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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的重要保证。渭源县有

大量的野生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使得渭源县中药材产业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生产基地。近年来,

渭源县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把中药材种植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积极引

导群众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鼓励群众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为广大群众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好

路子。渭源县的中药材产业以品质佳、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高而闻名国内外,素有“千年药乡”之美称。

但长期以来,仍存在着收益分配不平衡、信息不对称、加工技术缺乏、药材价格波动大、后续产业短链、

研发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渭源县中草药产业难以带动广大种植户实现梦寐以求的致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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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prosperity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prosperity. Weiyuan County has a large number of wil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old all over the country, weiyuan count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a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duction base. In recent years, Weiyuan County has 

adjust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aken the planting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vely guided the masses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lanting industry, 

encouraged the masses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opened up a good 

way for the masse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become ric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Weiyuan 

County is well known for its excellent quality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its high nutritional value and high 

medicinal value, and is known as the "millennium medicine town".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income distributi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lack of processing technology, large 

price fluctu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short chain of follow-up industries,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leading in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Weiyuan County is difficult to drive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to realize their dream of getting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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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国家领导人在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思想,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2018年4月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

产业体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培育牛、羊、苹果、马

铃薯、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甘肃是农业大省,更

是全国范围内的中药材种植大省,是全国多种中药材的主要种

植和加工省份之一。在甘肃省内尤其以定西岷县的中药材种植

区域广,特色药材品种多、数量大,发展优势明显,素有“千年药

乡”之称。 

渭源县具备发展中药材产业的良好条件,但对于渭源县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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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的研究成果,运用相关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渭源县中

药材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立足于

已获得的资源基础上,推动中药材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循序

渐进的将其打造成为渭源县的特色产业经济。研究中药材产业

的发展,对于帮助药农实现增产增收,对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理论与现实上都有重要意义。  

1 渭源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 

1.1甘肃省中草药产业发展概况 

甘肃省地处青藏、黄土、内蒙古三大高原交汇地带,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蕴藏着丰富的中药资源。甘肃

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2023年,全省

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808亿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

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中,甘肃具有明显的优势。2020-2023年,

全省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由525亿元增长至808亿元,复合年均

增长率达15.5%,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甘肃作为我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现有中药材资源3626

种,人工种植220余种,规模化种植110余种,道地药材30余种,素

有“千年药乡”“天然药库”之称。2023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

积510万亩,标准化种植率60%,产量156万吨,均位居全国前列。 

表1 2020-2023年甘肃省中医药产业规模比重统计 

年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产业规模(亿元) 525 568 702 808

种植面积 465 459 491 510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1.2渭源县中药材产业发展概况 

第一,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方面。全县中药材种子种苗集约

化育苗以道地优势地产中药材品种的提纯复壮为重点,集约化

育苗483亩,其中渭党1号、渭党2号原种田50亩,育苗田313亩,

当归熟地育苗100亩,秦艽育苗20亩,分散种子种苗繁育3万亩。

第二,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和药源基地建设方面。渭源县中药材种

植以南部高寒阴湿区种植当归为主,中部川区以黄芪为主,北部

半干旱山区以党参为主,形成了“南归北参川芪”的种植格局。

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

式,由中药材生产龙头企业建成“扶贫车间”,与各乡镇村农民

专业合作社签订中药材种植合同,统一开展生产资料的购进和

药材的购销,举办技术培训,以科学手段推行病虫害绿色防控,

对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再利用,改良土壤结构,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第三,中药材生产加工方面。目前全县30家企业正常生产企

业有11家,订单式生产企业有10家,停产企业有9家。主要生产品

种均为党参、当归、黄芪、甘草等渭源道地中药材,其中甘肃华

庆堂药业饮片有限公司,渭源县德园堂药业有限公司部分产品

外贸出口韩国,年销售额达1000万余元,其余企业各有自己的特

色生产品种。 

2 渭源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2.1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工业园区没有集中供热和供气设施,企业自建供暖设施不

