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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分析



产业规模
川东北地区的中药材产业规模庞大，种植面积广，品种繁多，产量丰富，是全

国重要的中药材产区之一。

产业特点
川东北地区的中药材以品质优良、药效显著而著称，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品

牌优势。同时，该地区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技术成熟，拥有丰富的种植经验

和传统知识。

川东北中药材产业规模与特点



川东北中药材产业链包括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销售等

多个环节，涉及农户、加工企业、销售商等多个主体。

产业链结构

中药材种植是产业链的基础环节，加工和销售环节则是产业

链的延伸和拓展。其中，加工环节包括中药材的清洗、干燥、

切片、炮制等工序，销售环节则包括批发、零售、电商等多

种销售渠道。

主要环节

产业链结构及主要环节



川东北地区的中药材产业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条件，为中药材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

该地区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传统的种植技术，为

中药材的品质和产量提供了保障。此外，随着国家对

中药材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政策扶持力度也在

不断加大，为川东北地区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

发展优势

虽然川东北地区的中药材产业具有诸多优势，但也存

在一些不足。首先，该地区的中药材种植技术和管理

水平相对较低，导致产量和品质不稳定。其次，中药

材加工和销售环节相对薄弱，缺乏品牌意识和市场营

销策略，难以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最后，由于中

药材产业的特殊性，该行业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自

然灾害风险，需要加强风险防控和应对措施。

发展不足

产业发展优势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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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发展策略探讨



    

抱团发展理念及意义

资源共享

通过抱团发展，实现川东北中药材产

业资源的共享，包括资金、技术、人

才、市场等方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优势互补

各地中药材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的优势

和特色，通过抱团发展可以实现优势

互补，形成合力，提升整体竞争力。

品牌建设

共同打造川东北中药材产业品牌，提

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市场竞

争力。



依托龙头企业，整合产业
链上下游资源，形成紧密
的产业集群和供应链协同。

龙头企业带动模式 产业园区发展模式 合作社互助模式

建设中药材产业园区，吸
引相关企业入驻，形成产
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优
势。

组建中药材合作社，实现
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提
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和抗风
险能力。

030201

抱团发展模式选择



政策引导

市场机制

社会参与

技术创新

抱团发展实施路径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

持中药材产业抱团发展，提供

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提高公

众对中药材产业抱团发展的认

知度和参与度。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企业、

农户等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抱团

发展。

加强中药材产业技术创新和研

发，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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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建立



建立中药材资源数

据库
全面梳理川东北地区的中药材资

源，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包括品

种、产地、质量等信息。

搭建中药材交易平

台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搭

建中药材交易平台，促进中药材

的流通和交易。

引导企业兼并重组

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

式，整合中药材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提高产业集中度。

资源整合方式及平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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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信息交流与合作

通过举办中药材产业交流会、研讨会等活动，促进各方之间的

信息交流与合作。

01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构建中药材产业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

构之间的信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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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完善中药材产业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信息共享机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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