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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91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省委会：  

    贵党省委会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吉林道地中药材

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建议》收悉，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立足本部门

职能，围绕相关建议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 建立国家级道地中药材权威的检测平台。针对这一提议，吉林省药监

局正积极推动建立国家级道地中药材权威的检测平台。  

吉林省作为“北药”基地之一，拥有资源宝库长白山脉，为北药主产区，

道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共有药用生物资源 2790 余种。吉林省药监局积极推动道

地中药材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评价等工作，根据前期中药材研究和检测、评价

等工作基础，依托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拟申报东北优势药用资源质量评价重

点实验室，待省重点实验室申报成功后，协调吉林省政府加大省财政资金投

入，以便开展更多道地药材项目的研究，为申报国家级道地中药材质量研究与

评价重点实验室打下坚实基础。  



二、“建立面向东北亚地区的北方道地药材交易中心。针对这一提议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积极向国家局争取，但国家相关部（委）一直未放宽有关政

策”。  

一、我省中药材市场情况  

吉林省内目前无国家批准设立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客观上已集聚形成、具

有一定规模的其他中药材（人参）市场 4 个，分别为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清

河镇人参交易市场、吉林省参威人参产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靖宇县土特产品

暨地产中药材交易中心。吉林省药监局重视中药民族药的发展，持续加强中药

标准体系的建设。为解决部分民族药制剂、中成药标准中处方缺失药材标准或

已有标准但标准水平不适应发展要求问题，吉林省药监局积极开展地方习用中

药材、中药饮片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在提高中药饮片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国家已经连续 28年在全国停止审批建立新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近几年，吉

林省人大代表、吉林省政协委员以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多次提出建议和提案希

望在吉林省设立中药材专业市场。吉林省药监局多次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沟通并深入了解中药材专业市场审批政策，目前尚未获得

能够突破审批的限制实现吉林省中药材专业市场审批的办法。  

二、全国中药材专业市场基本情况  

（一）国家四部委制定中药材专业市场标准。1995 年 4 月，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整顿中药材



专业市场标准的通知》（国中医药生〔1995〕7号），明确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生产经营行业主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要广泛宣传本通知，及时将《标准》印发本地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办单位。各开

办单位要按照《标准》，对现有中药材专业市场进行自查整顿，并将自查整顿

情况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生产经营行业主管部门、卫生行政部

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生产经营行业主管

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联合组织对各中药材专业市场的检

查验收。  

（二）国家开展中药材专业市场审批。为严格执行标准，做好中药材专业

市场的申报审批工作，规范和加强审批后的日常管理。1996 年 1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关于严格执

行〈整顿中药材专业市场标准〉加强中药材专业市场管理的通知》（国中医药

生〔1996〕3号）。1996 年，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审核批准设立 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由地方政府直接领导的市场管理委员

会进行管理。全国现有的 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均为 1996 年审批设立。17个中

药材专业市场所在地是：河北保定市，黑龙江哈尔滨市，安徽亳州市，江西宜

春市，山东菏泽市，河南许昌市，湖北黄冈市，湖南长沙市、邵阳市，广东广

州市、揭阳市，广西玉林市，重庆渝中区，四川成都市，云南昆明市，陕西西

安市，甘肃兰州市。  

三、中药材专业市场审批  

http://xxgk.jl.gov.cn/zsjg/jgsw_98162/xxgkmlqy/202410/


（一）国家明确不再批准建立新的中药材市场。2013 年 7月 30 日，国家

八部门联合部署中药材管理工作会议，明确不再批准建立新的中药材专业市

场。国家食药监总局、工信部、农业部、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部署中药材管理

工作，国家食药监总局领导明确：鉴于管理难度，今后不再批准建立新的中药

材市场。  

（二）目前没有中药材专业市场审批项目。关于申请设立吉林省中药材专

业市场，吉林省药监局联系并咨询了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省中医药管理

局明确表示没有中药材市场的行政审批项目。自 1996 年以来的 28年期间，国

家没有批准建立新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将来是否开展中药材专业市场审批尚不

明确。  

（三）国家发文明确规定各地一律不得开办新的中药材专业市场。2013 年

10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

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材管理的通知》（食药监〔2013〕208 号）

规定：除现有 17 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外，各地一律不得开办新的中药材专业市

场。 

四、中药材不再列为药品经营企业经营范围  

2023 年 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4号），明确药品经营企业经营范围不包

括中药材，自 2024 年 1月 1日起，中药材不再列为药品经营企业经营范围。  



三、建立推动道地中药材发展的三支核心科研团队。针对这一提议省药监

局经过调研和省情实际提出两点做法，以促进该建议落实，情况如下：  

（一）强化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整合科技资源，建立以中药企业为主

体，以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为依托，通过了解企业所需，对国家天然药物研究

中心和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的实地调研，协调企业与大专院校对接，科研成果

共享，搭建中药品种研发平台，发挥吉林省中药大省优势，以中药产业自主研

发体系，加强重点项目科技攻关，开展中药机理研究，加快中药为资源的新药

开发，提高中药产品附加值，支持和扶持以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  

（二）加强与先进省份技术交流。吉林省是中药品种的主要产地，产业研

发较国内先进省份相比较，各项生产、制备、检测的技术都与先进省份存在一

定差距，需要加强与开展中药研发、生产等方面发展比较好的同仁堂、康仁堂

等老字号中药企业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的技术，提高成品的质量水平，提高国

内竞争力，有利于创新制剂发展模式。中药的研发单位和生产企业还应加强国

际交流与技术合作，争取早日能走出国门，提高中药品质，发掘吉林道地药材

优势，打创吉林品牌效应，为中药产品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技术平台。  

对于该提案建议，省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围绕职能，积极推动相关工

作，不断加强吉林道地中药材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相信随着政策的优化和政

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努力，吉林省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和利用会上一个更大台

阶。  

    



（联系人：邹德明    联系电话：0431-81763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