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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研究背景
中医药产业是我国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意义。2020 年初，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斗中，中西医发挥所长，协同救治；中医药在新冠
肺炎疫情中疗效卓著，中医药的作用得到充分证明。

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关键，中
医药受重视层次之高、程度之深从未有过。但目前中医药正面
临着现代医学的严峻挑战，存在着一些影响其发展的制约因
素；并且关于中医药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角度、基于中医药供
给侧的研究，而对于从微观角度、消费者端的研究较为缺乏。
从微观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人们是如何看待中医的呢，制约中
医药发展的市场因素是什么呢？应该如何研究中医、运用中
医、推广中医呢？这些正是本课题试图解决的问题。

1.2研究意义
1.2.1 应用价值：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的传承与

发展，同时中医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
展开关于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研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国家
战略的需要。

1.2.2 现实意义：中医药产业是我国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医药受到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其振兴发展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发展
战略，本课题从微观主体的角度、从消费者需求端进行研究，
通过研究提出未来应该如何研究中医、运用中医、推广中医的
政策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2  方案整体设计
2.1调查目的
通过运用市场调查的方法，从微观主体的角度，从消费者端

得到关于影响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一手数据，了解人们如何看待
中医，在此基础上得出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市场因素，并提出未来
应该如何研究中医、运用中医、推广中医的政策建议，实现以“消
费者需求”为着力点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医药。

2.2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基本的调查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2.2.1民众对中医药的认知情况
被调查者对中医药的认识了解程度调查
2.2.2中医药的使用情况
被调查者是否使看过并使用过中医药、在生病治疗时的第一

选择、在什么情况下更倾向于中医、是否存在医生年龄大医术好
的心理、治疗小病小痛时选择中医的比例

2.2.3民众对中医药的态度
1）直观调查被调查者对中医的态度
2）被调查者对中医满意或不满意的原因
2.2.4中医药的前景
被调查者对现代中成药的认可度，被调查者对中医药的那个

方面关注度较高（治病、养生保健、美容、食疗药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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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者以哪种途径了解中医药，被调查者对中医药口感、外
包装、疗效、宣传推广、服用方式、价格的看重程度，被
调查者对中医药发展的态度，询问被调查相关看法和被调查者
对中西医结合的看法。

2.3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分别为纸质问卷和电子问

卷，采取线上和线下的方法发放问卷。此外，本次调查以文案调
查法为辅；调查的目的与要求，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有计划、
有组织地搜集数据信息资料的统计工作过程，通过查阅各种文
献、在线搜索的手段收集经过整理的第二手资料，结合通过问卷
调查收集的第一手资料，最后整理综述，得出分析报告。

2.4抽样设计
为保证本问卷的受访人更为广泛并合理，我们对其进行随机

抽样。市场问卷发放给各行各业，各年龄阶段的人群，全国地区
范围甚至海外的群体。

2.5调查范围及对象
调查范围：涉及各个地区、各行各业
调查对象：涉及各个年龄段，女性和男性比例约为1：1.08，

尽量减少了性别对调查结果的影响,以便于得到更加可靠的信息。
本次接受调查的人群性别、学历、年龄均接近为平均分布，常住
地、职业均有涉及，基于这一调查人群，符合抽样调查的原理，
可以展开对于中医药的深入讨论与研究。

3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3.1关于中医药认知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随着西医、西药的发展，中药是否会被人们淡忘，人们对中

医药的认知是否会存在误区呢？基于这样的猜想，我们进行调查
并得到结果加以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3.1.1对中药如何理解
调查结果证实了人们对中药的理解存在误区，从调查结果可

以得出了大多数人不了解中药，甚至有28.14%的受访者持有中
药就是在中国生长的药物的明显错误观点；而选择中药为在中医
理论指导下的药物 的人仅仅只有54.71%，这说明中药的普及宣
传是很有必要的。

3.1.2对中医的认识
根据问卷填写者是否知道相关中医药有关名词，间接了解其

对中医药的认识程度。这一数据说明人们对中医药认识不足、存
在误区等现象普遍存在，这表明中医药这一中国的千百年来传承
至今的珍贵财富如今的地位与情形已不容乐观。

3.1.3常住地与中医药认知程度的关系
由调查结果可知，常住地位于省会或直辖市以及其他市级城

市的人们普遍听过黄帝内经、张仲景等书面名词，而对气郁质、
苍耳子这类中医药名称了解较少；常住地位于县城、乡镇及农村
的则与之相反。

这说明了不同常住地的人们对于中医药的认识存在差异，表
现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们偏重于认识理论，而经济较落后地区
的人们偏重于认识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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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关于中医药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3.2.1对民众中医药的使用情况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有70.43%调查者喝过中药，且58.57%看过

中医。同时45%表明使用过中药保健产品。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民众都接触并且服用过中医药。只有少数民众未接触过。

3.2.2民众生病就医时的第一选择情况调查
对民众生病选择就医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56%的

民众在生病时会视情况而定，而不是单纯选择中医或者西医。可
见中医药在现代医学治疗方式中有着一定地位，并且在医学中有
一定的专业性。但仍然有33%的民众在生病时会首先选择西医，
可见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宣传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由交叉分析
可知民众在对中西医的选择时和他所受教育程度没有太大关系，
这便于我们对中医药的推广，扩大了推广层面。

