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参是中国中药材资源宝库中的瑰宝，已有

4000 多年的应用历史，栽培历史也达 400 多年。
吉林省作为世界人参的主产区，人参产量分别占

全 国 人 参 总 产 量 的 85% 和 世 界 人 参 总 产 量 的

70%，其出口量也达到世界总出口量的 60%以上。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在保健食品方面的投入，

近几年人参的销售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作为药

食兼用的佳品，人参开始进入保健、化工、美容、食
品、饮料、礼品等多个领域，而且人参消费正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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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药店，走向市场、超市、食品店，走入普通消费

者家庭，从过去只有送礼用的高档礼品，到现在作

为日常保健品服用。人参以其在防治疾病和保健

方面的独特功能，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重

视和采用。近年来，吉林省的人参产业一直被寄予

厚望，吉林省人参产品虽在国内外市场占据着一

定的市场份额，但其总体的经济效益却并未实现。
如何改变吉林省人参产业滞后于韩国的现状，将

“一流资源”转化为“一流效益”成为当前人参产业

发展的瓶颈。

1 吉林省人参市场现状
吉林人参市场缺乏有效管理，在销售过程中

存在多方经营、互相压价等现象。由于价格上的恶

性竞争和人参企业品牌的无序竞争，政府未能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对整个人参行业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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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参产业是吉林省长白山资源开发利用的特色产业、珍稀产业。如何改变吉林省人参产业滞后于

韩国的现状，将“一流资源”转化为“一流效益”成为当前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市场的角度

分析吉林省人参市场的营销现状及存在问题，同时提出了吉林省人参市场采取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从“资源

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这对参农增收富县裕民及带动吉林省人参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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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并没有树立起吉林省人参及其相关产品的名
牌形象。但人参仍是吉林省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
每年出口人参约占全省人参总产量的 80%，出口
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60%以上。吉林省人参产品
主要销往国内和国外。在国际人参市场的整体规
模上，西洋参和人参均为 6000～6500 t，各约占五
成。其中，在人参市场上中国人参市场规模占有
80%～90%，韩国、朝鲜、日本共占 10%～20%，但
从总体看人参成品的高端市场被日本、韩国、欧洲
占有。吉林省人参产量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规模

各约占 50%，两个市场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
1.1 国际市场现状

1.1.1 出口国家和地区
从表 1中可见，吉林省人参出口的主要市场

是新加坡、日本、意大利、台湾和德国，上述5国(地区)的
出口额约占总出口额的 80%。其中，新加坡出口
额最高，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市场，人参出口增长
恢复明显。随着国内外两个市场对人参需求的升
温，为人参产销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拉升人参价格
呈逐年上涨之势。

图 1 2008～2012 年人参出口量 图 2 2008～2012 年人参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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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年吉林省人参市场主要出口情况

排序 出口市场 出口量(t) 出口额(万美元) 平均价格(美元 /kg)

1 日本 117.20 544.08 46.42

2 香港地区 2.16 166.78 772.13

3 意大利 140.00 535.97 38.28

4 台湾省 146.26 500.89 34.25

5 德国 122.81 505.70 41.17

6 新加坡 18.60 1051.76 565.37

7 美国 7.03 37.64 53.58

8 西班牙 16.89 87.19 51.61

9 马来西亚 18.81 96.13 51.10

10 荷兰 10.10 53.46 52.93

资料来源：吉林省参茸办(2013，5)

吉林省人参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欧洲、
东南亚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从各省市出口
情况来看，吉林、广东、北京和黑龙江为中国人参
出口量较大的省市，吉林省出口额居首位。
1.1.2 人参出口量、出口金额

吉林省园参的出口数量，据 1990～2006年海关
统计数据，年平均出口数量约为 1500～1800 t，占总
产量的 1/3 左右。到 2008 年后，人参总体出口量
基本稳定，每年出口量在 2000～3000 t。图 1表
述了 2008～2012年人参出口量。

资料来源：吉林省参茸办(2013，5)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2008～2012 年出口
量虽有所下降，但出口额却有所上升，说明出口价
格在上扬，带来了利润的增加。
1.2 国内市场情况

1.2.1 吉林省人参销售区域状况

吉林省虽然是人参的主产区，但不是人参的
主销区。吉林省人参主销区在闽、浙、沪、粤等沿海
地区，从历史上看，该地区有食用人参用于保健的
消费习惯，年均消耗人参约在 4000～5000 t。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个人消费群体的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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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较前几年增加了 18%左右。人参作为药食兼

用的佳品，其消费逐步走出药店，走向超市、食品

店、普通消费者的家庭等。
1.2.2 吉林省人参价格分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人参的种

