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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扶持行业发展 料中医药板块受惠

中医药是中国独有的医学知识及药物，其产业链的上游主要是中药材种植、中游

为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加工，下游则是中药分销管道，当中包括中医医院、零售药

店及网上电子商店。为扶持此传统行业发展，近年来内地出台了多项利好政策及

措施，「十四五」规划中亦要求中医药产业规划健康发展，并促进中医药于国内

外的传承与发展。

2021 年国家出台的中医药行业发展扶持政策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重点围绕聚焦疫病防治能力建设、特色人才培养、医

疗资源提升质素及扩大容量、行业高质量发展、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行业开

放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七大领域，全面提升中医药特色优势和服务能力。

2021年 1 月 22 日，中国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通知」)，从六大方面共二十条措施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该通知提出

落实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每年开展调价评估，符合启动条件的及时调整

价格，充分考虑中医医疗服务特点，完善分级定价政策，重点将功能疗效显著、

患者广泛接受、特色优势突出、体现服务价值、应用历史悠久的中医医疗服务项

目纳入调价范围。同时，医疗机构炮制使用的中药饮片、中药制剂实行自主定价；

若符合条件，可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2021年 6 月 21 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卫建委」)、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局」)及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局等四部门印发《「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对中医药传承创

新工程提出财政政策支持：要求建设约 30 个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约 35
个覆盖所有省份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约 50个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遴选

约 130个中医特色突出、临床疗效显著、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地市级重点中医医

院。在资金支援方面，《方案》规定：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单个项目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西医

协同旗舰医院、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单个项目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名医堂工程则

另行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标准。

中医药市场现况及市场规模

据发改委资料显示，「十三五」时期发改委总共安排中央投资超过 300亿元人民

币支持中医药项目的建设。预期「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对中医药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的投入更将倍增。

从上可见，内地中医药行业的地位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持续提升。根据研究及咨询

Frost & Sullivan 资料，2019年内地医药市场规模约为 16,801.2 亿元（人民币，下

同），预计至 2025 年内地医药市场可达到 25,444.9 亿元，其中中成药市场为

7,879.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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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与中药局联合发布《关于医保支持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含中西

医结合、少数民族医疗·下同）医疗机构、中药零售药店等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

理；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定点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范围，提升

中医医疗机构区域辐射力；并将「互联网+」中医药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

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中药饮片、中成药、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等纳入医保药品目录。

此外，意见亦提出充分利用「双通道」药品管理机制，将参保患者用药的渠道拓

展至定点零售药店；加大对中医特色优势医疗服务项目的倾斜力度；推进中医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

在需求上看，内地人口庞大，加上人口渐趋老化，慢性病患者人数增加，在居民

收入水平增加、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下，对中医药的需求亦持续上升；从政策上看，

近年内地政策鼓励中医药发展，现时更在医保政策上予以支持，逐步将更多符合

条件的中药饮片、中成药、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及医保支付体系，

令中医药的市场空间得以扩大。预期未来在推动「内循环经济」、提升内部需求

的大前提下，内地政府将透过在政策上打通上中下游产业链问题，如上游中药材

种植的质素及与供应量不足，中游中成药及中药饮片的研发审批、标准化生产，

下游中医药服务及销售渠道、以及将中医药纳入医保与扩大纳入范围等，进一步

缩减供应及需求的差距，在提升中医药行业质量的同时，扩展中医药行业的市场

空间及规划。

资料来源：彭博、新浪财经、经济通、中国政府门户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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