於東亞地區，隨著國際化的腳步，中

醫開始流行於全世界。而在中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藥，即跟著現代化藥廠的發

展，其生產開始必須受到多種衛生安全法規的規範，而中草藥的安全及品質也更受到

重視。由於中國大陸是我國進口中草藥的主要來源，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自

民國 80 年開始，已積極地進行中國大陸中藥品質的調查，並將調查結果逐年編印成

「透視大陸藥品」手冊，自 99 年 7 月 1 日起，更修訂「中藥濃縮製劑含異常物質之

限量」（署授藥字第 0990003141 號公告），將中藥濃縮製劑規範由原本的總重金屬＜

100ppm 下修為＜30 ppm、砷＜3 ppm、鎘＜0.5 ppm、汞＜0.5 ppm、鉛＜10 ppm。

近來，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20 日也預告訂定「應施檢驗中藥材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擬自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15 日生效，其中表列中藥材的

重金屬（總重金屬、鎘、鉛、銅、汞及砷）、農藥、黴菌毒素的標準都有進一步詳細

規範與濃度下修。若以現行的法規標準來檢視杜夫萊茵公司自 2009 以來客戶所主動

送驗的中藥樣品，其中約有 9%樣品鉛或汞含量超出現行標準，但多符合之前總重金

屬含量 100 ppm 的標準，隨著我國法規的日趨嚴格，加上中國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規範中藥飲片生產企業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必須在符合 GMP 的條件下生

產，近兩年內中藥樣品的超標情形也已大幅減少。  

由於兩岸的頻繁進出口貿易，我國進口中草藥主要源自中國大陸，目前在中國大

陸的中藥管理上尚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和缺失，本文即旨在探討中國大陸之中草藥品質

及安全管理上的重要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方案。  
 

2.1 中國大陸中草藥之現況發展 

一般所稱之中藥包括中藥材、中藥飲片、中成藥三大類。「中藥材」即中藥原料，

來自動物、植物及礦物；「中藥飲片」是指中藥原料依據其製劑、調劑的需要經過初

步加工或炮製後的成品，可直接入藥；「中成藥」則是已可直接服用的成藥，包含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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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參：政策給力，牽動國際價值鏈變動 

3.1 產業環境 

中國大陸人參產業化的發展，政策 (P)、經濟 (E) 、社會(S)及技術(T)等四個環節，

政策力量對產業後續的影響最為顯著 (圖 3-1)。  

原料限制規範打開，從藥品、保健食品走向食品，有望打開中國大陸及國際巿場。

中國大陸衛生部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新資源食品管理辦法》，針

對人工種植人參進行食品安全評估的結果，於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告，批准人工種植

之人參可作為新資源食品。但對人參來源仍有部分的限制，包括其必需為 5 年及 5 年

以下人工種植人參，食用部位為根及根莖，衛生安全指標需符合中國大陸的標準要

求；且需限制每日食用量不大於 3 公克，孕婦、哺乳期婦女及 14 歲以下兒童為不

適宜人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3-1  中國大陸人參產業環境分析  

中國大陸人參產業PEST分析

政治因素
(Political Factors)

批准人工種植人參可做為新資源
食品 ，擴大食品應用巿場

政策加速人參產業鏈發展

朝源頭管理及人工培育使用

朝建置國際人參標準運作

朝標準化種植模式運作

建置交易巿場

培育長白山人參品牌

規劃人參文化建設

保障參農合理收益

扶植龍頭企業

人工裁種標準及技術需建置

種子等生產種植及源頭管理
技術及規範需系統建置

品質標準待建立及監管

土地資源使用限制等問題待
克服

應用及產品開發技術需加強

功效研發及驗證需加強

藥食同源習慣及信心需建立

國際人參飲食習慣可借鏡

進口品牌較獲信賴

國產品品牌消費信心不足

通路由藥局向外拓展延申

食品消費需求及習慣待摸索

原物料供應優勢

原料長期供應有土地資源限制

具中華特色文化資源

產業鏈僅集中於原料供應

產品以藥品為主，未來將多元化開發

通路多集中於藥房，未來待延伸

內需食品應用巿場具成長潛力

共同品牌運作機制待建立

韓國加大中國大陸人參在地生產及品牌布局

與韓國國際價值鏈競爭關係白熱化

海外行銷推廣有商機，亦有難度

經濟因素
(Economic Factors)

