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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
开幕式上的讲话 （代序一）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陈宗兴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各位同志、各位专家：

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一周年的日子，很高兴到羲皇故里天水，参加关

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在此，我谨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与会

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中—天水地区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有着近８０００年的文明史，

拥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陕甘两省也是中医药文化重要的发

祥地，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医药发展氛围浓郁，历代名医大家辈出，医典

论著不胜枚举，为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两省天然中草药蕴藏丰富，

素有我国 “天然药库”美誉，在全国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天水市地处陕、

甘、川要冲，素有 “陇上江南”美誉，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关中—天水经济区次

核心城市，同时也具有良好的中医药产业发展基础，在这里举办中医药发展论坛对于充分

发挥关中、天水两地中医药资源优势，促进关中—天水经济区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医药卫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构成的主体界别。为了充分发挥农工党的特色和优

势，积极探讨依托关中—天水地区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将资源优势

变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更好地服务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深入实施，农工党甘肃省委会、农工党陕西省委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共天水市

委、天水市政府、甘肃省卫生厅等单位发起并联合举办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

坛，农工党中央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的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等一

系列重大举措，为关中—天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甘肃省是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确定的全国唯一的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出台了多项扶持和促进中医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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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在医改中，明确定位走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甘肃医改之路，推动

了中医药工作跨越式发展。

甘肃、陕西两省农工党组织主动作为，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加强合作，通过举办论坛，

邀请众多著名的中医药专家参会，积极为关中—天水地区中医药文化研究和产业发展献智

出力，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希望大家通过这次论坛，更好地交流中医药发展方面的好经

验、好做法，为助推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献务实之策、建睿智之言。也希

望通过这样一些举措，能够唤起全社会对祖国传统医学更大的关注和支持，为更好地推动

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预祝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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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论文汇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
开幕式上的致辞 （代序二）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甘肃省委会主委　栗震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尊敬的陈宗兴副主席、张大宁副主席、周然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今天，全国政协陈宗兴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张大宁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周然副主席和

各位中医药专家莅临天水，参加 “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共商中医药发展

大计，群贤毕至，蓬荜生辉。在此，我谨代表农工党甘肃省委会、陕西省委会对各位领

导、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国务院就推进西部大开发出台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关中—天水经济区是

《国家西部大开发 “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是西部及

北方内陆地区的 “开放开发龙头地区”。推动关天经济区加快发展，是甘陕两省人民的迫

切愿望，也是实现国家西部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甘陕两省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

发展，两省卫生厅共同签署了 《关中—天水经济区卫生合作与发展协议》，把中医药工作

列为民生工程和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甘肃省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扶持和促进中

医药加快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中药材是我省的优势产业，种植面积达到２６０多万亩，居全国第一。但是，我省在中医药

产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基础水平低，底子薄，投入不足，科技支撑不够强，企业加工水平

落后，市场营销体系不健全等困难和问题。陕西省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尤其在

中医药发展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值得相互学习借鉴。“关中—天水经济区中

医药发展论坛”的举办，旨在利用关中—天水经济区平台，探讨建立两省中医药交流合作

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中医药的比较优势，互相借力，加强中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以期

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共同受益。

“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的举办，也是农工党甘肃省委会今年 “六大调

研助推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甘肃省委统战部提出了民主党派服务发

展的 “六大调研助推行动”，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直通车”的优势，促进甘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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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我会先后将 “新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原材料生产安全”等作为六大调研

助推行动，助推我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此次举办中医药发展论坛更是得到了农工党中央

陈宗兴副主席、张大宁副主席的亲自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甘肃省

卫生厅、天水市委统战部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甘陕两省山水相连，毗邻友好，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中医药具有深厚的群众

基础，希望通过论坛的举办，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祖国传统中医药的蓬勃发

展。

谢谢大家！

—４—

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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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药学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张大宁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北京　１０００１１）

１　中医学的概念

中医学，从学科的属性来讲，属于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的范畴。由于中医学在形成和

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底蕴和内涵，从而形成一整套不同于现代医学的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

