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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

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健康服务业蓬勃发展，人

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迫切需要继承、发展、利用好中医药，充分发挥中

医药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作用，造福人类健康。

        2015年中国中药的市场规模为3918亿元，占中国医药市场的32.1%。2011-2015年，中国中

药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为16.8%，远高于GDP的增速。2016-2020年，中国中药行业仍将快速

发展，到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5806亿元，复合增长率为8.2%，将继续快于GDP的增速。预

计2019年我国中药市场规模将达5376亿元，2020年中药市场的销售额将会占整个医药市场

的32.4%，基本与2015年持平。2011-2020年中国中药市场规模走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

《2022-2028年中国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前景展望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

了中国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互联网+中医药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

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互联网+中医药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

对互联网+中医药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中医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互联网+中医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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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中医药行业概述

第一节 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定义

第二节 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发展历程

第三节 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分类情况

第四节 互联网+中医药产业链分析

 

第二章 2015-2019年中国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宏观经济

二、工业形势

三、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互联网+中医药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中医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

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建立符合

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此次疫情中，中医

药发挥了独特的优势。数据显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比

达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比达90.6%。根据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

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能够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

能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能够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

         长远来看，随着国家系列政策支持，以及人们养生保健需求增长，对中医药的重新认识

和认可程度提升，中医药行业发展将提速。

         近年来国家也频频出台政策法规来推动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如2018年7月国家出台了《关

于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的文件；2019年11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地方政府则

积极布局，我国中医药行业将健康向好发展。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中医药行业相关政策法规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9年12月   

关于印发诊所改革试点地区中医诊所和中医（综合）诊所基本标准（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   

各试点城市卫生健康行政和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中医诊所和中医(综合)诊所的监督管理

，发现不符合标准的要限期整改，整改不落实的，由登记机关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2019年1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包括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

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

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等。       



2019年7月   

关于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知   

包括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推进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全面提升县

级中医医院综合能力、加强政策保障。       

2018年12月   

《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mdash;2025年）》   

到2020年，建立道地药材标准化生产体系，基本建成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与监测体系，加快建

设覆盖道地药材重点产区的生产基地。到2025年，健全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与监测体系，构建

完善的道地药材生产和流通体系，建设涵盖主要道地药材品种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全面加强

道地药材质量管理，良种覆盖率达到50%以上，绿色防控实现全覆盖。       

2018年8月   

《关于加强中医医疗器械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   

到2030年，中医医疗器械共性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的研发取得突破，研发并转化应用一批适

应临床需要与市场需求的精细化、集成化、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加强与微电子技术、信息

科技、材料技术、新一代制造技术、传感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相融合，中医医疗器械

性能、质量与科技含量显著提升；进一步加强中医医疗器械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中医医

疗器械标准体系基本完善，培养一批既懂中医又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多学科交叉的研发人才

与创新团队；中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创新作用和能力显著增强，提高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化

水平。       

2018年7月   

《关于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   

到2030年，建立以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链为核心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科技创新体系，完善&ldquo;产学研医用&rdquo;协同创新机制，中医药健康服务科技创新能力

与创新驱动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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