3.2.3群众在什么情况下更倾向于选择中医调查
在中医疗效优于西医，慢性病久治不愈和保健、养生、美容

这三方面的情况下，群众更加倾向于第一选择中医。基于上述调
查，可得人民普遍信任中医，可在保健，养生，美容，慢性病久
治不愈和理疗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市场需求巨大。从这
几方面发展中医，有利于更加容易的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

3.3关于中医药满意度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3.3.1关于中医药疗效的调查
有14.14%的人认为疗效非常好，有36.57%的人认为有时好

有时不好，有45.14%的人认为疗效一般般。3%+1.14%=4.14%（认
为疗效不好，对于中医药持否定态度）。中医药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下，要与时俱进，不能一味仿古，而是要
创新“中医”，提高人民的接受度和满意度。

3.3.2民众认为中医药优点的调查
结果显示，最被民众认可的中医药的优点依次为副作用小、

能治本、临床效果显著、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等。这些也是中医
药的特色优势，中医疗法的主要作用在调理，调和五脏六腑，所
以相对于西医对身体的损伤更小。

3.3.3群众认为中医药缺点的调查
被调查者中，选择中药太苦、服药太麻烦占69%，63%见效

慢，48%中药服药药量大，39%副作用明显，不敢尝试，22%药价
太贵，6%的人选择其他。如上述数据所示，中药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中药太苦，煎药太麻烦，见效慢。随着现代科技，医学的发
展，中医应该走进现代中医的道路。

3.4关于中医药前景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3.4.1中医药发展形式的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人们对中成药、小

包的冲泡中药等形式的中药和传统煎熬中药疗效间的认识，有
23.14% 的调查者认为能达到与传统煎熬中药疗效一样的效果，
有43%的被调查者认为基本可以达到与传统煎熬中药疗效一样的
效果，可以看出对于中成药、小包的冲泡中药等形式的中药和传
统煎熬中药疗效间的认识，有66.14%的被调查者对于现代的中
中医药药包形式还是接受和承认的，还有17%的被调查者对于中
成药与小包的冲泡中药疗效不知道，说明对于中成药和冲泡中药
的基本理论知识的普及以及传统中医药常识知识普及力度应进一
步加强。

在比较人们对中医药在治病、养生保健、美容、食疗药膳等
方面的关注应用来看；人们首先最关注的是在中医药最根本的治
病应用方面，接着就是身心健康的食疗药膳与养生保健方面与如
果有机会，人们想了解中医药药物知识类、养生保健美容减肥
类、类针灸、推拿类相一致。客观的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医药的
认识已经从治病救人的传统式中医药作用发生改变。也体现出中
医药的与时俱进与未来的多元化发展的现代格局。

3.4.2中西医药结合的调查
大部分医务人员认为中西医结合有利也有弊，其它各职业

的人群大部分认为很有意义，各职业极其少数的人认为中西结

合完全没有意义。这也说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对于中西医结合
持着积极的态度。大众人民乐意，愿意，尝试创新型中医。
新型中医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4  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我们得到以下具体结论：
4.1.1 民众对中医药的认识不足，存在误区，但大部分人

对中医药持肯定态度。
能正确认识中药为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药物的人仅仅只有

54.71%，这说明民众对中药的理解存在误区，甚至以为在中国生
长的药物就是中药。受访者中选择“大多数疾病可以”通过望闻
问切诊断的比例为43.29%，而选择完全不可以的比例仅仅为1.
86%，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一方面人们对中医的认识还是存在着
误区；另一方面表明大部分人对中医的“望闻问切”持支持态度，
这也就为我们后期调查研究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1.2民众使用中医药基数大，但相对西医还有待优化。
调查显示，有56% 的民众在生病时会视情况而定，而不是

单纯选择中医或者西医。可见中医药在现代医学治疗方式中有着
一定地位，人民普遍信任中医，在保健，养生，美容，慢性病久
治不愈和理疗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市场需求巨大。

4.1.3中医药现代医学化能让民众接受
绝大多数人对中医药的疗效持肯定态度，中医药最被认可

的优点是副作用小，最大的缺点是中药太苦、煎药太麻烦。无
论是如中成药、小包冲剂等中医药新形式，还是中医药在养生
保健、美容、食疗药膳等方面的运用，较多数人都对其表示
肯定态度，即中医药现代医学化能让民众接受。

4.1.4中医药具有市场价值
中医药市场规模大、潜力大，我们应该在传承与发展中医

药的同时重视其价值，把握中医药市场引导。人们最注重中医
药的疗效，其次是服用方式、宣传推广、口感、外包装。人
们更愿意通过咨询医生和看书籍报刊的方式了解中医药。

4.2相关建议
4.2.1 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加强民众对中医药的认知。
正是由于对中医药认知上的不足，民众不重视甚至忽视了

中医药；我们可以得出大众对中医药存在着认知缺失，只有加
大宣传普及力度、加强民众对中医药的认知才能使大众对中医
药的传承发展意识进一步提升。

4.2.2坚持传承的同时创新优化中医药
（1）中医药行业可以一方面坚持认真继承中医药核心理论

的科学内涵和学术本质，继承古往今来积累、创造的的丰富经
验和学术思想，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现
今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吸收西医学中可以加以利用的优
势，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际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2 ）创新发展中成药、小包冲泡中药等中药新形式。
中成药、小包冲泡中药可以克服中药味苦、煎药太麻烦、

服用量大等缺点，创新发展这类中药新形式，可以进一步激发
中医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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