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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刊載之資料均源自歐睿之報告及各官方或其他公開資料來源，而該等資料或會與
其他在中國境內外製作之資料有所出入。我們相信該資料的來源為恰當來源並已合理謹慎地
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我們概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失實或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以致該等資料
失實或誤導。本公司及獨家保薦人或參與股份發售的任何其他各方並無獨立核實有關資料且
概不就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我們概不就該等資料的完整性、準確性或公平性發表任何聲
明。因此，不應過份依賴該等資料。

關於歐睿

我們已委任獨立第三方歐睿就中藥產品編製報告（「歐睿報告」），委託費用總額為171,151

美元。歐睿總部設於英國倫敦，僱有逾800名分析人員，於全球80個國家進行快速消耗品、工
業、服務及B2B市場的調查及追蹤，擁有深入的調查經驗及市場知識，在過去15年間亦於中國
積極從事市場調查。至今，歐睿已完成逾250項對中國行業的特定調查。這次的調查由歐睿之
新加坡及上海地區研究中心進行。

於編製報告時，歐睿已收集並審閱公眾可獲得的資料，包括研究報告、新聞稿、政府數
據、行業相關刊物、公共檔案及上市中藥產品生產商及分銷商之年報。此外亦與行業專家、中
藥產品生產商及分銷商代表進行個別訪談，以取得第一手資料。歐睿從多個第二手及第一手信
息渠道印證收集所得的全部數據及資料，並不會依賴任何單一來源。此外，歐睿會就每個回應
的資料及見解與其他回應進行驗測以確保可靠性，以及排除該等資料來源的偏頗意見。為確保
準確預測，歐睿根據其對市場過去發展的全面深入評估，採用標準的定量及定性手法分析市場
規模、增長趨勢等，將有關數據與（倘適用）既有的政府╱行業數字及╱或業界訪談，以及統計
工具（如迴歸分析、時間序列分析、數據模型等）相互印證。

中藥產品定義及分類

中藥產品亦稱傳統中藥，乃中國自古以來沿用之藥品，源遠流長，為相對於標準保健品
而言的治療產品。中藥產品被視為含有特別元素，與西方藥品各具功效，因此成為值得關注的
另類療法。舉例而言，中藥療程及產品使用者多認為西方藥物只能治標，而中藥則能治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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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西藥療程或產品通常較中藥療程或產品昂貴，使中藥成為較相宜的選擇。加上中藥產品一般
由天然草藥及動物製成，傳統中藥使用者認為服用中藥較服用西藥容易吸收。中藥產品可分為
中成藥、中藥材及飲片，以及中式保健品。 

中成藥

中成藥使用傳統中成藥的原材料製成，經調查、研究觀察及臨床試驗，已普遍獲認可為
可安全服用之藥物。中成藥可研製成多種形式，分別有膠囊、藥丸、藥散、顆粒、藥膏、藥片
等。 

中藥材及飲片

中藥材及飲片為傳統中藥之一，按照傳統中藥理論炮製而成，例如蒸、煮、煎、剁、
切、刮等。此類藥物通常需要先經煎煮方能服用。

中式保健品

中式保健品可採用傳統中藥原材料成份或傳統中成藥精華作為有效成份。中式保健品能
提供一般健康飲食習慣以外之保健功能，當中包括：增強免疫系統、改善身體機能、控制體重
等。

中國中藥行業

根據歐睿之報告，於二零一一年底，在中國有逾2,300家中藥產品製造商。

歐睿之報告指出，中藥行業在過去幾年以飛快速度增長。至二零一一年，中成藥及中藥
材及飲片之行業總產約為人民幣4,179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約31.7%。中成藥與中藥材及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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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重亦逐年上調，並於二零一一年佔約0.9%。此增長乃由國內外需求
帶動。下表顯示歐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數據提供中國中成藥及中藥
材及飲片之行業產值：

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中成藥 中藥材及飲片

二零零七年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

年複合增長率人民幣十億元

(二零零七年
至二零一一年)