植面积不断盲目扩大，使园参大量积压，造成红参

在 1995 年以前持续了多年的不合理的超低价。如

表 2 所示，人参市场价格最低时每公斤仅售 20 多

元，使参农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而使人参的

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在 1994 年底，人参才开始

明显回升，进入 1995 年以后，市场价格达到了

100 元 /kg 以上。1998 年以后，人参的市场行情一

直在平稳的延续，目前的市场价格对于参农来说，

虽无很大的利润，却是稳定的收入。2002～2009

年吉林省人参市场处于低谷期。2009 年以后，人

参价格开始回升。

表 2 2002～2012 年人参平均价格走势 元 /kg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鲜参 26 24 21 18 16 18 20 22 24 48 84 90

白参带须 100 90 85 80 95 108 101 112 245 420 440 700

白参无须 105 100 95 90 98 115 109 117 260 435 450 720

红参 30 支 180 165 125 120 125 130 124 131 320 520 540 780

红参 48 支 90 85 78 73 96 107 104 109 300 490 520 750

红参 64 支 80 75 68 61 82 98 92 101 280 465 480 720

红参 80 支 75 70 66 58 74 88 80 94 260 430 450 700

红参小超 77 69 60 49 66 78 77 86 230 400 420 680

生晒参 110 100 95 90 95 105 105 112 此为白参 550 650 720

资料来源：吉林省参茸办(2014，2)

吉林省人参总量占全国的 70%，出口量约占

吉林省人参总产量的 50%。例如 2012 年吉林省

直接出口人参 2028 t，出口额一亿多美元。吉林

省人参出口的主要市场是日本、中国香港、美国、
中国台湾和意大利，上述出口额约占总出口额的

80%。其中，日本和中国香港又是我国人参出口最

大的两个市场，占总出口额的 50%以上。以日本

为代表的亚洲市场，人参出口增长恢复明显。随着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人参需求的升温，为人参产

销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拉升人参价格呈逐年上涨

之势。

2 吉林省人参市场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研究调查发现，吉林省人参行业之所以

出现产业发展滑坡、人参价格下降、人参产品竞争

力不强，究其原因人参市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
2.1 人参品牌杂乱，营销方式落后

吉林省人参品牌 100 多个，人参品牌多而杂，

知名度不高一直困惑吉林人参产业的发展。仅抚

松县就达 54 个品牌。但由于多数生产企业规模

小，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品牌塑造，一些人参品牌，

如新开河人参，又备受仿制和打假成本太高之苦，

无力进行品牌整合，所以形成吉林省人参行业整体

市场的混乱性，消费者进行人参产品选购时无所适

从。同时营销方式落后，由于吉林省的分散经营，所

以在宣传方法和宣传力度上很难与高丽参抗衡。
2.2 人参文化传承滞后，宣传力度不够

虽然中国人参生产和使用历史悠久，人参文

化底蕴丰厚，但有的从事人参工作的研究人员，对

人参文化也知之甚少。有关人参的传奇故事，并没

有做到家喻户晓。大多数消费者对人参食用方法

了解甚少，这与人参使用方法及功效宣传太少直

接相关。
2.3 缺少技术创新，人参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吉林省人参生产以参农散户种植为主，参农

种参缺乏专业的技术和质量标准，缺少强制性和

有效性的管理手段，导致先进的人参生产技术难

以推广，人参质量也无法保证。人参一直被作为中

药的原料参，产业链条不完整。在人参的种植上，

加工企业工业化程度低，规模小，质量参差不齐。
虽然一部分人参企业通过了国家药材规范化生产

的 GAP 认证，但毕竟所占人参市场的份额还不够

大，因此，吉林省人参市场上销售的人参质量良莠

不齐。
至今为止人参制品缺少行业统一标准，人参

是千家万户齐加工，工艺流程不一致，人员技术也

不统一。目前开发的功能食品约有 200 多种，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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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技含量低、工艺落后，产品粗糙，适应性差，农

药残留超标、服用剂量不明确，所以在国内外市场

上不能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2.4 产品种类单一，附加值低

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属于珍贵的药材和

保健品。吉林人参基本上仍处于“原料参”的初级

阶段销售，缺乏深加工产品。而韩国的人参制品品

种繁多，包括人参美容及化妆产品、人参食品饮

料、参茶、人参粉等，现已开发出 12 大类的 600

多个品种。目前，人参市场价格约为 15 美元 /kg，

而韩国高丽参则能达到 168 美元 /kg。吉林人参和

高丽参在成分上几乎没有差别，其质量和疗效也没

有明显的差异，高丽参的价格却是东北人参的

12～16 倍，吉林人参产品种类单一，附加值低。吉

林人参与高丽参在品种、价格方面差距较大，且短

期内难以迅速改善。

3 吉林省人参市场营销策略
3.1 实行产品差异化营销战略，迎合消费者需求

3.1.1 吉林省人参差异化营销策略
人参差异化营销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

求，提高吉林省人参产品的竞争力，培养吉林省人

参的整体品牌形象，创造高附加值。吉林省人参产

品差异化营销的内容有两个方面：①向消费者提

供不同于竞争对手的人参产品，即营销产品的差

异化。②采取与竞争对手不同的营销形式，即营销

过程的差异化。通过这两方面的差异化营销，给消

费者带来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利益，更好地迎合消

费者的需求。
3.1.2 吉林人参产品整合营销战略

从产品角度考虑，吉林人参生产经营者在现阶

段应导入的新式营销观念有竞争力培育观念、差异

化营销观念、绿色营销观念、网络营销观念、名牌产

品观念、电子商务观念、标准化营销观念、CIS 营销

观念。对吉林人参品牌进行全方位的整合营销传播

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实施如图 3 所示。
3.2 采用不同定价策略 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人参产品价格是人参市场营销组合因素中重要