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人体生命活动、病理变化的两个完全

不同的医学体系，其治疗的思维及方法亦不相同。中医学是一门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的完

整的医学科学体系。

２　中医学突出鲜明的实践性

医学属于应用科学的范畴，但在诸多的应用科学中，医学带有更鲜明的实践性与经验

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生脱离了病人，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中医学更是如此，它的实

践性与经验性较之现代医学更为鲜明与突出。其具体内容可通过以下几条来阐述。

（１）应用科学、现代医学的实践性与经验性。

（２）更为突出鲜明的中医学实践性与经验性。

（３）辨证论治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强调病人的个体差异。

（４）方剂的药味加减和剂量调整。

（５）老中医的经验宝库。

（６）民间有效的单方、验方。

３　关于 “中药”的概念

《临床中药学·高校七年制讲义》中指出：“什么是中药，简单地讲，中药就是在中医

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我们认为以上含义并不全面，这应该是 “主要的含

义”，但不等于 “完全的含义”。单味药的提取物也应该属于中药的范围，而不能排除在中

药之外。

４　关于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是任何一门医学发展的根本宗旨与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科学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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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基础、方法与过程。

中医学几千年来尤其是现代医学迅速崛起的百余年，还能发展与壮大，最根本的一

条，就是由于其独特的临床疗效，这也是中医学能够立足、发展的根本所在。

讲中医学的 “特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优势”，离开 “优势”，中医学作为

“医学”来讲将不复存在。

关于 “治未病”。“治未病”是中医学的优势所在。

两千多年来，在历代医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学在不断地发展、完善，这是必须要肯

定的。

“四大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但历代医家通过不断地实践，使中医

学得到新的发展。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等皆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给予中医学以最大的支持，使古老的中医药学得到最充分

地发展。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在关键时刻对中医学给予最

强有力的支持，不但更好更快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也给社会上个别人的奇谈怪论以最

有力的打击。

５　关于中医药学发展应注意的５个层面的问题

医学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临床疗效的竞争。这种竞争从业内来讲，是近乎

于激烈，甚至于残酷的。这里没有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之分，没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

别，而完全处于市场调节之中，这种竞争非常类似于达尔文学说中 “生存斗争”“自然选

择”的道理。

临床疗效是第一层面的问题，也就是第一位的，最根本的，而在这个前提下，依次有

４个层面的问题，即：

第二个层面———副作用、不良反应；

第三个层面———疗效的速度；

第四个层面———治法的繁简；

第五个层面———经济实惠。

中医药学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都要继承与发展，而继承的目的在于发展，发展的

目的在于惠民。几千年来，虽然在某些形式上，中医学似乎过多地强调了 “继承”，好像

总是 “言必称内经，用必讲伤寒”，但究其实质、内涵来讲，仍然在不断地继承中体现了

不断地发展。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王清任的活血化瘀理论等，都有力地证实了这点。

总之，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过去它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现在随着现代科学、现代社会的发展，它将更加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发出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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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医药发展论坛论文汇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光辉，为世界医学的宝库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张大宁，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国

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主任医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名的肾病学、中医学

家，中国肾病学泰斗，六代御医传人，被国家表彰的权威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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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药学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力发展中药产业　促进天水经济繁荣
王承德１，２

（１．北京顺天德中医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２．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合作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中医学是生命与自然、人文与哲学、社会与环境多学科融为一体的一门学科。中医药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

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基本保障。大家都知道，中医着眼人而西医着眼病，中医重视整体而西

医重视局部，当然现在西医发展很快，也不单着眼于局部，而是用中医的思维模式发展西

医。中医中药自古是一家，密不可分，可谓 “医者知情，药为医用”。中药由中药材、中

药饮片、中成药三部分组成，中药行业由中药材生产、中药工业 （含中药饮片加工、中成

药生产、中药机械制造）和中药商业组成。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疾病谱的不断

改变、医改政策的不断深入和人们回归自然的思潮及中医药独特的优势，更主要的是各级

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中药产业孕育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带来了极

