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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植物提取物（Plant extracts）指采用适当的溶剂或方法，从植物（植物全部或者某一部分）

为原料提取或加工而成的物质，可用于医药行业、食品行业、健康行业、美容行业以及其它

行业。  

      植物提取物是以植物为原料，按照对提取的最终产品的用途的需要，经过物理化学提取分

离过程，定向获取和浓集植物中的某一种或多种有效成分，而不改变其有效成分结构而形成

的产品。按照提取植物的成份不同，形成甙、酸、多酚、多糖、萜类、黄酮、生物碱等；按

照性状不同，可分为植物油、浸膏、粉、晶状体等。

      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我国有1074家企业对外出口植物提取物商品，与去年同期出口企

业数量相比稍有增加。其中，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高达50.4%，遥遥领先，贡献最大

。&ldquo;三资&rdquo;企业紧随其后，占比达到35.4%。我国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不到20年，

民营植物提取物企业多在缺少&ldquo;呵护&rdquo;的条件下成长发展起来，在应对一次又一次

的金融&ldquo;海啸&rdquo;的挑战中不断壮大。

      在新的医学模式影响下，具备功能性或活性的植物提取产品备受青睐。目前，植物提取物

行业发展越来越快，已超过药品市场增长速度，成为独立的新兴行业。随着世界范围内植物

提取物市场的崛起，中国的植物提取物行业也必将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战略型支柱

产业。

      从我国出口情况看，受益于海外需求强劲，我国植提产品出口额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近

8 年来年均复合增速在 17.5%左右。2014 年，我国共向 133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植物提取物产品

，出口额 17.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88%，远高于医药保健品出口的 7.38%，也高于中药类产

品的 14.49%。从出口区域来看，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传统市场稳居前列，三者占总出口额

的 92%。三大洲中，东盟表现尤为抢眼，全年出口额达 3.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81%；欧盟

和北美的出口额分别达到 3.44 亿和 3.56 亿美元，同比增速超过 10%；非洲、拉丁美洲虽然所

占份额较少，但同比增速也达到 53.65%和 29.36%。15 年上半年，尽管国内外经济仍然呈现低

迷甚至衰退的迹象，我国植提物出口仍达到 10.9 亿美元的新高，同比大幅增长 29.6%；出口

量更是达到 4.9 万吨，同比增长 56.38%；出口均价有明显下降，降幅为 17.1%。根据医保商会

的数据分析，美国、日本、印度和马来西亚占我国植提物出口总额的 76%，出口产品主要以

膳食补充剂为主，如甜叶菊、辣椒色素、罗汉果提取物等食品添加剂。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植物提取物市场供需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八章

。首先介绍了植物提取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植物提取物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植物

提取物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植物提取物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植物提取



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植物提取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植物提取物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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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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