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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拓展拉美市场是中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中药发展带来更广阔的空间。首先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

面分析了中拉中药贸易的现状，其次阐述了中药拓展拉美市场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最后有针对地提出了中药拓展拉美医

药市场的对策建议，以求为政府机构、有关部门和中药企业制定中药国际化发展战略、拓展拉美医药市场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药；拉美市场；对策；中药国际化；贸易 
中图分类号：R28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2670(2011)08 - 1651 - 04 

Strateg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o enlarge medicinal market  
in Latin America 

XIONG Ji-xia, YANG Xia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46,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Latin America market; strategy;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MM; trade 
 

拉美地区由地处北美洲的墨西哥与中美洲、加

勒比地区、南美洲及未独立的地区组成，拥有 5 亿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8.2%[1]。近年来，中药在国

内和亚洲市场逐渐趋于饱和，而欧美医药市场以西

药标准为通行标准，技术壁垒高，中药产业发展迫

切需要开拓包括拉美在内的世界其他市场[2]。因此，

深入研究中药在拉美地区的拓展策略，对于增加我

国对拉美各国的中药出口，推进中药的国际化步伐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与拉美地区中药贸易现状 

近年来，我国医药产品在拉美地区的出口额不

断增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2008 年我国医药产品

出口拉美地区 21.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76%；2009
年 1～8 月为 14.10 亿美元，环比增长 17.41%，为

世界各大市场中恢复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近年来，

拉美市场中药需求增长强劲，我国对拉美的中药出

口呈逐年增长的态势。 
2008年，我国从拉美地区进口中药类产品6 590

万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海草、海藻类商品，进口

额 3 779 万美元；另一种为鱼油脂及其加工品，进

口额 2 740 万美元[2]。2010 年，我国从拉美进口中

药类产品 4 848.28 万美元，占中药类产品进口总额

8.75%；向拉美出口中药类产品 8 133.39 万美元，

占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额 4.76%。2009 年我国中药进

口额拉美地区有 2 个国家进入前 5 位，成为我国中

药进口市场中除亚洲传统地区外的第二大市场。虽

然拉美地区在我国中药对外贸易中占据较小份额，

但中拉中药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发展潜力很大。 
2  中药拓展拉美市场的有利条件 
2.1  拉美医药市场增长迅速 

近年来，拉美地区已成为世界医药市场新的增长

点。拉美经济最发达的 7 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

秘鲁、智利、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总人口超过 4.27
亿，GDP 总计超过 1.8 万亿美元，其医药市场增长迅

速，2007年拉美7国的药品销售额高达400多亿美元。

据专家研究，金融危机对包括拉美在内的新兴国家医

药市场未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拉美石油生产大国如

墨西哥、委内瑞拉等，药品、医疗器械进口快速增长，

成为推动世界医药市场增长的新“助推器”。 

2.2  拉美地区本土医药产业欠发达 
受历史和经济发展限制，拉美本土医药产业发

展一直比较缓慢，规模较小。以拉美大国巴西为例

（其医药市场占拉丁美洲的 40%），据巴西外贸秘书

处统计，巴西医药市场国内生产严重不足，国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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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仅占市场需求的 40%，需要大量进口医药原料和

成品药，其中制药原料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和印度。

拉美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抑制医药产品进口的需求，

这为中国医药企业拓展市场创造了机会。 
2.3  拉美地区医药市场技术壁垒较低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经济、科技

相对落后，受自身药物管理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的

限制，还没有建立起高标准的医药监管体系，其药

物市场准入标准相对较低，有利于我国中药产品拓

展拉美市场。 
2.4  中医药成本较低，符合拉美民众消费水平 

拉美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医药消费水平

普遍较低。而中药成本较低，相对于西药价格低廉，

符合拉美民众消费水平。同时，低成本的中医可以

在拉美国家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医疗保障方面发挥

较大作用，因此可以通过以医带药的方式促进中药

在拉美地区的消费和出口。以墨西哥为例，近年来，

肥胖病、心血管病、风湿病、过敏性疾病等发病率

增高，西医治疗效果不佳，且药品价格昂贵，一般

人付不起药费，而中医针灸对这些病有独特疗效且

经济简便。因此，中医针灸受到欢迎，并且被越来

越多的病人所接受。同时，与针灸相关中药的消费

和进口也出现了较大增长。 
2.5  中拉全面合作不断深入 

近年来，我国全面加强了与拉美国家的交流，

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双边贸易额从 2003 年的

268.1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09 年的 1 200 亿美元，增

幅达 347.8%。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一份研究报告

认为，到 2015 年，中国将取代欧盟成为拉美国家

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到 2020 年，拉美国家从中国

的进口额将超过欧盟，甚至超过美国。中拉全面合

作的大好形势为中药拓展拉美市场创造了良好的

国际环境。 
2.6  中国移民逐年增加 

随着与拉美国家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全面发展，

我国前往拉美地区的移民也在逐年增加。随着中国

移民的增多，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得到

了广泛传播。中国移民对中医药的消费，有利于增

强当地居民对中医药的认同和信任，促进中药的消

费和进口。 
3  中药拓展拉美市场的不利因素 
3.1  中药未正式进入拉美医疗市场 

由于药物监管、准入和注册等制度、标准的不

同，中药还未正式进入拉美各国的医疗体系和市场，

严重制约了中药在拉美地区的出口量。以古巴为例，

尽管中药疗效高、不良反应小、价格便宜，有很大

市场需求，但由于未正式进入其医疗市场，所以在

古巴的医院或药房买不到，就连清凉油、白果等很

受欢迎的中药产品也仅能在华侨药店买到。 

3.2  中成药质量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 
在中成药质量标准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药

