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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四Jll省中药价格志序言

李光前

四川中药材生产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中药足人民群众防病

治病，康复保健的特殊商品。中药价格一直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

高度重视。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来中药价格在不同

时期作了调整变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药价

格改变的逐步展开．不仅根本改变了建国前中药价格极端混乱、

极不合理的状况，而且兼顾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

有利于中药的生产发展和流通顺畅．保障了防病治病药用的社会

需求。当前，为了适应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

高的需要．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的要求，还必须对整个价格体制乃致中药价格进行

改革。建立起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符合国家对中药发

展规划所要求的价格格局。形势发展需要我们系统全面地总结历

史．评价得失，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共识，以发扬成绩，减少失

误，把中药价格改革不断导向深入。

四川中药价格志，正是适应了上述要求而应运出版。它以忠

于历史的翔实资料，展现了几十年来四川中药价格的概貌，为后

代刻记了珍贵的大盈的历史资料。古人云； “以史为镜．可知兴

亡，借鉴历史，推陈出新"是继续把价格改革向前推进，运用

价格杠杆，调节生产发展．引导社会需求．形成中药生产、流

通、消赞优化组合的重要方面。出版本书．令人由衷可喜，所言．

所叙，值得认真阅读。还应提到的是，社会主义的新方志、经济

志是重点内容，价格志是经济志中不可缺少的部份。四川省中药

价格志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踏踏实实的工作．总览全省情况．成

书一册。别开生面。同时收到鉴古观今．承先启后之效。实在难

能可贵。故以序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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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篇概 述

一中医中药有几千年觅史，是宝贵的祖团文化遗产。早在远古

时代．我们祖先在采食、渔猎中逐渐认识到有些植物可以治病，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说，表明了中药的起源。

中药是我国传统阪药的·重要臼l成部分，互困、两吕、南北朝

时期，不仪沿用汤荆筠ii}瘸，而且出现了中约剐剂一一丸、散、

膏，丹等t1J成药。111药是我f萄各族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

经验积累．．彳r丰霄的睃i巩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炮制方法，在历史

上对巾华民帔的生彳f繁衍m出J‘巨大的贡献，至今仍足我淄人民

赖以治病：’内物质。
●

’

●

‘ ● ‘

‘

第一章 阿⋯qj药的历史地位
“’

’

。
·

．。

t ：‘

7．四川伊于I々藏一岛％婚I长fClil下游之间。地势t岛差息殊，地貌

复杂，‘。e候、土壤、桃被类型多币p．构成了Pq川中药材种类多、

分布面广、蕴藏：量人，南北兼衙。譬特点，’是仓闻药材土产区。
· 四川药利"j史悠久，源远汽长，早在春秋¨t代成二{5的《诗

经》qj记载：彳『28种川J以药!13俄扬。我【目第一部【ll药簟蔷《神农

本苹经》所坡165种≠j物l|I，产I-P’J川的占J．1种，迄今已有一千

多年历史。}iJ】代((I，q Ili方志》记披。主要川产药材166；f,1,。消代

((四川地方，占》记载的已达一产余种。民【1狮}删通话栽培、采挖

的宋种和野!l：药材450余种。：7j代资源普焱Pq川有药用植物、动

物、一矿物．1350种。矗f汴p之多、产最之大，居{：目d酋他。而且质盈

优良，亭仃“川广地逍药材"的赞誉。药材种缸，【断积、产值，产



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左右，不少药材调供国内各省、市、自治

供应出口。珍贵的麝香、虫草、川贝母，负有盛名的川芎

连，麦冬，附片，．天麻、桂仲●⋯．等s喙个品种，在国际上

1949年前．四川药材发展缓慢j中成药长期停翟在前店后作

坊的小规模稻膏、r丹下丸，·散少数剂塑的生产上。抗日战争对‘

、期，由于经济漉乱，物价飞涨，捐税繁多，关卡如林。‘交通阻

塞，药市萧条，生产萎缩，全省家种药材只三万亩，家，．野生药

材产量仅一万二千五百盹。只占重庆市场在光绪对觏输出药材的

一半。大量野生药材由于价格低廉．运输困难，荒弃手地，生产

中成药的前店后作坊的药店，朝不虑夕，投机牟利者以假药、劣

药充斥市场，全川中药行业处境维艰。

1949年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中医中药。1950年8月毛

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就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

