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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7.5财讯

天然牛黄突破120万元/公斤，中药材价格为何
淡季异常暴涨？

今年以来，我国中药材价格猛增，部分中药材
出现了一日三价的情况。

近一年来，天然牛黄价格一路飙升，贵比黄金。
天然牛黄为牛的干燥胆结石，极为稀少。通常

情况下，只有一些牛胆道发炎，胆汁排出受阻，胆汁
中的胆固醇加上钙盐，再配合一些胆色素沉淀，才
会凝结形成一些颗粒状或块状物，即为牛黄。在宰
牛时，如果有牛黄，将其取出，除去外部薄膜后阴
干，便制成“天然牛黄”。

数据显示，以亳州中药材市场为例，2022年6
月30日，天然牛黄的价格为55万元/公斤，但仅过
一个月，这一数字已经涨至58万元/公斤。随后，其
价格更节节攀升，2023年初为65万元/公斤，到了3
月份已经涨至80万元/公斤。据了解，6月份已突
破120万元/公斤。

相关协会报告显示，亳州、安国、成都、玉林几
大中药材交易市场里，有超200个常规中药材品种
年涨幅高于50%，25个常用大宗药材年涨幅超
200%，鸡骨草等个别品种一年甚至涨价4至9倍。
6月27日，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总指数为2143.92
点，同比上涨23.34%，触及历史新高。

据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发布的报告指
出，今年以来，我国中药材价格猛增，部分中药材出
现了一日三价的情况。截至6月16日，中药材综合
200市场价格指数已涨至 3537.85点，月涨幅为
12.07%，创历史新高。其中，当归市场价格突破140
元/千克，近一月涨幅高达75%；三七和白术的月涨
幅也超过60%。

中药材价格“淡季不淡”

在甘肃省岷县中药材销售市场，商户小郑拉来
4吨左右的当归，不到两个小时就销售完毕。他向
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当归走货很快，价格也不断攀
升。同时，当地市场商户小唐说：“现在，我每天能
卖500公斤。往年一个月销售几吨，还要求人来看
看我的货。今年一公斤赚几十元，去年基本上不赚
钱，一公斤赚一两元、几角。”

事实上，5、6月份本该是中药材市场的淡季，由
于天气转热且降雨增多，中药材运输、储存成本较
高，采购量相应减少。那为何今年出现了淡季异常
上涨的情况？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向记者表示，
造成中药材涨价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现在
药农越来越少，造成了用工成本攀升；二是，随着药
品管理法的监管体系不断全面，使得中药材种植、
生产加工仓储等方面的合规要求趋严，增加了企业
的运营成本，最后就转嫁到药材价格上涨；三是，经
济尚处于恢复阶段，不排除会出现有企业囤积居
奇，扩大供求矛盾，致使中药材上涨而使得部分中
成药价格攀升的情况出现；四是，生产工艺标准的

提升，也会造成中药材成本的攀升。
亳州某中药材厂商也向记者表示，“中药材价

格波动有很多原因，就像去年的疫情，或者天气灾
害都会产生影响，或者像突然之间‘药食同源’火起
来，市场需求量突然上去，价格也自然被影响了。”

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中药饮片专业委员会关
于中药材价格异常增长的情况报告指出，出于对
中药价格上涨的预期，一些游资进入中药材领域，
炒家们故意囤积药材，低进高出。部分经营商也
转化成为游资炒作中药材的“操盘手”，囤货惜售，
不断推高市场行情，药材价格出现了极不正常的
暴涨势态。

农户小陶（化名）也见证过“炒作”的力量。锁
阳是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特产中药材，2021年
9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今年锁阳产新
后，他注意到大批买家不到一个月就以40元至45
元左右的价格将产地的锁阳一扫而空，过了仅仅数
天，价格就涨至70元左右。甘肃省岷县中药材销
售市场的采购商小胡也告诉记者，月初的时候他看
当归价格居高，观望了一阵之后，发现价格还在上
涨，就赶紧来采购了。

中药材淡季不淡，除了人为炒作以外，也是多
个因素共同催化的结果。

据记者从全国最大的两家中药材交易地安徽
亳州、河北安国了解，当前中药材惜售情绪严重，两
地多家冷库经营者表示今年压的中药材太多，冷库
已无余地或所剩不多。而冷库价格也水涨船高，报
价每吨350元至600元不等，而往年价格在200元
左右，很难超过300元。有冷库老板直言，“过去三
年没赚到的钱，今年要全在中药上赚完。”