政管理规定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国家的药物评价标

准注重量化，控制严格，在强调明确有效成分的同

时，也注重杂质尤其是砷化物和重金属等有毒或有

害物质的量。而我国的中成药标准，强调的是某一

味药物，而不是药物的有效成分，且客观标准少，

量化程度低，很难严格控制，甚至出现部分中药农

药残留量、重金属超标，假冒伪劣产品鱼目混珠等

问题。拉美作为国际医药市场的一部分，充斥着日

本、韩国和欧美的“洋中药”，如果我国中药产品不

能有效解决标准对接和质量提高的问题，就无法与

之竞争，更无法有效拓展拉美医药市场。 
3.3  中药产品剂型及外观传统 

我国中成药在剂型、用量和外包装等方面也没

有很好地与国际市场的需要相对接。拉美民族多为

感性型民族，其对事物的外观比较注重，民众喜欢

容易服用、成分清楚、包装美观的药品。而我国中

药产品存在剂量大、不易服用（有的需要煎熬）、成

分未标明、包装传统等问题。因此，剂型和外包装

对于中药销售有较大影响，即便是较高质量的中药，

如果其包装陈旧易损、模糊不清，也同样会造成产

品滞销，影响中药在拉美市场的出口。 
3.4  中药产业缺乏跨国经营企业 

目前，我国中药企业数量众多，但是实施跨国

经营的只有同仁堂、天士力、三九集团等极少数企

业，多数企业仍选择通过对外贸易方式进入国际市

场。对外贸易方式需要向国内、外两个政府交纳税

收，还要受到出口目的地政府各种医药政策、制度

和标准的限制，严重束缚了经营规模，影响了中药

在拉美市场的拓展。而中药企业跨国经营，直接在

东道国投资办厂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政策，有利于中

药拓展拉美医药市场[3]。 
3.5  医药文化差异 

拉美地区历史上被西方发达国家殖民时间较

长，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因此，虽然该地区国家

保留着使用天然药物的传统，但大部分国家仍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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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体系为基本医药体系。中医药与西医药是在不

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和医

药学模式，在基础理论、思维方法、诊治手段等方

面均有本质的不同[4]。西医讲究对症下药局部治疗；

中药成分复杂，讲究君臣佐使、辨证论治；加之语

言不通，严重阻碍了拉美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理念的

理解，也严重制约了中药进一步拓展拉美市场。 
4  中药拓展拉美市场的对策建议 
4.1  通过政府渠道促进中药贸易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与拉美各国相关部门加强

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与具有植物药管理法规并承认

中药的国家加强交流，加强中医药立法和市场准入

方面的沟通与协作，为中药拓展拉美市场创造宽松

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对目前正在酝酿立法和还

没有植物药管理法规的国家，应主动与其进行中医

药文化和政策方面的交流，为其立法提供积极建议

和帮助。另外，还应重视地区组织在促进中药国际

化中的作用。医药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我国政府与

拉美地区组织开展合作的机会，大力宣传和推销中

药产品，并积极举办中药产品展览会，促进中药拓

展拉美市场。 
4.2  加强对拉美医药市场的研究 
4.2.1  了解拉美各国有关法律及资本运作方式  在
中药产品进入拉美市场前后，相关中药企业应当了

解并遵守拉美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检测要求，学

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此外，中药企业在寻找

拉美合作伙伴以及融入国外资本前，应当对拉美各

国的资本运作方式有所了解，确保资本运作符合所

在国要求。 
4.2.2  研究拉美各国的药品准入制度  中药拓展拉

美市场的前提之一是得到相关国家的准入，因此，

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各国的药品准入制度，确保产品

得到准入。以墨西哥卫生部对非处方药的管理要求

为例，在安全性方面，要求该药物在墨西哥有广泛

使用的经验；同时要求该类药的疗程要短，容易见

效，并且具有世界范围的用药经验。因此，要打开

墨西哥非处方类中药市场，相关中药企业就必须认

真研究其非处方药准入制度，使相关中药产品符合

要求[5]。 
4.2.3  掌握新药申请的具体要求  受不同国情的影

响，拉美各国对新药申请的要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异。因此，中药企业的管理者和相关人员应当熟

