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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5年我国植物提取物行业产量约7.7万吨，2016年国内产量在8.6万吨左右。近几年我国植

物提取物行业产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2009-2016年我国植物提取物行业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

研究报告网整理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互联网+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分析与发展趋势

研究报告》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植物提取物整体

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植物提取物

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植物提取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植物提取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

植物提取物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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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 一章 植物提取物产业概述第 一节 植物提取物产业定义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产业发展历程第

三节 植物提取物应用领域情况第四节 植物提取物产业链分析 

第二章 2016-2017年世界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运行形势分析第 一节 2016-2017年全球植物提取

物行业发展概况第二节 世界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走势一、全球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分布情况

二、全球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趋势分析第三节 全球植物提取物行业重点国家和区域分析一、

北美二、亚洲三、欧盟 

第三章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环境分析第 一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经济环境分析一、经济发展

现状分析二、经济发展主要问题三、未来经济政策分析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植物提取物行业相关政策二、植物提取物行业相关标准第三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其他环境

分析 

第四章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供需状况分析第 一节 中国植物提取物市场规模情况                   

                2011-2016年我国植物提取物市场规模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研

究报告网整理 第二节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盈利情况分析第三节 中国植物提取物市场需求状况



一、2013-2017年植物提取物市场需求情况二、2017年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需求特点分析三

、2018-2024年植物提取物市场需求预测第四节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供给状况一

、2013-2017年植物提取物市场供给情况二、2017年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供给特点分析三

、2018-2024年植物提取物市场供给预测第五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供需平衡状况一、总供给

二、总需求三、供需平衡 

第五章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规模与效益分析预测第 一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规模分析及预测一

、2013-2017年植物提取物行业资产规模变化分析二、2018-2024年植物提取物行业资产规模预

测三、2013-2017年植物提取物行业收入和利润变化分析四、2018-2024年植物提取物行业收入

和利润预测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效益分析一、2013-2017年植物提取物行业三费变化二

、2013-2017年植物提取物行业效益分析 

第六章 2013-2017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重点区域发展分析

第 一节 华北地区植物提取物市场分析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4-2017年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4-2017年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8-2024年行业发展形势

第二节 东北地区植物提取物市场分析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4-2017年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4-2017年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8-2024年行业发展形势

第三节 华东地区植物提取物市场分析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4-2017年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4-2017年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8-2024年行业发展形势

第四节 华南地区植物提取物市场分析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4-2017年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4-2017年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8-2024年行业发展形势

第五节 其他地区植物提取物市场分析



一、2014-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4-2017年市场需求分析

三、2014-2017年市场规模分析

四、2018-2024年行业发展形势 

第七章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进出口情况分析第 一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进出口情况一

、2013-2017年植物提取物行业进出口情况近年来，植物提取物产业发展迅速，在食品、医药

、化工等方面应用广泛，是我国中药类产品的重要出口品种。然而，与2015年相比，2016年

植物提取物行业出口增幅放缓，产业进入调整阶段。贸易规模呈现收缩2016年，我国植物提

取物贸易规模呈现收缩现象：贸易额为24.5亿美元，同比下跌4.77%。其中出口额19.3亿美元

，同比下滑10.93%；与之相反的是，进口额达5.2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27.84%。考虑到

与2015年相比，2016年的汇率波动较大，影响了对进出口贸易趋势的判断，现将美元按照年

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计算（下文统计数据均以人民币为单位），换算后结果显示：2016年

，我国提取物贸易额161.7亿元，同比上升1.27%，但增幅下跌23.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额127.2亿元，下降5.28%；进口额34.5亿元，大幅上涨35.95%。                                    2012-2016年我

国植物提取物进出口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提取物出口下滑主要是由精

油类产品的断崖式下跌导致，由于市场需求的调整和海关监管的日趋规范，精油类产品出口

额35.8亿元，大幅下跌26.79%。而传统提取物，即非精油类产品则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出口

额91.3亿元，同比上升7.03%。由此可知，提取物出口的根基相对稳固。2016年，我国共向15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提取物产品。亚洲、欧洲和美洲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出口占比近九成。

亚洲是提取物出口的最大市场，2016年我国对亚洲的出口金额达58.1亿元，占总出口额

的45.7%，受东盟市场精油类产品大幅下跌拖累，我国对亚洲的出口额同比减少13.63%。而对

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由于以非精油类产品为主，则较为平稳，波动较小，出口额分别为27.2亿

