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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7-2022年中国民族药行业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

、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

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0/R1002/201701/19-224381.html

  产品价格：纸介版9800元  电子版9800元  纸介+电子10000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  010-80993936

  传真: 010-60343813

  网址:  http://www.chinairr.org

  Email: sales@chyxx.com

  联系人：刘老师 陈老师 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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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0/R1002/201701/19-224381.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民族药发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传统。据初步统计，全国55个少数

民族，近80%的民族有自己的药物，其中有独立的民族医药体系的约占1/3。建国以来，由于

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民族药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出版了一批全

国和地区性民族药专著。据有关资料报道，目前我国民族药已达3700多种。

    《中国民族药志》是在全面调查、收集我国少数民族所用药物的基础上选编而成的民族药

的荟萃，已出版的第1卷收载了39个民族的135种药物，基原种511个；第2卷收载35个民族

的120种药物，基原种4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收载了11个民族的32种药物

。1985和1990年版各收载了4个民族的12种药物，其中藏药有土木香、总状土木香、小叶莲（

鬼臼）、毛诃子、余甘子；蒙药有广枣、冬葵果、草乌叶等藏药、蒙药共用的有沙棘；维药

有菊苣、毛菊苣、黑种草；傣药有亚乎奴等。

 

报告目录：

 第一章 民族药的相关概述1.1 民族药的简介1.1.1 民族药的界定1.1.2 民族药的起源1.2 民族药种

类介绍1.2.1 藏药1.2.2 苗药1.2.3 彝药1.2.4 蒙药1.2.5 维药1.2.6 傣药1.2.7 壮药1.2.8 其他民族药 第

二章 2014-2016年我国民族药产业发展环境分析2.1 经济环境2.1.1 全球经济形势分析2.1.2 我国

经济运行现状2.1.3 经济未来形势分析2.2 产业环境2.2.1 中药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2.2.2 2016年

中药行业发展回顾2.2.3 2016年中药行业运行分析2.2.4 2016年中药行业发展现状2.2.4 我国中药

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2.3 政策环境2.3.1 中药产业是国家重点扶持产业2.3.2 我国促进民族药产业

化发展2.3.3 我国民族药标准将全面提高 第三章 2014-2016年我国民族药产业发展深度分析3.1

2014-2016年我国民族药产业的发展概况3.1.1 民族医药发展的必要性3.1.2 我国民族医药产业发

展概况3.1.3 民族医药事业发展驶入快车道3.1.4 我国正对民族药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3.2 民族药

产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3.2.1 我国民族药业迎来发展机遇3.2.2 我国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挑

战3.2.3 我国民族药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3.2.4 民族药行业标准建设有待加强3.3 我国民族药产业

的发展对策3.3.1 民族医药产业应注重三方面发展3.3.2 我国民族医药行业发展建议3.3.3 我国民

族药发展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3.3.4 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的新思路3.3.5 破解民族医药继承与保护

困局的措施 第四章 2014-2016年我国民族药细分产业运行态势分析4.1 藏药4.1.1 我国藏药产业

发展概况4.1.2 藏药标准提升带来诸多投资机会4.1.3 藏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4.1.4 藏药

产业发展获重点扶持4.2 苗药4.2.1 崛起中的贵州苗药4.2.2 苗药是贵州发展特色经济的独特资

源4.2.3 苗药整合发展争做民族药之标准4.3 彝药4.3.1 彝药发展及资源简介4.3.2 彝药市场发展概

述4.3.3 彝药再开发的分析4.3.4 彝药市场趋势预测看好4.4 蒙药4.4.1 蒙药发展阶段4.4.2 蒙药发



展特点4.4.3 蒙药生产及销售中存在的不足4.4.4 解决蒙药生产及销售问题的对策4.5 其他民族

药4.5.1 壮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4.5.2 维药被列入新疆重点发展培育的项目 第五章

2014-2016年民族药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5.1 知识产权保护的概述5.1.1 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概

念5.1.2 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5.1.3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5.2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现状5.2.1 我国中

药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方式5.2.2 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概况5.2.3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

的难点5.2.4 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5.3 民族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5.3.1 我国民族医药知

识产权保护的现状5.3.2 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5.3.3 促进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

措施 第六章 2014-2016年民族药重点企业分析6.1 西藏药业6.1.1 企业发展概况6.1.2 经营效益分

析6.1.3 业务经营分析6.1.4 财务状况分析6.1.5 未来前景展望6.2 奇正藏药6.2.1 企业发展概况6.2.2

经营效益分析6.2.3 业务经营分析6.2.4 财务状况分析6.2.5 未来前景展望6.3 三普药业6.3.1 企业

发展概况6.3.2 经营效益分析6.3.3 业务经营分析6.3.4 财务状况分析6.3.5 未来前景展望6.4 云南

白药6.4.1 企业发展概况6.4.2 经营效益分析6.4.3 业务经营分析6.4.4 财务状况分析6.4.5 未来前景

展望6.5 益佰制药6.5.1 企业发展概况6.5.2 经营效益分析6.5.3 业务经营分析6.5.4 财务状况分

析6.5.5 未来前景展望6.6 贵州百灵6.6.1 企业发展概况6.6.2 经营效益分析6.6.3 业务经营分析6.6.4

财务状况分析6.6.5 未来前景展望6.7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6.7.1 盈利能力分析6.7.2 成长能力分

析6.7.3 营运能力分析6.7.4 偿债能力分析 第七章 对我国民族药产业发展趋势及趋势分析7.1 我

国中药行业的发展趋势7.1.1 我国中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7.1.2 我国中药产业的发展目标7.1.3 我

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任务7.2 我国民族药产业的趋势预测7.2.1 我国将加快民族医药产业发展速

度7.2.2 我国将大力推动民族药发展7.2.3 我国民族医药重点发展方向 附录附录一：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 图表目录：图表：2014-2016年西藏药业总资产和净资产图表：2014-2016年西

藏药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图表：2014-2016年西藏药

业现金流量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现金流量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产

品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图表：2014-2016年西藏药业成长能力图表

：2016年西藏药业成长能力图表：2014-2016年西藏药业短期偿债能力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

短期偿债能力图表：2014-2016年西藏药业长期偿债能力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2014-2016年西藏药业运营能力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运营能力图表：2014-2016年西藏

药业盈利能力图表：2016年西藏药业盈利能力图表：2014-2016年奇正藏药总资产和净资产图

表：2014-2016年奇正藏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图表：2016年奇正藏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图表

：2014-2016年奇正藏药现金流量图表：2016年奇正藏药现金流量图表：2016年奇正藏药主营

业务收入分行业、产品图表：2016年奇正藏药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0/R1002/201701/19-224381.html

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0/R1002/201701/19-22438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