另一方面，供给端上，2020新版《中国药典》对
中药材安全性作出新的规范，进一步加强了对药材
饮片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禁用农药残留、真菌毒素
以及内源性有毒成分的控制。药材质量标准提高，
推动种植成本上升。

中药材天地网信息中心经理陈庆说，“药农的
生产成本在逐年增加，而部分大宗品种之前常年低
价，药农收益性不好导致没有生产积极性，加上灾
害的影响，中药材产能确有下降，而需求近年来整
体有增加。”同时，中药材属于农副产品，陈庆分析
称，中药材来自广阔的农村，大多由农民栽种而出，
目前还有合作社和基地，但未形成主要群体。

甘肃一农户也向记者表示，家里之前种过几亩
中药材，但到丰收的时候，发现药材不值钱，几亩地
的药材还比不上自己出去打一个月的工，所以就改
种了小麦玉米，直接能机器收种更省事，自己也能
出去打工赚钱。关于野生中药材，现在很多农村家
里都只剩下老人孩子留守，更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
去采挖野生中药材。

涨价的连锁反应

头豹研究院医疗行业高级分析师郑桦此前表
示，今年以来中药材价格指数持续攀升，常见中药
材以及高端中药材价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上涨，在
价格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行业利润承
压，压力亦传导至产业链各环节。

原料涨价或直接造成部分药品取消挂网。今
年2月20日，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通知，
有20余种中成药撤除挂网资格，原因系“企业生产
成本上涨”。另据5月25日贵州省医保局通知，部
分药企提交了撤网申请，其中河北百善药业生产的
元胡止痛片、黄连上清片，江西心正药业生产的六
味地黄丸等均在名单之列。

多个中药饮片企业人士表示，原料涨价下，其
采购成本随之增加，尽管会通过提价平抑成本压
力，但难以全部消化，利润空间压缩明显。河南一
中药饮片厂商负责人坦言，公司采购成本较去年增
长一倍，利润缩水30%，有些产品已经停产。

“这种异常增长使得中药材市场存在崩盘风

险。”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关于中药材市场
价格异常增长的报告强调，由于资本的进入及药材
价格的上涨，“炒药团”及大量散户趁机囤货、压货，
导致市场流通减少，进入到“囤货-价格上涨-囤货”
的不良循环，中药材的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除部
分品种在正常上涨周期，绝大部分品种价格呈异常
爆发式增长，随着中药材逐渐产新，市场供求比例
严重失调，中药材价格指数随时面临急剧下降，最
终导致中医药全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游的制药企业已经明显
承压。亳州一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小
赵表示，上游药材价格猛涨，但下游供货为保证民
生与消费者利益，价格却不能同步调整，导致产销
成本严重倒挂。若不涨价，药企难以承受，如若涨
价，则消费者又难以接受,药材价格的无序无边界增
长,必将损害多方利益，乃至影响行业良性发展。

西安万寿路贝斯特中药材专业市场一家药行
的老板小岳说：“市场上冷冷清清的，都没什么人。
药材虽然涨价了，但对于行业末端环节来说，进货
的价格也在涨，并没有带来什么收益。反而由于价
格太高，药材不好卖了。”

同时，广州某中药材消费者向记者表示，“前几
天我带着妈妈去医院复查开中药，结账时我吓了一
跳，去年价格在300多元的药，今年竟要800多元。
我反复核对了好几遍，方子一点都没变。”

如何应对价格暴涨？

“如果市场持续这样异常上涨，后续药农一味
扩大种植，产量大幅上涨，行业很可能面临资本散
场后的一地鸡毛。”安徽省亳州市某上市医药企业
负责人李先生说。

一名中成药生产企业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中
药材价格应当回归其价值本身，一旦赋予金融属
性，药味就变了。

上述李先生预计牛黄类产品销售走势向好，随
着消费者需求走向趋于平缓，下半年应该会保持价
格。李先生表示，当前中药材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一
个相对稳定的高点，后续不会再大幅上涨，目前各
行业协会都注意到涨价情况开始加以引导，外加随
着8月部分药材开始逐步产新，若产量没有大幅减
少，市场供应量逐步提升后，市场或许会逐步回落。