元和28.8亿元。从单一国家层面来看，美国自2011年起，便取代日本成为我国最大的提取物出

口国。在美提取物主要用于膳食补充剂和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美国自1994年发布膳食补充剂

健康与教育法（DSHEA）后，膳食补充剂产业高速发展，对原料需求急剧增长，提取物出口

呈现刚性特征。2016年，我国对美共出口27.7亿元的提取物，出口金额占比高达21.76%，同比

增长5.88%。日本、韩国紧随其后。我国对日出口额为14.4亿元，同比上升1.16%。除普通提取

物的出口外，汉方药的原料出口是对日出口的一大特点。日本汉方药产业对原料需求量极大

，汉方药提取物如芍药甘草汤、麦门冬汤、五苓散、加味逍遥散等，出口额达到5.4亿元。我

国对韩出口规模虽不及美日两国，但由于韩国保健品和化妆品产业的繁荣而表现亮眼，出口

额达6.4亿元，同比增长33.24%。其余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中，对西班牙、德国、法国等西

欧国家的提取物出口均较平稳，同比增长分别为20.95%、13.77%和9.15%。我国香港地区由于



其转口贸易港地位的下降，对港出口同比下跌2.04%。其余东南亚等国家，由于精油类产品的

下滑，出口额跌幅明显。出口产业集中度低2016年，我国提取物出口排名前十的品种包括：

甜菊提取物、桉叶油、薄荷醇、甘草提取物、万寿菊提取物、辣椒色素、越橘提取物、芸香

苷及其衍生物、橙皮苷、桂油等。甜菊提取物。2016年，甜菊提取物继续稳居提取物出口榜

首，全年出口额高达14.5亿元。甜菊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和马来西亚。美国是我国最大的甜

菊出口市场，出口金额为5.3亿元，出口额占甜菊总出口的36.76%。马来西亚紧随其后，出口

额为3.9亿元，占甜菊总出口的26.74%。甜菊市场十分集中，位于美国和马来西亚之后的韩国

、日本、墨西哥等国，出口额分别仅为1.2亿元、0.7亿元和0.6亿元，而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出口

额占比则高达60%以上。甘草提取物。由于外贸环境的不利，而国际市场又由于往年出口量

增长过快而导致市场饱和，近3年来，甘草市场增长乏力。2016年出口额5.29亿元，同比增

长0.06%。日本和美国是甘草提取物的主要出口市场，对二者的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额的62.07%

。2016年，我国对日本出口额为1.7亿元，同比下跌16.53%，对美国出口额为1.6亿元，同比增

长37.08%。甘草出口以进料加工形式较多，2016年甘草进口额为3.1亿元，由于出口市场的疲

软，导致甘草的进口贸易也出现下降，同比下跌1.55%。银杏叶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在 2013

年出现爆发式增长后，出口始终保持着小幅增长的态势。虽然2015年国内银杏叶提取物行业

经历了重大调整，但总体来说对外贸影响较小，2016年银杏叶出口额上升幅度增大，出口额

达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67%，银杏叶提取物行业的规范化在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银杏叶提取物主要出口到北美洲、欧洲及亚洲的日韩等地，美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

，2016年出口美国的金额占全球出口额的37.51%，美国的银杏叶市场较为稳定，我国对美出

口额为8392.8万元，同比增长7.46%。韩国市场从2015年开始超越德国，成为银杏叶提取物的

第二大市场，对韩出口额达2551.4万元，同比增长41.64%，市场活力十足。德国也是提取物出

口的传统市场，2016年对德出口额为1988.5万元，同比增长22.27%。由于国内政策趋严，国际

市场整体外贸环境的低迷，竞争压力的增大，2016年提取物出口企业减少。我国提取物出口

企业共2120家，较2015年减少129家，其中民营企业中的私人企业减少124家。我国提取物出口

产业集中度低，出口主体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占有比例较少，但由于国有企业

和三资企业实力雄厚、具有规模优势，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上升12.23%和7.75%，而民营企业则

稍显弱势，出口金额同比下跌11.79%。前十强企业出口额占提取物总出口额的23.77%。多方

发力 行业回稳可期为积极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政府和行业等多方都付出了努力。政府方面 

积极发挥其在搭建平台和政策导向中的作用。2015年12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

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发展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体系，引导行