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

生工作"的题词。各级人民政府加强了中药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通过恢复发展生产，调整不合理的收销价格，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稳定了药价。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不断提高药品质量，对保

障人民身体健康起到了积极作厢。

1955年建立了中国药材公司和省、地、市、州、县中药材公

司。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形成了社会

主义的中药统一市场，扩大了购销，保证了市场供应，促进了中药

生产的进步。1950年歪1989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一千二百七十

二万六千亩，每年平均种植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五十窗，较1950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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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九点六倍。1952年至1989年国营商业中药材收购金额达二十九

亿五千九百万元，为农民增加了收入．其中甘孜、阿坝，凉山民

族自治州的一些边远山区，中药经济收入占当地农民副业收入的

50％左右。特男Il是1979年至1989年的十一年问，中药材公司系统

中药材购进金额一十六亿三千五百七十三万元。销售金额二十一

亿三千七百四十八万元，中成药销售额一十七亿五千八酉三十四

万元，中药出口一亿六干七酉八十三万元，比J979年前的二十多

年都有很大的增长。 。

r

中成药生产发展很快。老剂型、老品种得到改造，新剂型、

新品种不断出现，且药品质量有了较明显的提高。许多优质产品

分别获得国家银质及优质产品奖和局优、省优等称号。1989年全

省年产值一亿六千二百三十一万元．产量七千三百五十二吨．在

全国排列名次由1950年末尾跃升为第十二位。全省中药饮片厂

(组)兴建了一百二十个，产值7830万元，产量31000吨，基本

满足药用配方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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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药物价概貌

中华民国猎躲政府没有专门从事药材经营的糨构；其领导
形式是在地方商会下设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为商界头面人物主

持下的群众团_俸；其职能仅限于维护本地本会利益，调解行业内

部纠纷，摊派收缴揖税等事宜。
’ ’印’·

当时中药贸易系个体经营，少数为股分(合伙)-’经营i噔片

业基本上是个人开业。其价格由业者自定，或按习俗作价，流传

有“药无对本不开抽"，‘o钨无三倍利。九代不行医"。由于中
药是治病救人的物质，带有社会慈善福利性质。咀片业者多为小

本乡圣营，阻，本7裟糊[j为生计，旺季时能多腻j导一点，淡季时～般

只可勉强支掉，故有“饿不倒，宙不了"的f々说。

；n华民门时期药材行(栈)，择药Nj：的收嗡，批发价格，

系随行就jij，商J：1jiM交易，囚地点、时|、uj彳：碉，Jt价格也不相

同。企收购价恪l二，药行药栈由了：资金较多，一·般!j城市大商譬

有较啮幼的勋：系，资，4二雄厚者，还与一t-海、J“州等口岸商号有往

来驳乐，并了i通价陆行1矗信息较灵。Ⅵ{地市场收购价格之，葛

低，贝n视h{j毛}多寡，或出产之多少，按听j莹握r1岸和大城市的

行竹．向畈运奢代尘J’二者视6fl质面议价格，价议定后则按当地

“钩：规、银规"收货付≯：。 “f{：规，银规"各地彳：¨，一般为每

，i．二：十龋(现1．25市斤)龙r，i，{圣担为130～】50市斤。据《灌县药

志》记载：其“称规黟按不『『寸品种确定，如官佳，丹皮、木通

⋯⋯等为L折，木瓜、黄柏、JlI芎、泽泻⋯⋯等为八折，甜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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