对于当下异常的市场行情，四川天府健康产业
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认为，由于农业种植业成本
近年来普遍抬升，客观上对中药材种植也造成影
响。所以，有必要建立国家中药材储备制度，既保
护药农的利益，也保护中药材加工业的利益。

中药材是中药产业发展的基础，价格管控与质
量控制一直以来是中药材监管的两大难点。如今，
中药材价格异动已经引起管理部门注意，中药GAP
建设示范工程也已经启动，相关政策将很快落地，
相信中药材行业即将迎来全新变革。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在紧缩预期推动下，10年期美债收益率高位震荡，7月3日在3.8%关口上方，甚至有望向4%关口
再度发起冲击。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高企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让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目
前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仍在6.7%上方，持续处于十几年高位附近。

不过，和相对脆弱的商业地产不同，美国住宅市场经受住了本轮紧缩风暴考验，仅受到小幅影
响，目前成屋和新屋价格同比跌幅仅为个位数。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对记者分析称，本轮加息周期中，美国地产对利率显著“脱敏”，量价
相较低位均有不同程度回升。新房销售量在2022年7月触底回升，成屋销售量2023年1月触底回
升，截至2023年5月，新房销售环比增速达12.2%，同比增速达20%。新屋开工量今年1月以来明显反
弹。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地美房价指数及前20城房价环比增速均转正。

美联储鹰派程度远超此前预期，抵押贷款利率也居高不下，美国楼市为何未受重创？

紧缩冲击下楼市好于预期

整体而言，在数十年未见的激进紧缩政策冲击
下，美国楼市表现好于预期。

二手房方面，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6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成屋销售总
数年化430万户，高于预期的年化425万户和4月的
年化428万户。从百分比看，5月成屋销售环比上涨
0.2%，预期为下跌0.7%。

与此同时，成屋库存处于低位。截至5月底，美
国有108万户待售成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1%，这
是1999年以来最低的5月库存水平。按照目前的销
售速度计算，需要3个月的时间消耗掉市场上的供应
量，低于5个月的库销比，表明市场供应依然紧张。

相对于占美国房地产市场销售量九成的成屋，
仅占美国楼市一成的新屋市场表现相对更好。美国
商务部6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新屋销售年化
76.3万户，创下2022年2月以来最高，大幅好于预期
的年化67.5万户，4月为年化68.3万户。5月新屋销
售环比上涨12.2%，连续第三个月环比增长，预期为
下降1.2%，4月为上涨4.1%。同比来看，5月新屋销售
更是实现了20%的大涨。

与成屋类似，美国新屋库存也处于低位。截至5
月底，共有42.8万户新屋待售。按目前的销售速度
计算，需要6.7个月的时间消耗掉市场上的供应量，
创下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

价格方面，房价并未出现大跌，同比跌幅限制在
个位数。5月新屋售价的中位数为41.63万美元，较4
月上涨，同比则下降7.6%。5月美国成屋售价中位
数为39.61万美元，同比下降3.1%，美国各地区房价表

现不一，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房屋价格上涨，南部
和西部地区的价格下跌。

此外，6月底公布的另一份数据显示，美国4月
S&P/CS全国房价指数环比上涨0.5%，连续三个月上
涨；同比则小幅下降0.2%，为2012年4月以来首次同
比下降，目前的房价仅比2022年6月的峰值低2.4%。

为何未受重创？

面对高利率冲击，美国楼市为何未受重创？供
求关系是背后的关键原因。赵伟分析称，美国住房
供给不足的矛盾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长期去杠
杆。在供给侧，2008年后，美国地产投资占GDP的比
重和银行贷款占比均大幅下降。在需求侧，美国千
禧一代人口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新增家庭数量不
断上升，2015年到2021年，美国住房增加了约630万
套，但美国家庭数量共增加了790万户。

牛津经济研究院美国经济学家NancyVan-
denHouten对记者表示，尽管抵押贷款利率飙升，
但供需动态支撑了住房市场。2022年下半年大部分
时间房价都在下跌后，2023年前四个月美国成屋价
格相对坚挺，因为待售房屋供应稀少，需求强劲，支
撑了价格。