业&ldquo;培育发转团体标准&rdquo;&ldquo;激发市场主体活力&rdquo;。2017年1月，《中医

药&ldquo;一带一路&rdquo;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力求开创中医药全方位对外开



放新格局，与&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国家在中医药领域交流合作的加强，势必带动沿线

的提取物市场发展。行业方面 提取物标准与认证助力行业发展。在中国医保商会的牵头主持

下，国内提取物企业积极参与《植物提取物国际商务标准》的制定，至今已完成了两批标准

的制定，第三批标准也即将出台，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同时商会还积极将行业标准与国

家标准对接，在2016年，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共同筛选了人参、虎杖、银杏叶等提取

物国际商务标准，申请成为国家食品标准。另外，商会联合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为

企业打造&ldquo;植物提取物优质供应商&rdquo;认证（GEP认证）。该认证满足美国FSMA法

案要求，在工厂审核认证之上更添加诚信评价认证，填补了国内GMP认证空白，为进入FDA

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打好基础，为中国提取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造&ldquo;新名片&rdquo;。国

家政策和法规为提取物行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而行业标准和认证则为企业提供了抓住机

遇提供良方。虽然现今提取物行业处于调整阶段，但是随着行业规范化步入正轨，国际口碑

日渐形成，提取物行业的回稳与再次腾飞值得期待。                                    2012-2015年我国植物药

提取物进出口统计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整理 三、2018-2024

年植物提取物行业进出口情况预测第二节 2018-2024年植物提取物行业进出口面临的挑战及对

策 

第八章 植物提取物行业上、下游市场分析第 一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上游一、行业发展现状二、

行业集中度分析三、行业发展趋势预测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下游一、关注因素分析二、需

求特点分析 

第九章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 一节 公司一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二节 公司二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三节 公司三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四节 公司四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五节 公司五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六节 公司六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七节 公司七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八节 公司八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九节 公司九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

第十节 公司十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发展动态分析六、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分析&hellip;&hellip;



第十章 2018-2024年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风险分析第 一节 当前植物提取物行业存

在的问题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未来发展预测分析一、中国植物提取物发展方向分析二

、2018-2024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规模三、2018-2024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趋势预

测第三节 2018-2024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投资风险分析一、植物提取物市场竞争风险二、植

物提取物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三、植物提取物技术风险分析四、植物提取物政策和体制风险

五、外资进入现状及对未来市场的威胁 

第十一章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营销策略分析第 一节 植物提取物市场推广策略研究分析一、做

好植物提取物产品导入二、做好植物提取物产品组合和产品线决策三、植物提取物行业城市

市场推广策略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渠道营销研究分析一、植物提取物行业营销环境分析二

、植物提取物行业现存的营销渠道分析三、植物提取物行业终端市场营销管理策略第三节 植

物提取物行业营销战略研究分析一、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有效整合营销策略二、建立植物提

取物行业厂商的双嬴模式 

第十二章 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机会及对策建议第 一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风险预警分析一、经济

环境风险分析二、植物提取物产业政策环境风险分析三、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风险分析四、

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风险防范建议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机会及建议一、植物提取物行

业总体发展机会及发展建议二、植物提取物行业并购发展机会及建议三、植物提取物市场机

会及发展建议四、植物提取物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五、植物提取物企业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ZYLZG 植物提取物市场预测及项目投资建议第 一节 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生产、营

销企业投资运作模式分析第二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外销与内销优势分析第三节 2018-2024年中国

互联网+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趋势第四节 2018-2024年中国互联网+植物提取物行业

投资规模预测第五节 2018-2024年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盈利预测第六节 植物提取物行业项目投

资建议一、植物提取物技术应用注意事项二、植物提取物项目投资注意事项三、植物提取物

生产开发注意事项四、植物提取物销售注意事项第七节 ZYLZG专家建议 

图表目录：图表 2014-2017年中国GDP及增长率统计图表 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图表 2014

年-2017年工业经济增长情况图表 2011-2017年中国社会固定投资额以及增长率图表 2017年中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图表 2017年年末中国人口数及其构成图表 2017年年末中国人口数及

其构成图表 2011-2017年中国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图表 2011-2017年

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amp;D）经费支出图表 2011-2017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图表

2011-2017年中国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图表 植物提取物行业产业链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植物提

取物行业工业总产值情况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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