24.7%

24.0%

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如上表所示，中藥行業由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一年間有穩定增長，預測此趨勢於可見將來
仍會持續。根據中國中藥協會的行業專家估計，二零一五年中成藥、中藥材及飲片及中式保健
品的行業產值或會超逾人民幣一萬億元。我們相信中藥認知度提高乃該增幅之推動力，而且會
繼續推動增長。下述為中藥認受性提高之關鍵因素：

• 中藥行業之規範監管有所改善 

中國的中藥行業標準有所改善，有助提高消費者對中藥療程及產品的信心及接受程
度，從而擴大客戶群。市場上的偽冒及劣質藥品一直阻滯顧客使用中藥療程及產品。為
解決此問題，中國政府近年實行更嚴格的品質規範及監管。有關規例包括《中國藥品管理
法》、《中國中醫藥條例》、《關於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及《關於加強中藥
飲片監督管理的通知》。

• 中藥行業的現代化及全球化

中藥行業近年的發展愈趨現代及全球化。在中藥研究及生產過程中應用現代科技的
情況日趨普遍，從而研發出更加安全有效、可大量生產、便於服用及效果持久的產品，
足證行業的現代化發展。而且近年推行更嚴格的中藥品質規範及監管，亦加快了中藥產
品的現代化進程。本集團相信由於中藥材等低附加值的中藥產品市場競爭激烈，迫使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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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規模的製造商重金投資研發中成藥及中式保健品，以加強競爭力。著名的公司有同仁
堂集團、公司4和其他公司。

為拓展海外市場，愈來愈多中藥產品製造商在適用情況下按不同國家及地區的有關
規例為其產品註冊。

在十二五規劃中，亦有強調發展中藥產品外銷的重要性，可見中藥產品的現代化及
全球化趨勢在未來仍會持續。

• 政府支援中藥行業發展

中國政府透過直接資助與推出優惠政策支持中藥行業發展，是另一股推動中藥行業
向前的力量。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中國政府提出總額達人民幣8,500億元的三年計劃，目
標為改善醫療基建及擴大國內保險涵蓋範圍。此類醫療投資對整個醫療行業有直接推動
作用，而中藥乃當中的關鍵行業之一。中國政府亦加大力度支持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
提供援助建設中藥醫院，此舉將會增加處方中藥數量，繼而推高對中藥產品的需求。在
二零一二年初，共十四個國家部門聯合制定並發布了名為《關於促進中醫藥服務貿易發展
的若干意見》的一籃子措施，主要為支持中藥行業的發展而制定，當中包括金融投資、稅
務減免、財務補助、提高國際認受性等措施。本集團深信實施此等優惠及支援政策後，
中藥行業將在可見未來繼續增長。



行業概覽

- 63 -

中藥產品外銷 

根據歐睿報告，中藥產品出口額在過去幾年穩步上揚，於二零一一年錄約總額約為
1,202,200,000美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幅近27.9%，由二零零七年起計年複合增長率約為13.0%。

受惠於政府的支援政策及規例，國內中藥產品製造商積極向海外擴張，中藥產品在海外
市場的需求量亦因其認受性提升而增加。中藥產品的外銷將在可見將來持續升勢，估計至二零
一六年將升至約2,425,500,000美元，由二零一一年起計年複合增長率約達15.1%。

下表為所示期間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推算的中藥產品出口額：

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中成藥 中藥材及飲片
中式保健品

二零零七 二零零八 二零零九 二零一零 二零一一 二零一二
預測

二零一三
預測

二零一四
預測

二零一五
預測

二零一六
預測

(二零一一年至
 二零一六年) 

年複合百萬美元

(二零零七年至
 二零一一年) 

12.5%

18.3%

13.0%

10.6%中成藥

中藥材及飲片

中式保健品

整體

15.0%

20.0%

15.1%

10.0%

增長率
年複合
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

中成藥

儘管中成藥只佔二零一一年度中藥產品總出口額約19.1%，但我們認為中成藥是中藥產
品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原因是該類產品屬成藥性質，與中藥材及飲片及中式保健品相比，
一般較難在文化背景有異的地區取得註冊及進行推廣。據歐睿報告所述，二零一一年的中成藥
出口額約為229,800,000美元，較二零一零年度增長約18.6%，由二零零七年起計年複合增長率
約為10.6%。預測中成藥出口額於二零一六年將升至約370,100,000美元，由二零一一年起計年
複合增長率約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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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