因素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市场对人参产品的接受程

度，影响着市场需求和企业利润。吉林省人参产业相

关产品定价应根据产品质量实施不同的定价策略，

形成价格优势，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吉林省人参企业

的产品定价，主要取决于竞争者同种产品的价格水

平。由于吉林人参总体竞争力较弱，现有竞争价格对

人参产品的销售数量、需求状态、竞争能力的影响

弱，形成了低价格和低竞争力之间的恶性循环。
3.3 选择多元营销渠道策略，适应消费者需求

人参流通渠道的策略选择问题对于提高未来

人参竞争力和人参经济效益也非常重要。从传统

销售渠道来看，人参市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 3 种

营销方式：一种是传统的区域经销商代理制是通

过合同契约形式，取得人参生产企业产品的代理

销售权或用户的代理采购权。有利于人参生产企

业节省财力，提高销售效率。另一种是专卖店零售

制，是人参生产商通过自己建立的自主直销渠道

模式进行人参产品销售。还有就是医药超市销售。
从现代新营销渠道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营销模式开始出现。当前，提

高人参流通企业营销现代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实力

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开展人参电子商务网络运营。
近两年吉林省一些中小型人参加工企业也开始谋

求从互联网、分公司直营等方面创新，从而形成经

销商代理制、专卖店直销、仓储式销售、分公司直

营、医药超市销售、网购等形式多元化营销方式。
因此针对以上情况加上客观分析，吉林省人参企

业要加快多元营销渠道建设。
3.4 整合资源，构建营销体系

从实际调研过程中可以发现，目前人参产品

的销售瓶颈主要是市场消费者对人参产品的认

知，也就是说消费者没有人参产品消费的意愿。主

要原因或许在于消费者对人参的实用价值和使用

方法的理解出现偏差，所以我们要通过运用各种

促销策略刺激和引导消费者进行人参产品消费。
主要方法是采取广告、营业推广、公共关系活动相

结合的整合性促销组合策略。一是有针对性地广

告投放，提高人参品牌知名度；二是加强市场推

广，增加人参销量；三是加强品牌宣传，提高人参

品牌产品消费者满意度；四是弘扬人参文化，转变

人们消费人参观念，促进人参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图 3 营销战略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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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积极推进“药食同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以预防保健为主的食疗已逐步成为

新的消费热点，这将对开发人参市场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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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1 页)重大决断。这样的土地使用权，几乎

使农民有了土地用于农业用途的全部权利，成了

完整的资产和独立的商品，具备市场交换的产权

条件。奠定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基础，农村土地承

包制度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但是保障这一

权利的制度服务显然不足。因此要落实农村土地

承包制度的“长久不变”，必须执行农民承包地、宅
基地、林地、荒地等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1]。并

以村或屯为单位，由农民民主确认集体社区成员

权资格，固化农民与土地及其他财产关系。
3.2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 - 设置土地流转的制

度底线

制定防范侵犯农民权益的排他性政策安排[1]。
近几年来，土地规模化经营在一些地方有加快的

势头，这里既有地方政府的推动，也有农村结构变

革对新的土地经营方式提出的要求。在企业进入

农业的政策引导上，建议采取设置农民权益底线，

制定排他性条款的方式。第一，土地无论以什么形

式流转，流转给谁，必须由土地使用者与拥有承包

权的农户签订合同，村集体或乡政府无权代替农

民做主。第二，地租必须全部归土地承包权拥有

者。第三，规定一定年期内的地租上升幅度。以公

主岭市石人特色蔬菜种植园区和环岭乡靠山村村

民委员会于 2009 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例，当

时合同约定租金为每公顷 7000 元，一次给付，租

期为 18 年，到 2013 年这个租金水平已低于当地

的租金水平，但由于签订了 18 年的合同，当地农

民权益受到损害。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

政府只能充当中介服务者的角色，服务过程中可

以收取少量管理费，但管理费应该由土地转入主

体承担。第五，土地承租主体不得将土地转作非农

使用。
3.3 完善农村社保体系，避免单一的农地社保功能

在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上，土地保障只是我国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式，土

地不应承担起农民的全部社会保障功能[2]。关键是

政府要到位，要承担起提供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的职责；要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新农合

医疗、养老保险等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3]，国家要有专门的预算来为全体公民提供养

老保险。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的

实际情况，采取先各省后全国的分步实施战略，即

有能力的省份应尽快制订出本地区农民的最低生

活保障线和医疗、养老标准并付诸实施，进而全国

推开，以制订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民

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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