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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蛛网模型”的中药材市场风险评析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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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经济学的“蛛网理论”模型对近年来我国中药材价格剧烈波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对各阶段中药材

市场运行规律进行了归纳。重点阐述了药价异动带来的市场风险，提出推进中药材集约化生产和建立市场预警监测体系等风

险规避对策，以确保中药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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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持续发展，我国中药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一定

规模的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医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

有较强发展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1]。但

是，近年来，继生猪、大蒜、香蕉、绿豆等农副产

品市场行情剧烈波动后，中药材价格犹如“过山车”

般也呈现出暴涨暴跌的态势。药价的异常波动使得

中药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市场风险凸显，不仅严重制约了整个中药产业发展，

也影响了广大群众的看病吃药问题。因此，认真分

析中药材市场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探索有效的市

场稳定机制和规避市场风险的策略，是当前中药产

业健康有序发展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蛛网模型”分析中药材价格波动的可行性 

蛛网理论（cobweb theory）模型是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学出现的一种动态均衡分析模型，通

过引入时间要素，运用弹性理论连续考察诸如农产

品、畜牧产品这类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产量和价格

在偏离均衡状态以后产生的波动。蛛网理论认为商

品的本期产量决定于前一期的价格，商品本期的需

求量决定于本期的价格，本期实际价格和预期价格

的不一致就造成了产销量和价格的类似蛛网状的

波动，故称为蛛网模型。根据价格弹性和供求曲线

的比较，可以分成 3 种理想状态的蛛网模型[2]：（1）
收敛型蛛网：市场受到干扰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后，

实际价格和产量会围绕均衡水平上下波动，但波动

的幅度越来越小，最后会回复到原来均衡点，其产

量和价格的变化途径形成了一个蜘蛛网似的图形。

（2）发散型蛛网：当市场受到外力干扰偏离原有的

均衡状态以后，实际价格和产量上下波动的幅度会

越来越大，偏离均衡点越来越远，其原有的均衡状

态是不稳定的，呈“发散型蛛网”。（3）封闭型蛛网：

当市场受到外力的干扰偏离均衡状态后，实际产量

和价格始终按同一幅度围绕均衡点上下波动，既不

逐步偏离均衡点，也不逐步趋向均衡点，呈现正方

形的“封闭型蛛网”。中药材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产品，

前期投入大、生产周期较长，具有常年消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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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产销链条滞后等特点，容易产生价格的“蛛

网效应”。 
2  陷入“蛛网困境”的中药材市场风险评析 

所谓中药材市场风险，是指药农投入一定的生

产要素所生产的中药材或中药饮片，由于市场价格

的波动，导致其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3]。根据蛛网

理论，在不同的时期及供求关系条件下，受不同突

发因素影响，价格的波动便会出现暴涨暴跌态势，

即“蛛网模型”紊乱现象。因此，运用蛛网理论对

当前中药材价格走势和原因进行有效的分析，有利

于认清市场风险，合理规划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中国中药协会发布的中药材价格指数[4]测

算结果，2002—2011 年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相继呈

现出“收敛型蛛网效应”和“发散型蛛网效应”。其

中 2002—2010 年，中药材价格和产量低下、波动很

小，价格和产量趋于均衡，2003 年受“非典”的影

响，中药材价格有所上升，但仅仅是昙花一现，“非

典”过后，中药材价格迅速回落。中药材市场长期的

低迷，加之农村劳动力的持续短缺及频发的自然灾害

使可种植土地面积逐年减少，中药材产量严重不足，

中药种植市场风险较大，许多药农纷纷“退药还农”。

2009 年第 2 季度，受到全球重大疫情“甲流”及气

候灾害的影响，同时中药的应用价值得到大量开发，

供需矛盾终于激化，中药材价格整体上扬，这是中药

材长期低价位运行的理性回归，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其价格和产量的波动呈现“收敛型蛛网效应”。 
从 2010 年初到 2011 年 6 月，中药材市场连续