中草藥佔中藥產品出口總額約63.8%，為三個類別之冠。歐睿報告顯示，二零一一年度
的中藥材及飲片出口額約達766,900,000美元，較二零一零年攀升近17.8%，從二零零七年起計
年複合增長率約為12.5%。此增長主要由於產品售價上升所致。在二零一一年，中草藥平均出
口價格急升約33.6%，尤以人參、茯苓、半夏等為甚，升幅超過80%。估計中草藥的出口值將
達至約1,542,500,000美元，從二零一一年起計年複合增長率約為15.0%。

保健品

於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間，出口值增長最快的類別為保健品。按歐睿報告所述，二
零一一年度保健品出口額達206,100,000美元，佔中藥產品總出口額約17.1%，較二零一零年增
加約115.0%，自二零零七年起計年複合增長率約18.3%。預測未來保健品出口額會較二零一一
年度上升逾倍，達到約512,900,000美元，自二零一二年起計年複合增長率約為20.0%。

主要出口目的地

隨著國際社會對中藥產品認識加深，中藥出口市場也日漸蓬勃，尤以在華人聚居的亞洲
為要。以下圖表顯示二零一一年度中藥產品出口額最高的首二十個目的地（國家╱地區）：

 

二零一一年度中藥產品出口額之地區分佈

亞太經貿組織成員國

亞洲其他國家

非洲

歐盟

歐洲其他國家

拉丁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

57%

2%

11%

1%
2%

9% 1%
17%

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行業概覽

- 65 -

意大利 1%

荷蘭 1%

英國 1%
印尼 1%

澳大利亞 1%

智利 1%

西班牙 1%

俄羅斯 1%

二零一一年度中藥產品出口額最高的首二十個目的地

香港（中國）27%

 20%

越南 9%

美國 8%

韓國 8%

台灣（中國）5%

德國 3%

新加坡 3%

馬來西亞 3%

加拿大 2%
法國 2%
泰國 1%

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如以上圖表所示，亞洲為中國外銷中藥產品出口額最高的地區，佔二零一一年度中藥產
品總出口額約73.5%。在二零一一年中藥產品出口額最高的首二十個目的地中，九個亞洲國家
及地區共佔超過90%的出口額，分別為香港、日本、越南、韓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及印尼。當中香港、日本及越南為最高出口額的首三位，共佔總出口額約51.8%。

中藥產品製造商及其出口模式

整體而言，國內中藥產品製造商採用三種出口模式：第一種是委託貿易公司或海外代理
外銷；第二種是與當地商戶合作的傳統模式；第三種便是同仁堂集團所採用的模式，即透過設
立海外同仁堂品牌零售店進行外銷。如果選用貿易公司模式，貿易公司及海外代理將負責所有
出口及海外銷售相關事宜，製造商無需與海外分銷商進行商討。使用此模式只需最少的人手、
成本及海外市場知識，製造商不需成立出口部門，亦無需開發或維繫海外分銷網絡。若選用與
當地商戶合作的傳統模式，製造商將會直接在出口目的地與選定的當地商戶攜手開設分支或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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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公司，借助當地夥伴的龐大分銷網絡及豐富的當地市場知識進行分銷。但與委託貿易公司相
比，此模式需要製造商投放較多人力及資源。多家製造商均使用此模式。根據歐睿報告，第三
種模式乃同仁堂率先開發及採用的獨有模式。此模式可算是從與當地商戶合作的傳統模式改良
所得。在傳統模式的基礎上，同仁堂集團不僅依賴當地商戶的分銷網絡，亦致力開設「同仁堂」
品牌店舖，出售中藥產品及提供中藥保健服務。相較傳統合作模式，同仁堂集團採用的這個模
式能有效推廣品牌知名度與商品認受性。雖然所需的人力及經濟資源較多，但我們相信此模產
式能帶來長遠效益。