好的发展机遇，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中药材

生产为基础、中药工业为主体、中药商业为纽带的中药生产流通体系。中药材是并列于中

药饮片和中成药产业的第三类中药产业，是最基本和最基础的中药发展的源头。

中药讲究的是道地药材，道地药材是指名优正品，功效显著，生长在适宜条件和特定

产区的药材。道地药材的形成是历代医家总结出来的，如明代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提

出 “地黄，今人惟怀庆为上”“麦冬，浙中来者甚良”。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气候地

形复杂，药物分布广泛，道地药材的生长受水土、气候、日照、环境、栽培、加工、生物

分布的影响，其治疗作用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浙江的浙贝，四川的川贝，甘肃的当归，宁

夏的枸杞子，四川的黄连、附子，内蒙古的甘草，吉林的人参，山西的黄芪、党参，河南

怀庆的牛膝、地黄、山药、菊花，江苏的苍术，云南的茯苓、三七等。现在我国主要药材

市场的道地药材有：河北安国有板蓝根、知母、柴胡、苍术、北白芷、黄芩等；山西有黄

芪、党参、远志、连翘等；安徽亳州有白芍、紫菀、天麻、木瓜等；河南有山茱萸、天南

星、白附子、栝楼等；四川荷花有川芎、黄连、川贝母、附子、川木香、麦冬、川白芷、

川泽泻、陈皮等；江西赣州有枳壳、香薷、栀子、防己、蔓荆子、车前、泽泻等；湖北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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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有茯苓、黄连、独活、厚朴、续断、射干、杜仲、白术、苍术、半夏、贝母等；甘肃有

当归、大黄、黄芪、党参、猪苓、羌活、秦艽、枸杞、黄芩等；广西有 罗汉果、八角茴

香、蜈蚣、石斛、莪术等；山东有金银花、全蝎、牡蛎、水蛭等；黑龙江有北五味子、人

参、龙胆、防风、苍术、赤芍、黄檗、牛蒡、刺五加、槲寄生、黄芪、知母等；广州有阳

春砂、益智、巴戟天、草豆蔻、肉桂、诃子、仙茅、何首乌、佛手、橘、乌药、广防己、

红豆蔻、广藿香、穿心莲等；浙江有白术、黄白芍、白芷、麦冬、山茱萸、菊花、郁金、

厚朴、玉竹等。如五味子，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指出：“五味子今有南北之分，南产

者红、北产者黑，入滋补药，必用北者为良。”南五味子肉薄，干燥不油润，味淡，质次；

北五味子肉厚，油润，质柔，味浓，质优。又如当归产于岷县、宕昌、武都、漳县、文

县、两当、西和等地。因当归喜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山地，以岷山山脉东支，山后面的

洮河流域的岷县、宕昌多为黑钙土，腐质肥厚，土层也深，全年气候最高为２３℃，很适宜

当归生长，尤其是岷县的南川、岷川、西大寨等乡。形状特点是主根肥大而长，支根少而

粗壮，内外质地油润，气味清香，其为当归中的佳品。再如大黄，最早记载于 《神农本草

经》，“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主产于唐古特山脉，其实礼县的大黄最佳。大黄在 《伤寒论》

《金匮要略》有８９处使用，说明张仲景非常善用大黄。在 《本草纲目》中有４０多种病症的

治疗方剂中使用了大黄，与人参、熟地黄、附子列为四大金刚。其中不同品种大黄的成分和

泻下作用也有明显差异，掌叶、唐古特等正品大黄中，其有效成分蒽醌含量以结合状态为

主，游离状态仅占小部分，这些种类的大黄具有明显的泻下作用。而一些混杂品次大黄，如

华北、天山等大黄，其蒽醌含量以游离状态稍高或接近结合状态，此等大黄的泻下作用很

差。另外，如中国长白山的野山参，中国东北各省与朝鲜、日本的园参，其人参皂甙的含量

不同，皂甙单体的含量也不一样，因而药理作用与临床疗效都有出入。

１　中药产业发展现状

１．１　中药资源非常丰富

《本草纲目》成书于１５７８年，１５９６年正式刊行，载有药物１　８９２种。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开始进行的全国中药资源调查表明，我国现有的中药资源种类已达１２　８０７种，其中药