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s)

技術因素
(Technological Factors)

中國大陸
人參

產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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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冬蟲夏草：珍稀資源保育與保健價值開發試行 

4.1 產業環境 

冬蟲夏草係稀少性名貴中草藥，其產業的發展，政策 (P)、經濟(E)、社會 (S)及技

術 (T)等四個環節，2012 年政策開放冬蟲夏草用於保健食品的試點，政策力量為珍稀

原料朝保健食品產業高值開發，帶來新的商機方向；但細究其後續運作，經濟 (E)及

社會 (S)兩個環節的考驗正開始。後續冬蟲夏草實體運用於保健食品產業的運作機

制，產業環境的變化及真正商機未明 (圖 4-1)。  

 

中國大陸冬蟲夏草產業PEST分析

政治因素
(Political Factors)

開放冬蟲夏草子實體保健食
品試點

經營巿場准入制度

有地方標準，但無國家標準

鼓勵人工裁培冬蟲夏草

建立交易中心

保護珍稀原料資源

扶植龍頭企業

人工培育技術及產業化仍需加強

產品標準及技術待建立

品質標準待建立及監管

應用及產品開發技術需加強

功效研發及驗證需加強

功效獲消費者認同

巿場產品混亂，消費者信心不足

消費者對子實體及菌絲體差異認識不清

具中華特色文化資源

原物料供應優勢

原料供應量有限，價格昂貴

原料多以藥材形態供應

保健食品原料多為菌絲體

子實體有效運作模式待建立

產品多元化為趨勢

人工裁培成效及產品確效影響產業發展商機

產業標準待建立

巿場具成長潛力

影響力品牌缺乏

經濟因素
(Economic Factors)

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s)

技術因素
(Technological Factors)

中國大陸
冬蟲夏草
產業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4-1  中國大陸冬蟲夏草產業環境分析  
 

冬蟲夏草 (又稱蟲草 )是一種真菌，係冬蟲夏草真菌的菌絲體通過各種方式感染蝙

蝠蛾（鱗翅目蝙蝠蛾科蝙蝠蛾屬昆蟲）的幼蟲，以其體內的有機物質作為營養能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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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肉蓯蓉：經濟效益與沙漠保育雙贏的優勢原料 

5.1 產業環境 

中國大陸肉蓯容的產業化發展，政策 (P)、經濟 (E)、社會 (S)及技術 (T)等四個環

節，因肉蓯容具提高附加價值等經濟效益 (E)，又具保護沙漠資源價值等環保效益

(S)，讓政策力量(P)介入，鼓助原料種植及推動產業發展 (圖 5-1)。  

 

中國大陸肉蓯蓉產業PEST分析

政治因素
(Political Factors)

野生肉蓯蓉為國家
二級保護植物

鼓勵栽種，提高沙
漠防風固沙效益

建立交易中心

人工培育技術及產業化仍需加強

產品標準及專利技術已建立

品質標準已建立

應用及產品開發技術已建立

功效研發及驗證已建立

功效獲消費者認同

具生態保育功能及價值

沙漠人參

高經濟價值

種類多元

產品成熟，持續開發

原料不應求

國際廠商加入價值鏈

國際巿場具成長潛力

經濟因素
(Economic Factors)

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s)

技術因素
(Technological Factors)

中國大陸
肉蓯蓉

產業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5-1  中國大陸肉蓯蓉產業環境分析  
 

肉蓯蓉是一種寄生在梭梭根部的名貴中藥，亦稱蓯蓉、大芸 (新疆 )、地精、蒙語

稱察幹－高要，具有補腎、抗衰老、抗老年癡呆、調節免疫、抗氧化、增強體力、抗

輻射、鎮靜、促進創傷癒合、保護缺血心肌、提高消化功能、保護神經、保肝、通便、

腫瘤輔助治療及提高記憶力等多種功能，有「沙漠人參」之稱。  

肉蓯蓉的培育，對維護沙漠荒漠生態系統平衡有益。肉蓯蓉是寄生在荒漠矮叢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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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膠：商業化特色典範，面向國際巿場 