中藥產品主要出口商

按歐睿報告所述，二零一一年度包括貿易公司及製造商在內的首十家中藥產品出口商，
錄得出口額約314,800,000美元，其市場比例佔總出口額約為26.2%。下表載列二零一一年度首
五家中藥產品出口公司及其出口額：

   佔總出口額
公司名稱 百萬美元  %

公司1 85.6  7.1%

公司2 47.8  4.0%

公司3 37.2  3.1%

同仁堂股份 36.9  3.1%

公司4 23.4  1.9%   

總值 230.9  19.2%
   

資料來源：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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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的數據，同仁堂集團為二零一一年最大的中藥出口商。
二零一一年度首五家中藥產品出口公司中，首三家均主要集中於出口中藥材及飲片，而同仁堂
股份及公司4則主要出口中成藥。下表列出首五家中成藥出口公司及其出口額：

   佔總出口額
公司名稱 百萬美元  %

同仁堂股份 36.6  15.9%

公司4 23.4  10.2%

同仁堂科技 7.5  3.3%

公司5 7.2  3.1%

公司6 6.5  2.8%   

總計 81.2  35.3%
   

資料來源：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

如上表所示，同仁堂股份乃出口額最高的公司，而同仁堂科技則佔二零一一年中國中成
藥出口公司的第三位。兩家公司合共佔中成藥之總出口額約19.2%。

香港的中藥行業

香港衛生署中醫藥事務部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監督及宣傳中藥於香港的
使用。中醫藥事務部與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亦已採取措施支持中藥在香港的長遠發展。

在香港廣受歡迎的中藥產品包括燕窩、靈芝、冬蟲夏草、阿膠，而局部使用的中藥產品
則包括藥膏。根據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數據，香港於二零一二年有293家中成藥生產商、
855家中藥材批發商及4,468家註冊中藥零售商。



行業概覽

- 68 -

下表為香港中藥產品於所示期間的過往及估計零售額：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零七年
至二零一一年)

11.3%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六年)

9.1%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6,387 6,994
7,707 8,755

9,806
10,865 11,951 1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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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中藥產品於香港增長的主要因素

香港政府對中藥產品的支持

香港衛生署中醫藥事務部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規管、監督及推廣中成藥於香港
的使用。中醫藥事務部與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亦已自一九九九年起採取措施支持中成藥在香
港的長遠發展。該等措施包括建立一個涵蓋享有盛譽機構的網絡以便進行研發工作；為加強於
中成藥行業的競爭力，開發新藥；及設立研究基金以支持研究中成藥。

改變消費者對中藥產品的看法

政府自二零零三年起就中成藥實施註冊系統。製造商及進口商在進口或於市場出售前必
須自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藥組取得牌照。通過若干安全測試及功效鑑定的產品方可獲得牌照。
目前，所有於香港出售的中藥產品必須於包裝上顯示牌照號碼。中藥產品的規管及標準化大
大提升消費者對中藥產品的信心。與此同時，香港中醫師的數目增加，導致更多現代中成藥診
所。現代中成藥診所不僅照料長者需要，亦吸納年輕消費者。由於香港消費者日益重視中藥產
品相關的各種保健裨益，故中藥產品市場持續錄得不俗增長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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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產品於香港越趨普及

中藥產品於零售渠道越趨普及亦刺激其增長。香港三大連鎖保健零售店均非常積極地打
造彼等成為可靠的中藥產品零售商。於過往期間，該等零售商積極於香港拓展營業版圖，店舖
數量增長強勁。

儘管專營保健及美容零售專門店銷售主流中藥產品品牌（如品牌3、北京同仁堂、品牌1及
品牌2），為從所提供中藥產品的競爭中突圍而出，彼等於現有產品種類中引入新的或獨家中藥
產品品牌及產品。此舉導致大量中藥產品品牌及產品在香港市場湧現。同時，連鎖零售店正嘗
試透過出售競爭對手未銷售的獨家品牌或產品，務求從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這些競爭將為市
場帶來更多中藥產品品牌，而零售商及領先品牌將更積極進行宣傳及店內促銷。