用植物１１　１４６种，药用动物１　５８１种，药用矿物８０种。仅对３２０种常用植物类药材的统

计，总蕴藏量就达８５０万吨左右。全国药材种植面积超过５８０万亩，药材生产基地６００多

个，常年栽培的药材达２００余种。中药资源中包括民族药４　０００余种，约占资源总数的

３０％，具有传统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可供直接利用的４００种左右，新增药用植物２００余

种，使我国目前已知的药用植物种类达１３　０００余种。野生变种取得了积极成果，许多已

成为主流商品。对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品种开展了人工种植、养殖和人工替代品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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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开发了活麝取香、活熊取胆及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等项研究。

１．２　中药产业快速发展

近几年，我国的中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药产业产值年平均增长２０％以上，高

于医药行业的平均水平，形成近千亿元的产业规模。中药材年用量２５年来从４０万吨增加

到了１２０万吨以上。

据中药协会相关人士介绍，“十一五”期间，我国加快了ＧＭＰ改造和建设步伐，淘汰

了一批产能落后的企业，使中药生产企业整体能力得到了增强，中成药总产值从２００５年

的１　２０２．３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２　０５４．４亿元。以２０１１年为例，中成药销售额达

２　２２１．７亿元，其中中药饮片８７５亿元，比２０１０年增长５４．７８％。

２０１０年我国中药制造业资产突破３　０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８％左右，增速比上年同期

上升近５个百分点；企业数量达２　３００多个；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５００亿元，同

比增长１６％左右。中药材已涉及中药药品、保健食品、植物肥料、化妆用品等多个方面，

实际中药材的销售产值约近万亿元。

２　中药产业面临困境

自２００８年我担任政协委员以来，就中药存在的问题，先后提出 《加强中药材质量控

制，确保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关于加强中药市场价格调控的提案》《重视中药材资源匮

乏短缺，保障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关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议》

《关于在全国推行甘肃医改经验的提案》等，由于中药产业发展迅速，市场逐渐扩大，需

求迅速增加，出现了管理体制不健全、中药材多头负责 （农林、药监、工商、物价、卫生

等），市场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中药产业面临许多困境。

２．１　中药材质量问题

２．１．１　品种繁多，伪品替代品日益增多

中药材有数千种，且品种繁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许多新的药用品种被开发和利

用，代用品和习用品更是层出不穷，更有许多中药经营者为争夺市场，以次充好、以假乱

真、掺杂使假、不同品种混用等，劣质药材多由于采收季节不当，过早或过晚，产地加工

有误，造成发霉、变色、走油、风化、潮解等。采收季节：如桑叶应在霜降后采收，经霜

采叶者为佳；麻黄在八九月间采取；茯苓７～９月采挖，立秋后为佳。将假冒、伪劣药材

销售到患者手中，危害患者，影响中医药的疗效和声誉。

２．１．２　种植不当，达不到用药质量要求

未按ＧＡＰ要求进行种植，导致大量劣品药材充斥市场。一些药农违反自然规律生产

药材，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对中药疗效产生影响。也有的药农逃避国家税收，提前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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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麻黄９月生物碱含量高，药农８月就开始采收，导致药材太青，生物碱含量太低，形成

劣品。

２．１．３　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现象严重

中药材产品中农药残留、有害重金属含量超标是我国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整体环境污染的外在因素外，人为的中药材农药污染现象十分突

出。农药品种使用不当，滥用、误用农药问题突出，导致中药材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量

超标现象严重。

２．１．４　炮制不当，严重影响临床疗效

大部分药材在产地即进行初步加工，如去芦、去须、去皮、洗刷、揉搓、切片、切

断、晾晒等，以便及时排出水分，充分干燥，防止霉变等。药材还要深加工，如附子是毛

茛科植物乌头的旁生块根的加工品，本品采后２４ｈ内放入盐水中浸泡，以防腐烂，再切

制熏蒸处理，其有多种规格，如白附片、黑附片、熟片、黄片、刨片、漂片等，但现在仅

有３种，盐附子、白附片、黑附片。１９９８年出版的 《全国中药材炮制规范》中收载了５００

余种中药材的炮制规范，但各省市又按照各自的中药炮制规范炮制，质控标准难以统一。

许多药材经营者或药农未按炮制规范加工炮制，比如黄芩对于炮制的温度和时间都有着很

高的要求，有效成分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加，但随温度的增加而递减，很多药材加工者经常