6.1 產業環境 

中國大陸阿膠產業化的發展，政策 (P)、經濟 (E)、社會 (S)及技術 (T)等四個環節，

政策力量或國際發展力道，對產業後續的影響最為顯著 (圖 6-1)。  

 

中國大陸阿膠產業PEST分析

政治因素
(Political Factors)

藥食同源中草藥

加快阿膠特色產業發展

推動阿膠巿場專案整治
工程

推動阿膠文化及旅遊

韓國開放阿膠可為保健
食品原料

源頭管理規範及追溯持續運作

產品品質標準已建立

朝全產業鏈品質管控發展

開發區域化及客製化產品

功效獲消費者認同
電視戲劇為歷史文化行銷利器

美容為新興需求

中國大陸中草藥產業化典範

多品牌為中國馳名品牌或中華老字號品牌

東阿阿膠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前三大廠商巿佔率超過半數
多元及新興產品上巿

食用方式朝便利化發展

原料出口韓國

保健食品可於韓販售

部分廠商產品通過日本檢測

前可出口日本

原料供應緊缺

經濟因素
(Economic Factors)

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s)

技術因素
(Technological Factors)

中國大陸
阿膠

產業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6-1  中國大陸阿膠產業環境分析  
 

阿膠與人參、鹿茸並稱滋補三大寶，至今有 2500 年歷史。阿膠，即阿邑 (阿地 )

之膠。膠是古先民在狩獵與勞動中，熬製動物角與皮時發現其具強粘合力，可食用，

且能治療疾病。現代藥典定義阿膠為：以馬科動物驢的皮經煎煮、濃縮製成的固體膠。

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 “ 阿膠，本經上品 ” 。阿膠主要應用於血虛萎黃，眩暈，心

悸等，具補血及止血等作用。中國大陸國家衛生部認定阿膠為藥食同源中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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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枸杞：拉深層次，品牌發展向國際延伸 

7.1 產業環境 

中國大陸枸杞產業化的發展，政策 (P)、經濟 (E)、社會 (S)及技術 (T)等四個環節，

以技術環境解決農藥殘留問題及原料政策力量對產業後續的影響最為顯著(圖 7-1)。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7-1  中國大陸枸杞產業環境分析  
 

枸杞為中國大陸衛生部第一批公佈的藥食兩用中藥材。別名杞子、紅耳墜、地骨

子、枸茄茄、枸杞頭、血杞子等，係中國大陸傳統的滋補類中藥材。本品為茄科植物

寧夏枸杞（LyciumbarbarumL）的乾燥成熟果實。枸杞性平、味甘。主要成分為生物

鹼、內脂及香豆精類、黃酮類、甾醇、有機酸、多醣、蛋白質及氨基酸類等。現代研

究證明，枸杞子對保肝、降血壓、降血糖、抑制癌細胞及結核菌等有作用。目前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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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紅棗：拉升農民收入，打響品牌 

8.1 產業環境 

中國大陸紅棗產業化的發展，政策 (P) 、經濟 (E) 、社會 (S)及技術 (T)等四個環

節，創造差異化價值及打響品牌知名度，對產業後續的影響最為顯著(圖 8-1)。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8-1  中國大陸紅棗產業環境分析  
 

紅棗因營養豐富，口味好，受消費者的喜愛。紅棗在中醫藥學上有高實用價值，

其營養成分包括如紅棗多醣、蘆丁、著色劑、膳食纖維及環磷酸腺苷。產品的深加工

應向方面有三，一是飲料；二是食品、工業和化妝品的天然色素，三是保健食品或藥

品；巿場前景看好。但真正影響產業未來發展格局的是產業分散，且在產品、價格或

品牌印象皆存在高同質性，差異化價值無法顯現，影響產業成長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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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甘草：鼓勵進口，限制出口 