對中式保健品的需求

醫療成本上漲、工作繁忙和缺乏運動引致的健康問題，正加大刺激社會對增強體魄及舒
緩輔助療效型的補充劑需求。隨著香港消費者更著意於對市場上出售的中成藥的篩選，為鞏固
健康及治療病痛，香港銷費者在本地中藥產品更新換代及優化上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相信中
國保健品將繼續鞏固其於香港的地位，並成為香港中藥產品的主要增長動力。

中國內地消費者激增

鑑於訪港中國內地消費者數目持續高企．預期他們可支持及刺激中藥產品於香港市場的
銷售。中國政府亦放寬對訪港中國內地遊客的限制。

實施此政策將鼓勵中國內地的中產消費者訪港，刺激市場對高價中草藥及香港品牌的中
藥產品的需求。根據歐睿報告，中國內地的買家認為香港出售的中藥產品（尤其是中草藥）的品
質優於其進口地中國內地。優質中草藥一般集中於香港市場，由於中國內地中草藥種植者一般
挑選最頂級中草藥出口，以較本地分銷的訂價更高。此外，對產品質量及安全性日益關注將促
使更多中國內地消費者在香港採購。香港中藥產品規管的安全準則更為嚴格。值得關注的是，
鑒於訪港成本較高，故中國內地消費者通常會集中大量採購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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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嚴格的規則阻礙藥業未來增長

香港中藥產品供應鏈全部營運商必須取得商業或經營牌照；製造商、進口商、批發商及
零售商於從事中藥產品業務前，必須向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申請彼等各自牌照。除了註冊成
為持牌商業實體外，中藥產品本身亦須另行遵守規定註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審批一款產
品一般需時一至兩年，所需最低成本為50,000港元。由於中藥產品註冊成本高，需時長，限制
本地製造商拓展業務，大部份本地製造商為繼承家族上一代業務經營的中小型公司。

根據歐睿報告，香港及中國（中藥產品重要進口國之一）對生產中藥產品的品質標準不盡
相同。香港品質標準較高使很多中藥產品不能在香港市場銷售。目前，共有36種中草藥不獲准
進口至香港，含有該等草藥的產品均嚴禁於香港市場銷售。

香港中藥產品的競爭格局

根據歐睿報告，由於有多個進口、本地品牌及非品牌產品，香港的中藥產品市場相當分
散。中藥產品市場內，中藥材及飲片主要為非包裝及非品牌產品，通常透過傳統中藥堂及現代
保健連鎖店散賣。儘管同仁堂、品牌1及品牌2等品牌標籤出售品牌及包裝的中藥材及飲片，但
銷量並無佔據中藥材及飲片市場的主要份額。中藥產品競爭主要限於本地與進口品牌之間中式
保健產品及中成藥的競爭。傳統品牌（如同仁堂、品牌1及品牌2）由於歷史悠久，品牌形象突
出，得以在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品牌3及品牌4注重中式保健產品，亦佔有較大的市場份額。

下表載列二零一一年香港首五個中藥產品品牌的零售額：

品牌 百萬港元 市場份額

同仁堂 607.5 6.2%
品牌1 595.5 6.0%
品牌2 407.8 4.2%
品牌3 449.2 4.6%
品牌4 208.1 2.1%
其他 7,537.8 76.9%
合計 9,80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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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宮牛黃丸在香港

隨著人們對安宮牛黃丸功效的深入認識及普遍認同，安宮牛黃丸的本地客戶群進一步擴
大。安宮牛黃丸主治急性腦血管病等疾病，包括引致神志不清及中風的發熱。近年，隨著愈來
愈多零售店售賣安宮牛黃丸，安宮牛黃丸在香港愈趨普及。下表載列安宮牛黃丸於所示期間在
香港的過往及估計零售額：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六年)

18.9%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零七年
至二零一一年)

31.6%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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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下表載列二零一一年安宮牛黃丸在香港的零售額：