忽略这一点，饮片的质量难以保证。

２．１．５　运输储存不当，造成药效减弱、变化

目前，国内市场对同一种中药材没有规定统一包装，经营药材的专业公司，多数也未

制订相关的包装标准。有的药材因包装物使用不当，造成药效减弱、变化；有的因包装物

潮湿破裂，或粘有剧毒农药、高效化肥，或附有虫卵霉菌，而产生第二次污染。

２．２　中药材价格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市场上５３７种中药材中有８４％涨价，涨幅之大、频率之快均为

罕见。据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市场

上涨幅在５１％～１００％的中药材占了２８％；涨幅在２１％～５０％和涨幅在１０１％～１８０％的

中药材占２２％；涨幅在５％～２０％的中药材占１７％。在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监控

的５００多个中药材品种中，接近１９０个品种的中药材价格大涨，所占比重高达３５％。中成

药中较为常用的中药材，如丹参、党参、麦冬、金银花、牛黄、土茯苓、枇杷叶、枸杞

子、浙贝母等９６种中药材，价格涨幅均超过了１００％，尤其是太子参涨幅达到９００％。中

药材已不再是老百姓口传的简、便、廉、验的中药了。常用药材４００种中有近三成为短缺

品种，许多中药材资源分布由过去的１０多个省区，缩小到１个省区甚至更小的范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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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４次中药材资源普查统计，初步调研结果表明资源形势极为严峻，资源的供需矛盾日

益尖锐，已经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据初步统计，我国处于频危状态的

植物近３　０００种，其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６０％～７０％；药用动物梅花鹿、羚

羊等４０多个种类资源显著减少。尤其是以野生动植物为主的３００～４００味常用中药的资源

问题极为突出，有１００多种出现资源量急剧下降。

３　天水中药产业大有作为

３．１　天水中医药产业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

天水是 “羲皇故里”，《帝王世纪》称 “伏羲味百药而制九针”，被尊奉为人文始祖，

伏羲经常仰观天，俯察地，近观鸟兽鱼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是中医药学、针灸学始

祖。天水地灵人杰，风水宝地，名人辈出，并且中医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药材

资源丰富，群众认知度高。天水市是甘肃省中药材主产区之一，全市有中药材５００余种，

已开发利用１２０多种，品种、数量居全省第二位。近年来，天水市各级政府及农技部门在

发展中药材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中药材产业得到了稳步发展。但天水市中药材产业

由于经济效益低，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没有形成规模；流通环节存在问题，中药饮片的

价格上涨趋势过快；产业化发展水平低，中药材精加工和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品种杂而

分散，主导品种不突出；市场信息匮乏，生产盲目性大；质量检测体系尚未建立。

３．２　对天水中药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天水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尤其中药材产业是天水市的优势产业之一，把握中

医药产业发展的机遇和广阔美好的前景，把天水市中药产业做大、做强、做出品牌。

３．２．１　加强领导，强化措施

（１）市、县 （区）成立由分管领导牵头，农业、林业、财政、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的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做好统一部署和协调工作，认真研究、制定实施计划。

（２）县 （区）、乡 （镇）各级相关部门从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层层靠实责任，

搞好协调配合，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３）各级技术业务部门成立中药材产业开发技术小组，具体承担实施方案制定、技术

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细化目标，明确责任，强化措施，促进中药材产业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

３．２．２　完善政策，增加投入

主管部门应设立中药材专项资金，加强重点环节投资，提升中药材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市场竞争实力。积极争取项目，例如国家工信部有关中药材种植、养殖扶持资金，国家发改

委和科技部的产业化项目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和吸纳大量的民间资金向中药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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