在美联储快速加息过程中，去年10月，30年期抵
押贷款利率一度突破7%。2023年上半年，抵押贷款
利率先降后升，目前已经从2月的低点反弹约60基
点，目前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约为6.7%，与本世纪
初水平相当。

美联储快速加息也导致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集
中暴露，新房贷会比存量房贷的利率高得多。赵伟

表示，在供给侧，高利率加剧了成屋业主的惜售行
为，二手房供应量明显减少，库存处于低位。在需求
侧，2022年以来的加息并未对劳动力市场构成显著
冲击，房价收入比降低，居民负担能力相对提升。另
一方面，去年底至今年2月，房贷利率下降又减轻了
每月还款压力，支撑了需求侧的韧性。

未来或难现大跌大涨

在高利率利空和库存利好的相互制衡下，美国
楼市暂时或不存在大跌或大涨的基础，更有可能是
小幅下跌或小幅反弹。

赵伟预计，短期而言，供求矛盾使美国地产的
反弹可能延续。美国房地产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
截至今年5月，美国二手房库存仅可供应3个月，新
房可供应约6.7个月。反映销售前景的全美住房建
筑商协会（NAHB）市场指数、未来6个月的预期指
数以及潜在买家的流量指数自年初以来连续回升，
截至今年6月，NAHB未来6个月的预期指数已上升
至62。

作为乐观者的代表，高盛首席信贷策略师Lotfi
Karoui甚至预计，2023年以后，随着政策收紧的影响
消退，预计美国房价将出现反弹。历史表明，以1995
年、2000年和2018年为例，房价往往会在一个加息周
期结束后上涨。

中期而言，赵伟认为地产回暖会提升通胀粘
性，短端利率维持高位及期限结构的“陡峭化”或
从需求端压制地产高景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
月例会后持续释放鹰派言论，认为2023年或再加
息两次，近期抵押贷款利率明显反弹。美国5月份
平均房贷还款额已上升至2500美元，在储蓄消耗、
财政补贴退坡的情况下，这会继续抑制地产需求的
释放。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利率市场的定价已完全
消化了美联储年内不会降息的预期，本月议息会
议上再度加息已成大概率事件，短期内紧缩预期
或难降温。

这也意味着高利率对房价的压力仍会继续，
Houten预计美国房价未来会再度走弱，但鉴于现房
供应持续受限，未来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今年晚
些时候美国经济预计将陷入衰退，但供求关系将继
续支撑房地产市场，限制房价的下行空间。

综合

本月起，多家银行下调了美元定期存
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产品最高利率
2.8%，“最新的是7月1号开始执行的。”一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各家银行根据
市场供求关系，合理降低美元存款利率，一
方面出于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和付息成本管
理这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稳
定人民币汇率的角度。7月3日上午，建设
银行深圳某支行工作人员表示，该行美元
存款利率本月起进行了下调。“最新利率是
7月1日起开始执行的，以前会高一点，现
在又降了一次了，现在1万美元以上利率是
2%，5万以上是2.8%，只有这两个档次的，
一年、两年利率都是一样的。”

农业银行深圳某支行工作人员表示，
该行目前美元存款一年期利率为2.7%，1万
美元以上是2.8%。兴业银行深圳一网点工
作人员表示，这个月是刚降的。“6月30日
我们最后一天，现在已经降了，美元存款现
在最高不超过2.8%，6月30日还是五点几
的，最后一天降下来了。”该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应该是有同业自律的，按照基准利率
最高上浮不超过2个百分点。

不过也有银行的美元定存利率目前还
维持在5%以上。如宁波银行深圳某支行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行3个月美元存款
利率为5.1%，1年期为5.2%。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
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
表示，商业银行下调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可
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是商业银行出于资产负债
管理和付息成本管理的考虑。由于前一阶
段美元存款利率比较高，美元存款增长速度
比较快，美元资产端跟不上，这样的话就有
必要对利率进行下调，放缓美元存款增速。
第二个方面，杨海平判断是出于稳定人民币
汇率的角度。 供稿：《每日经济报道》

天然牛黄每公斤突破120万元，中药淡季暴涨

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美国楼市为何未受重创？
多家银行下调

美元定期存款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