品牌 百萬港元  市場份額

北京同仁堂 486.0  94.2%

品牌5 19.4  3.8%

其他 10.3  2.0%

總計 515.7  100.0%

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根據歐睿報告，香港的安宮牛黃丸市場由同仁堂集團主導。本地品牌品牌5及其他小規模
品牌則分佔其餘的市場份額。同仁堂集團作為市場領導者的成功因素包括其在生產安宮牛黃丸
方面的悠久歷史，以及因採用名貴成分而令定價較高。二零一一年，同仁堂安宮牛黃丸的建議
零售價為490港元，而同年，品牌5牛黃丸的零售價為10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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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宮牛黃丸在香港增長的主要因素

本地消費者對安宮牛黃丸的普遍認同

除容易購買外，安宮牛黃丸零售代理商數目的增加亦有助吸引及引導過往並不認識安宮
牛黃丸的香港消費者了解其效用。安宮牛黃丸的消費群逐漸在本地消費者中建立。由於老齡人
口上升，市場對安宮牛黃丸的需求將持續增長。

中國內地顧客

中國內地遊客有助推動安宮牛黃丸銷售的增長。自二零零三年中國內地（尤其是廣東省以
外的二線城市）頒布個人遊計劃以來，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來自中國的遊客數量持
續增長。安宮牛黃丸於香港的零售價相對低於其在中國的零售價，吸引中國內地消費者前來香
港購買安宮牛黃丸。

安宮牛黃丸於中國的建議零售價上升

隨著安宮牛黃丸第一大品牌的市場建議零售價上漲，每丸售價由二零一零年末的435港元
上升至二零一一年末的490港元。價格由二零一一年末的490港元進一步上升至二零一二年末的
670港元。價格上漲亦帶動產品市場零售銷貨價值的增長。雖然安宮牛黃丸價格上升，但由於
人民幣兌港元升值，因此在香港購買安宮牛黃丸仍較實惠。

安宮牛黃丸於香港的分銷渠道更廣

根據歐睿報告，安宮牛黃丸的香港主要製造商表示有意透過增設專門店來提升彼等於香
港的零售地位。預期有關零售店舖將作為促銷安宮牛黃丸的有效市場營銷工具，駐店的內部銷
售顧問具備專業知識，協助教育顧客有關安宮牛黃丸的裨益及功效。然而，由於顧客認為該藥
丸乃供救治腦中風病人的急救用藥，影響增長，因此安宮牛黃丸的銷售頻次可能低於其他保健
品。

靈芝產品在香港

香港市場廣泛認可靈芝為最普遍而功效卓越的保健品之一，能提供人體所需的營養並增
強免疫系統。儘管靈芝產品因其抗衰老功能而更受廣大老年人群歡迎，但是由於引進了靈芝膠
囊、粉末等服用方便的產品形式，現在服食該產品的年輕群體人數有所增加。快節奏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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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失衡的飲食導致現代人的健康問題增多，亦推動了靈芝等具有強身健體功效的保健品消費
熱潮。下表載列所示期間香港靈芝產品的過往及估計零售額：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六年)

3.8%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零七年
至二零一一年)

9.1%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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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於香港，靈芝產品被視為補充保健品，而本地消費者為靈芝產品的主要顧客。因此，主
要由於二零零八年的環球金融危機，其於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八年的增長遠低過其於整個過往
期間的增長。

本地中藥企業品牌3和品牌1等致力於積極推廣產品以維持銷售增長，同時向年輕消費群
體宣傳產品的功效。專門從事美容與保健的企業持續積極拓展貨源，推介獨家品牌與產品，因
此可以預見靈芝產品市場將在預測期間保持良好的增長勢頭。在預計零售額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3.9%時，將假定該市場達到成熟期。

亞太地區的中藥產品行業

根據歐睿報告，亞太地區大部份中藥產品從中國進口，其餘的來自日本、韓國、台灣、
馬來西亞及香港等其他亞洲國家，因而令品牌眾多，市場高度分散。亞太地區普遍進食靈芝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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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燕窩及人參。下表為中藥產品於所示期間於亞太地區的過往及估計零售額：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六年)