符合当前环保要求,电力供暖、空气能采暖费用过高、效果差,

冬季企业不能正常进行生产加工。中药饮片生产工艺主要以净

制、切制为主,目前企业晾晒药品主要靠天气和烘箱干燥,生产

效率低,成本高。会川工业园区排水设施不畅通,雨季经常出现

排水灌进企业厂区,导致厂区淤泥堆积,淹没库房药材及损毁建

筑物等。 

2.2道地药材新型产品因受制药食同源目录出口不畅 

一是近年来,药食同源产品在中医药产业发展中显现出巨

大的经济发展优势,具有产业链长、覆盖面广、附加值高等特点。

当归、党参和黄芪作为全县三个地产大宗品种和甘肃省中药材

主产品种,还未正式纳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传统药膳产品的生

产销售依然受限,产品附加值迟迟得不到有效提升。二是当归、

党参和黄芪等道地中药材精深加工标准缺失。直接口服中药饮

片作为中药产业的新业态,因其服用方便、社会认知度高,产业

发展迅猛,逐渐成为市场新的盈利增长点。但甘肃省作为当归、

党参、黄芪的主产区,目前依然存在标准缺失影响道地药材提升

附加值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中药材中药饮片企业生产经营。 

2.3道地药材智慧监管能力弱 

一是市场监管部门成立以来,新增人员专业知识欠缺,企业

数量众多,实时监管耗时久、难度大,监管存在盲区,无法实现中

药材中药饮片生产全过程监管。二是生产企业实验室从规范化

建设、仪器配备、试剂购买到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

员和资金,存在实验室建设投资大、检验成本高、专业技术人员

大量缺乏和精密仪器使用不规范、实验数据不准确等问题,无法

有效保障中药材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控安全有效。三是中药材

的质量关系到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中药产业健康快

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4道地药材产地初加工切片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冲击力

度大 

道地药材主产区陇西、岷县、渭源等地,因历史传承、经济

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形成的、现实普遍存在的农户自主开展产

地片加工活动对中药材生产企业冲击力度大。尤其近年来已成

为政府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脱贫致富的主要门路,是当地农民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户分散加工的党参、当归和黄芪等产地

片虽然相对企业通过GMP生产车间生产的中药饮片成本低,但也

存在无法有效保障加工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问题。 

3 渭源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改进措施 

3.1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形式 

建议由政府组建供气供热公司,作为县政府城建部门下属

公益性单位,专门负责渭源和会川工业园区企业集中供气供热

工作。同时,结合渭河流域生态治理项目,以及发放政府债券等

多种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将天然气管道铺设列入建设规划,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解决园区供气供暖问题,保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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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常生产,并对两大园区污水处理和电网变压器等设施设备

及时升级改造,满足企业生产需要。 

3.2发挥政府主观能动作用 

建议卫健部门和省、市两级政府出面,协调国家卫健部门尽

快发布当归、党参和黄芪等道地药材《药食同源》目录,同时建

议相关企业尽早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食品、保健品、药妆、药茶

等高新产品的研发,在《药食同源》目录发布以后即可投入生产,

迅速与市场需求接轨,实现道地药材药食同源产业蓬勃发展。 

3.3构建“智慧监管”体系 

根据中共中央“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

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要求,建议利用区块

链、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在县级层面试点开发中药材追溯平台,

创新互联网+溯源、互联网+监管、互联网+质控、互联网+物流

“一网四控”管理措施。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与不可

篡改的特性,有效弥补现行中药材在种植、采收、生产、流通、

使用、监管各个环节中的漏洞,切实有效提升全县中药材中药饮

片质量。 

建立互联网+溯源平台,既对中药材种植源头进行数据管控,

对种子种苗采购、栽种、田间管理、施肥、采收到初加工全过

程数据进行上传,解决优质优源的道地中药材可追溯问题。真正

做到来源可知、去向可追、质量可查、责任可究,确保道地中药

材的质量安全稳定。 

3.4以“企业+产地加工车间+种植基地”模式开展加工切片

试点 

以“企业+种植基地+产地加工车间”模式,依托GAP中药材

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产地片加工车间,或者将合作社已有车间

改造成符合GMP要求的车间。对农户自主开展产地切片加工活动

引入合法生产企业牵头建设的加工车间,将中药材产地加工活

动纳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统一管理,无缝对接GAP、GMP规范,统

一规范组织开展净制和切制加工。建议省药监局明确产地加工

切片的成品为中药饮片,将渭源县列为试点县,试点企业可以接

受全国中药饮片、中成药企业委托生产。产地加工切片委托方

和受托方分别向所在地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即可。 

由各乡镇和村两委负责督导和日常巡查职责,加强对种植

加工合作社的积极引导和规范管理,督导道地中药材的规范种

植,在农药和化肥购销合理使用方面出实招,监督种植加工协议

的履行落实；由县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负责种子种苗的繁育和供

应督导管理,中药材的种植技术推广、规范及农药、化肥的使用

等中药材田间管理的日常监管,切实保障中药材及产地切片的

质量安全。 

4 结语 

通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渭源县中药材产业的研究,主

要分析了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府主导和社会参

与相结合形式、发挥政府主观能动作用、构建“智慧监管”体

系、以“企业+产地加工车间+种植基地”模式开展加工切片试

点等方面的改进措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中药材

市场的不断扩大,甘肃渭源县中药材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未来,应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和科技创新,推动甘肃渭源

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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