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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5-2021年中国中药材GAP基地市场分析及市场分析预测报告》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176274.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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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随着回归大自然呼声的高涨，用传统的草药治病在世界上重新得到了重视， 其生产和质
量控制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为了对天然药物生产制剂和原料进行控制和管理，特别强调产
地的概念。1988年，欧共体出台了芳香和天然植物药材生产管理规范（Good Agriculture
Practise,GAP）草案，从天然药物的源头抓起，以保证药材质量的稳定。伴随中药“国际化”
的潮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订了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对中药材生
产的基地选定、品种栽培、采收加工、质量标准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在中药材生产基地建
设中，最重要的是种植基地建设。伴随“回归自然” 的影响， 中药材、中成药的需求量成倍
增长，许多药用资源被乱采滥挖，使资源的再生能力无法恢复，
而某些栽培品种经过长期选育、培育具有一些优良性状，
但却未对其进行传种接代；其次，由于机械或生物学的原因，
造成药材遗传结构改变、品种混乱， 丧失药用价值；再次，一方面我国中草药种类繁多，
但真正具有大规模开发利用价值的中草药品种却很少， 另一方面，
我们对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强， 很多珍贵药用资源频频遭到外国医药机构地毯式的筛选，我
国自主开发中药或天然药物的源泉日益枯竭，因而有必要结合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等各方
面综合考虑，建立中药材GAP种植基地。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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