12.1%

年複合增長率
(二零零七年
至二零一一年)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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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睿報告

中國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零年出現嚴重乾旱的情況，尤其令到於西南省份雲南、貴州
及甘肅等地區的草藥供應大受影響，導致中藥材價格上升。

人們對健康及另類藥物的意識日深，將令中式保健品，如以具營養價值馳名的靈芝、燕
窩及人參相關補品等，於亞太地區更受消費者歡迎。預期源自天然原料及生草藥的中成藥亦將
更受崇尚天然療法的消費者擁戴。消費者對傳統中醫的看法發生改變亦將在預測期間促進中藥
產品市場的增長。根據歐睿報告，中藥產品銷售再不限於中國人口，此現象料於預測期間持
續，而中成藥之零售額預期將會提升。

中藥產品在亞太地區增長的主要因素

對傳統中醫的認知度提高

亞太區內，西醫作為主要的保健方式受到普遍認可與接納，而傳統中醫則作為西醫的補
充。亞太區內傳統中醫師出具的診斷書普遍無法得到僱主的認可，而傳統中醫是否獲接納則須
由僱主與僱員之間私下協商。

隨著當地傳統中醫學院開設多門課程以及傳統中醫獲當地衛生部門認可，消費者對傳統
中醫師合法性的認可度提升，此舉有助提升公眾對傳統中醫和中藥產品的認可及接納，進而令
中草藥和中成藥獲得公眾認可。中草藥是任何傳統中醫處方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隨著越來越
多的消費者開始信任傳統中醫師，中草藥的需求將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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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統中醫等天然療法的需求增加

鑒於市場對天然治療之興趣日漸濃厚，加上傳統中醫因採用天然草藥及成份全面地治療
身體，日益受亞太地區消費者甚至是非華人消費者之關注，故傳統中醫消費者基礎日漸擴闊，
亦將推動中藥產品之發展。

政府部門在產業驅動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中藥行業受政府監管，各國政府在產業驅動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儘管某些國家的政府部
門收緊法規，加強對製藥企業或零售商的監管，使從業者面臨許多挑戰，但總體而言，亞太地
區各國政府普遍認可傳統中藥執業，鼓勵營造安全的中藥產品消費環境。

燕窩需求的增長

燕窩需求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受亞太地區消費者對維持青春及提升保健意識所影響。燕窩
生產商加強市場推廣，宣傳燕窩的營養價值及抗衰老功效，消費者尋求以燕窩作為首選健康補
充劑，過往期間的燕窩零售額大幅增長。除了宣傳燕窩的抗衰老功效外，燕窩生產商亦推出(i)

多種形式及便利包裝以刺激產品需求；及(ii)多種口味及配方的燕窩產品以迎合年輕消費者的
需求，應對消費者日益增強的保健意識。

中草藥價格上漲

國際需求增長亦是中草藥價格上升的另一主要因素。歐睿報告指出，由於隨著中國大陸
人口日益富裕，保健意識不斷增強、擁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消費者購買更多中草藥和其他形式
的中藥產品、補充劑以增強體魄、維持健康，故於過往期間國內需求有所增長。而面對公共健
康的威脅，國外對中草藥原材料的需求亦有所增加。二零零九年H1N1爆發，由於傳統配方能
有效預防及治療感冒，中草藥需求激增。此外，醫藥公司利用中草藥的藥性研發疫苗亦導致中
草藥價格上漲。

亞太地區的競爭格局

擁有強大研發實力及推廣資金推出種類廣泛產品的企業較其他公司更具優勢。燕窩生產
商普遍在亞太區中藥產品行業具領導地位。根據歐睿報告，預期市場將進一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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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領先中藥零售商

