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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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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植物提取物是生物医药的核心原料和产品，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植物药、食品添加剂、功能

性食品、化妆品等生产领域。随着21世纪生物医药迅猛发展，在新的医学模式影响下，具备

活性或功能性的植物提取物产品备受青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并有效推动了医药对外贸易发展。  

      2015年我国植物提取物行业产量约16.8万吨，进口约2.9万吨，出口约9.6万吨，国内表观消

费量约10.1万吨。近几年我国植物提取物行业供需平衡情况如下图所示：

 2010-2015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供需平衡情况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0-2015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消费量及增长态势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7-2023年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策略研究分析报告》由智研数据研

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

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

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植物提取物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

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

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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