9.1 產業環境 

中國大陸甘草產業化的發展，政策 (P)、經濟 (E)、社會 (S)及技術 (T)等四個環節，

政策力量及人工種植技術突破，對產業後續的影響最為顯著 (圖 9-1)。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9-1  中國大陸甘草產業環境分析  
 

甘草具有補脾益氣、清熱解毒、祛痰止咳、緩急止痛及調和諸藥之功效。現代醫

學證明，其主要成份包括甘草甜素及甘草醇等，具健胃、促進潰瘍癒合、解痙作用、

滅菌消炎作用、降低膽固醇含量、預防動脈粥樣硬化作用、鎮咳作用、改善脂質代謝、

溶血、抗凝血作用及鎮靜作用。可增強免疫力，提高生理機能等作用。甘草甜素比蔗

糖甜 150 倍，具高甜度、低熱量、低溶血作用及安全無毒等特性，部分國家將其利

用於糕點、糖果、口香糖及飲料，做為甜味劑使用；或應用於藥品、化妝品或菸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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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蜂膠：秩序待建立，巿場波段性成長 

10.1 產業環境 

中國大陸蜂膠產業化的發展，政策 (P)、經濟 (E)、社會 (S)及技術 (T)等四個環節，

產業秩序及消費信心建立，對健全後續產業的正常發展最具影響力 (圖 1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10-1  中國大陸蜂膠產業環境分析  
 

蜂膠為動植物雙性的中草藥，其係蜜蜂從植物芽孢或樹幹上採集的樹脂（樹膠），

混入其上齶腺、蠟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係具有芳香氣味的膠狀固體物。  

中國大陸係全球最大的養蜂地區。巿場需求成長，但實際運作有二大關鍵問題，

一是產品摻假新聞頻繁，影響產業秩序，二是蜂產品價格持續上揚。目前中國大陸規

定其可用於保健食品。根據 2002 年中國大陸衛生部發布的《關於進一步規範保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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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兩岸中草藥材在保健食品開發之合作空間 

11.1 兩岸原料與技術優勢互補 

(1)中草藥蘊含中華傳統文化，商業化及差異化價值明確 

相對應於歐美食品，中草藥蘊含中華的飲食文化及養生價值，就國際發展角度，

差異性價值明確，商業化運作的成功性及效益皆佳。突破今日商品化的種種問題及限

制，發展藍圖寬廣。  

(2)合作有空間，共創新巿場 

中國大陸中草藥產業真正大格局發展的商機仍在未來，顯現目前產業存在相當多

價值鏈發展的缺口，仍待補齊及突破。中國大陸中草藥具原料供應基礎，唯缺乏整合

與轉化，人力資源、產品標準、功能驗證、品質管制及經營策略等商業化與國際化推

動力量。加上產品多為膠囊、片劑、口服液等非傳統食品型態，無形中限制產品的巿

場拓展空間，且可與消費者對話的飲食文化、加值故事及品牌價值，較難延伸。  

台灣雖非中草藥原料的產地，但在人參產業鏈中下游的產品開發、功效驗證及產

品行銷等價值活動多有運作。台灣有精粹、整合及產品開發的實力，善傳承與融合，

可包容並蓄、重彰顯特色及與消費者溝通的產品運作能力。雖無原料優勢，但中草藥

產品已被開發為調理食品、保健飲品或飲料等產品，深受消費者喜愛；同時亦朝製造

業服務化等方向延伸，朝特色餐食(如月子餐等)食品服務布建。相關經驗與能耐，係

中國大陸中草藥產業後續的發展及國際化延伸，需求的助力。  

中國大陸中草藥產業化發展具商機，且缺口目標明確，已吸引全球相關產業活動

廠商的目光。思考如何在合乎今日中國大陸扶植加強整併龍頭、加強整併、創造上游

農民收益及保護內部產業發展及利益等環境下，突圍並爭取巿場商機。台灣企業的商

機，在加入產業鏈，共同合作。台灣食品、保健食品或價值鏈周邊廠商如何運用，借

力使力，成為中國大陸中草藥產業價值鏈背後的合作夥伴，以技術及加工能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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