經分析各種經營模式後，尤其考慮到國內其他中藥公司並無擁有類似本集團的海外零售
平台，且本集團為於香港供應含有天然麝香的安宮牛黃丸的唯一供應商，我們認為本集團並無
在國內的直接競爭對手。然而，若干設立於新加坡及香港的境外公司亦有採用與本集團相近的
經營模式，於海外各國營運中藥產品連鎖零售店舖。因此，我們視其為本集團之競爭對手。根
據歐睿報告，領先的環球中藥產品零售商包括本集團、品牌1、品牌2及品牌6。就覆蓋地區而
言，本集團營運之海外中藥零售連鎖業務乃各環球中藥產品零售商之冠。下表列出二零一一年
環球中藥產品領先零售商零售連鎖覆蓋之地區：

公司名稱 總部 零售連鎖業務覆蓋之地區
  （中國內地除外）

本集團 香港 11個國家及地區：香港、汶萊、泰國、馬來
西亞、加拿大、印尼、澳門、新加坡、澳大利
亞、柬埔寨及杜拜

品牌1 新加坡 五個國家及地區：澳大利亞、香港、澳門、馬
來西亞及新加坡

品牌2 香港 一個國家及地區：香港

品牌6 香港 一個國家及地區：香港

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為品牌1，該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在其五個覆蓋之國家╱地區共開設
290間零售店。雖然該公司在東南亞之零售網絡較本集團龐大，但本集團在品牌及商品類型上
均有別於品牌1：(i)「品牌1」為馬來西亞品牌，而「同仁堂」是中國品牌；及(ii)品牌1主要售賣中
式保健品，包括健康食品、營養補充劑、飲品、湯包以及個人護理產品等；而本集團則主要出
售中成藥和中藥材及飲片。品牌2及品牌6雖在香港擁有強大的零售網絡，但在海外國家╱地區
並無開展業務。受其地域限制影響，我們不將其視為主要競爭對手。

附註：

1. 亞洲包括：阿布哈茲、阿富汗、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國、不丹、汶萊、柬埔寨、中國、
塞浦路斯、東帝汶、格魯吉亞、香港（中國）、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日本、哈
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科威特、老撾、黎巴嫩、澳門（中國）、馬來西亞、馬爾代夫、蒙古、緬甸、
尼泊爾、朝鮮、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菲律賓、卡塔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韓國、斯里蘭
卡、敘利亞、台灣（中國）、塔吉克斯坦、泰國、土耳其、土庫曼斯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烏茲別克
斯坦、越南及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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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包括：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貝寧、博茨瓦納、布基納法索、布隆迪、喀麥隆、加那利群島、佛得
角、中非共和國、休達、乍得、科摩羅、科特迪瓦、民主剛果共和國、吉布提、埃及、赤道幾內亞、厄
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加蓬、岡比亞、加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肯尼亞、萊索托、利比里亞、利
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德拉、馬拉維、馬里、毛里塔尼亞、毛里求斯、馬約特島、梅利利亞、摩洛哥、
莫桑比克、納米比亞、尼日爾、尼日利亞、剛果、留尼汪、盧旺達、西撒哈拉、聖赫勒拿、聖多美和普
林西比、塞內加爾、塞舌爾、塞拉利昂、索馬里、南非共和國、蘇丹、斯威士蘭、坦桑尼亞、多哥、突
尼西亞、烏干達、贊比亞及津巴布韋。

 歐洲包括：阿爾巴尼亞、安道爾、奧地利、白俄羅斯、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丹
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意大利、拉脫維亞、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盧森堡、馬其頓、馬耳他、摩爾多瓦、摩納哥、黑山共和國、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波
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羅馬尼亞、俄羅斯、聖馬力諾、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
典、瑞士、烏克蘭、英國及梵蒂岡。

 拉丁美洲包括：安提瓜、阿根廷、巴布達、巴哈馬、巴巴多斯、伯利茲、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
比亞、哥斯達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爾、格林納達、危地馬拉、圭亞那、海地、洪都拉斯、牙
買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聖基茨和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
斯、薩爾瓦多、蘇里南、多米尼加共和國、特里尼達和多巴哥、烏拉圭及委內瑞拉。

 北美洲包括：加拿大及美國。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亞、斐濟、基里巴斯、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瑙魯、新西蘭、帕勞、巴布亞
新幾內亞、薩摩亞、所羅門群島、湯加、圖瓦盧和瓦努阿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