出现 3 波较大涨幅，远远偏离均衡价格，具体表现

为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大于需求量的影响。但

是伴随着价格的不断攀升，一些不法药商囤积居奇，

抬高药价，许多药材出现天价暴涨。在中药材价格

持续上扬的刺激下，药农种植积极性高昂，药材产

量普遍增加。另一方面，药材价格飞涨抑制了出口

和终端消费市场，需求萎缩。中药材价格的暴涨并

没有给上游药农带来持续的收益，由于中药材种植

成本的居高不下，药农种植中药材的市场风险不断

凸显。随着大量新药上市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

控，从 2011 年 8 月开始，中药材价格指数出现拐点，

中药材价格直流而下，大大远离年均线，下行趋势

非常明显，有些药材目前的价格甚至只有最高价时

的 5%～10%，中药材市场行情出现剧烈波动，呈现

“发散型蛛网效应”。由于中药材生长周期较长，本

期安排的生产规模在中途很难改变，在正常情况下，

本期的生产规模，决定了下一期的产量规模。在药

材价格剧烈震荡的市场行情中，许多药农赶不上市

场变动的节奏，由于前期盲目的跟风生产，投入大

量资金，药价暴跌，产量增加，收入减少，损失惨

重，陷入药价暴涨暴跌的“蛛网困境”。 
无论哪种蛛网模型，市场风险的大小均和初始

产量与均衡点，即中药材供给量与需求量偏离的幅

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某种中药材价格呈收敛型蛛

网模型，虽然从长远看，其供求量会趋于平衡，但

一旦受到某种突发因素的干扰，如严重的气候灾害，

该中药材的实际产量就会远离均衡点，从而产生了

市场风险，以此反复。针对发散型蛛网而言，中药

材市场的价格受社会及市场外力如通胀压力和人工

成本的上涨，囤积压货及热钱涌入，甚至国家调控

政策和金融政策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供给数量与

价格的波动会越来越大，市场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3  针对不同成因的中药材市场风险防控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药材刚性需

求旺盛，造成中药材价格风险过大的根本原因就是

薄弱的中药材上游生产模式导致供需严重失衡，而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中药材市场风险突显的重要原

因。因此，解决中药材价格波动和供求的不稳定，

主要应从两方面来解决：一是优化供给，构建集约

化中药材生产模式；二是加强中药材流通市场建设，

通过构建中药材信息平台以及价格预警监测体系，

使供需逐渐达到均衡，规避市场风险，从而走出“蛛

网困境”。 
首先，解决供需矛盾是降低中药材价格风险的

第一要务。合理规划中药材的生产，走专业化、集

约化和规模化生产道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高

中药材的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加强对中药材产业

链全程的质量控制。具体要点为：（1）产前，按照

市场需求确定中药材的生产品种和质量标准，并为

药农提供优质的种子进行集中生产，提高中药材规

范质量。对于大宗中药材，应建立符合 GAP 要求

的规范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生产厂家也可采

取中药材订单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需要；（2）产中，

为药农及时进行技术服务和统一的管理，引导和鼓

励种植户组成专业合作社，提高个体种植户的抗风

险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能力；（3）产后，组织药商

进行统一收购，炮制、包装及储藏等服务。通过有

效的中药材组织链管理，与药农建立稳定的供销关

系，降低中药材生产和管理成本，促进中药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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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其次，构建中药材产销信息平台，特别是建立

中药材重点品种运行监测体系是解决中药材产业链

上下游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部分中药材价格虚高

的重要手段。当前，药农获得的信息大多是时效性

差、准确率低的供求信息，一些药农盲目跟风生产，

在剧烈震荡的市场行情中，损失惨重。例如，中国

中药协会构建的“中药材天地网”电子商务信息平

台，在全国药材市场采集准确产量和价格信息，发

布药市快讯，生成中药材行业大盘指数，通过每日

更新中药材产地信息和品种分析，定期发布种植面

积、市场价格等信息，并对可能引起中药材价格异

常波动的倾向性问题进行动态监测与预报，使药农

和经销商及时了解市场行情，避免盲目跟风。 
此外，科学合理地确定价格预警评价指标，建

立中药材价格预警机制也是控制中药材价格风险的

重要举措。从近 10 年我国中药材市场“蛛网模型”

价格乱象可以看出，市场永远是动态的，供求关系

时刻都在变化，因此，可以通过时刻跟踪、评估供

求关系的变化，结合所处阶段提前预测出价格的变

化趋势，通过科学的、正确的预测，甚至评估预测

突发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从而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规避市场风险，争取效益最大化。针对中药材而言，

市场风险预警就是指通过对引起中药材市场风险成

因进行信息收集、深入分析、系统评价并作出推断

和预测的过程。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事项发出警报，

提示中药材的生产经营决策者警惕市场风险。王伽

伯等[5]借鉴国家猪肉供需监测指标“猪粮比”的研

究思路，通过构建药材价格和粮食价格比值的指标

“药粮价比”对野生中药资源进行动态监测和价格预

警，收到了较好的预测可靠性。 
4  结语 

中药材价格不管是大涨还是大跌都不利于市场

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个针对中药材价格的长

效调控机制。根据“蛛网理论”对我国中药材价格

走势进行的分析表明，中药材价格和产量动态均衡

符合蛛网模型规律，具有显著的市场调节的自律性

特点，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提高中药材的

质量和产量，同时建立中药材产销信息导航平台和

价格监测预警系统，有效规避价格体系风险，对促

进中药材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向现代化、产业化、

信息化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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