练掌握拉美各国对新药申请的各种规定以及申请的

基本程序，通过参加各种讲座和出国考察提高对拉

美各国新药申请相关事宜的认识水平。中药企业应

当依照不同国家的具体要求，准备详尽、准确、全

面的资料。 
4.2.4  研究拉美各国中药市场需求重点  由于经

济和人口发展水平不同，拉美各国医药市场的需求

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中药对拉美各个市场的出口

种类也应有所侧重。中药企业应当深入研究拉美各

国的医药市场，科学分析其不同的需求重点，以产

品的针对性促进中药在整个拉美医药市场的有效

拓展。 
4.3  通过从拉美进口中药原料贸易促进中药出口

贸易 
近年来，拉美已经超过欧洲，成为我国中药原

料进口的第二大市场。我国可以通过从拉美进口中

药原料贸易促进向拉美的中药出口贸易。一方面通

过进口贸易在拉美各国建立中药企业良好信誉，使

拉美医药机构和企业对我国中药企业及其产品认同

和信任。在此基础上，中药企业要加强对拉美医药

机构和企业的业务攻关，加大中药产品向拉美的出

口。另一方面，通过进口贸易使拉美中药出口企业

对中国市场产生依赖，为中拉中药交流与合作创造

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应加强与拉美各

国政府的交流合作，就中药准入、标准、立法等问

题进行磋商，在双方企业、机构的协助下，达成双

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为中药拓展拉美市场创造良好

的法律和市场环境。 
4.4  大力推进中药现代化 
4.4.1  推进中药企业的现代化  中药企业的现代化

是中药现代化的基础，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中药

企业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中药企业的生产

环境，大力推进企业软硬件的标准化建设。对于现

代化水平低的企业，应当采取转产、合并与重组等

措施[6-7]。重点建设现代化的大型中药企业，提高中

药产品在拉美市场的竞争力。 
4.4.2  加快制定实施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管理、检

测标准  全面制定和组织实施一系列既保持我国中

药特色又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管理、检测标准。可

选择若干个 GMP 示范企业，研究探索中药产品生

产过程中的药材定量化、质量控制科学化、安全评

价规范化、疗效标准严格化等课题，切实提高中药

产品质量，全面提升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同时，积

极与国际有关组织商榷确立中成药检测的国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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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4.5  改进中药产品剂型及外包装 

着眼国际和拉美地区药物产品的特点，对我国

中药产品的剂型和外包装进行针对性改进。按照方

便服用的原则，将中药制成药丸、药袋、胶囊等，

以成药出口为主。产品外包装突出拉美特色，融入

本土文化元素，按照拉美民众的爱好设计产品外包

形状及颜色等。 
4.6  建立中药跨国企业集团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和销售

网络，可以充分享受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我国政

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在中药行业内选择骨干企业给

予大力支持，使之成为具有相当经济规模和技术实

力的中药跨国企业集团，参与国际医药市场竞争。

鼓励这些集团在拉美国家设立分公司、研究机构，

兼并当地有新药注册经验的中小型草药公司或与之

合作，在当地生产中药产品，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封

锁，积极拓展拉美医药市场。 
4.7  加强与拉美地区的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4.7.1  举办中医药学术会议，加强中药文化宣传  国
内中医药行业应适当地组织召开国际性的中医药学

术大会，广泛邀请拉美各国的药物管理人员、经营

人员、医学专家和从业人员，使其深入了解中药理

论，认同中药疗效，对中药贸易产生兴趣和信心。 
利用中拉文化交流节等各种机会，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中药文化讲座、中药文化展览、中

药文化节等活动，并用当地语言对中药进行重新梳

理与翻译，使拉美普通民众接受中医医疗保健观，

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中药相结合的独特优

势，尽可能地消除因文化差异带来的不信任，为中

药拓展拉美市场奠定群众基础。 
4.7.2  开办国际性中药学院  借鉴在世界各地开办

孔子学院的经验，积极稳妥地在拉美地区开办国际

性中药学院，广泛传播中药理论和技术，培养拉美

本土化的中药行业人才。同时，通过政府和院校合

作渠道，积极在拉美高校开设中药专业，扩大中药

的影响力和普及范围。 
4.7.3  加强与拉美华人的合作  拉美华人是中药在

拉美市场的重要销售和使用人群，对于中药拓展拉

美市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中药企业可在当地华人

中开展促销活动，鼓励华人群体使用中药，通过华

人对中药的使用增强当地居民对中药的认可和信

任，从而带动中药产品消费。此外，当地华人中医

比较了解拉美各国情况，有着特定的医疗人群。因

此，中药企业应积极与当地华人合作开办中医诊所，

通过中医处方销售中药、扩大中药影响，通过“以

医带药”带动我国中药出口拉美市场。 
5  结语 

中药拓展拉美市场，机遇与困境并存，但总的

来说机遇大于困难。我国中药行业应积极推进中药

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实力，深入研究拉

美医药市场特点规律，采取有效的策略，积极拓展

拉美这一成长中的巨大医药市场，加快中药国际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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