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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新时代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满靖怡

（沈阳药科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跟随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进了新时代。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如何抓住机遇，加快中医古籍、

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实现中医药产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是我们应

该着重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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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国之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一端系

着中华文化的根脉，另一端连着医学技术的实践，作为中国名片

和独特的医疗资源，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人类的文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近代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方面的原因，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受到冲击和阻力，“西医在朝、

中医在野”的局面长期存在，中西医结合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战略的支持，中医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中医药行业迎来了重大机遇期，同时也迎来了国际化的窗口期。

一、新时代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机遇

2007 年，我国将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中西医并

重首次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医药

的发展走进了新时代。

（一）政策法规的组合拳，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保驾护航

2016 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 12 月，国务院新闻

办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中医

药发展状况的白皮书。

2016 年 12 月 25 日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这是

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中医药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已成为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

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

重要的生态资源。

2017 年 10 月，将“健康中国战略”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9 年 10 月，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

上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

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

用。”

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重磅推出，展示了党

和国家发展中医药的决心与信心，表明了对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

展的重视与关切，指明了中医药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如同海上的

航标灯，为中医药发展之船保驾护航。

（二）中医药高等教育地位进一步提升，为人才培养夯实基

础

长期以来，中医药人才大量流失，医院管理和科室设置方式

以西医为主，中医院校教育也有“西化”的趋势，致使中医人才

培养缺少中医思维，缺乏中医技能。为解决人才流失问题，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力度。中医高等教育的地位不断提

升。中医高等院校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目前已有 6 所中医药院

校，11 个中医药相关学科入选“双一流”。中医高等院校在校生

人数由 1980 年的 2 万多人增加到 85 万多人，国医名师不断涌现，

为中医药专门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青蒿素为代表的中医药蜚声海外，提振了中医药行

业的信心

2015 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凭

借在本土进行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奖，也是我国医学界迄今为

止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和青蒿素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让世

界了解了中医药，也给古老的中医药学，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增强了中医药从业者的信心和自豪感。屠呦呦获奖是中医药界标

志性的大事件，也是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里程碑。

（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中医药展现独特价值魅力

由于历史原因，新文化运动后，传统文化失去了话语权，传

统中医被指为“落后”“不科学”中医药传承根基薄弱，中医药

研究的思路偏离中医轨道，创新乏力，发展缓慢，导致相当长一

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中医药的认可程度下降，甚至持怀疑和否定

态度。然而，中医药在千百年来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中从未缺席，

特别是在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方面，显示出它独特的重要作

用。

以最近发生的新冠肺炎为例：全国 4000 多名中医医务人员驰

援武汉参与救治。以张伯礼院士为首的中医专家组建中医医疗队

进驻江夏方舱医院，采用中医综合治疗，取得明显效果，江夏方

舱医院共收治轻症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 564 人，治愈出院 392 人，

部分病人转出。在收治的病人中，无一人转成重症患者，医护人

员零感染。此次疫情中，近万名患者接受中医治疗，中医药使用

率达 95%，病人痊愈时间明显缩短，轻症转重症比率明显降低。

在重症辅助治疗，恢复期促康复，减少后遗症等方面，中医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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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也能力挽狂澜，显示出独到之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 ( 试行第六版 )》明确了中医药的治疗方案，肯定了疗效。科技

部第一批 8 个应急攻关项目筛选已上市抗病毒中成药 65 种。利用

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抗新型冠状病毒中药活性筛选研究，

对在临床上有明确疗效的药物进行基础研究。这些研究促进了中

药审批制度的完善，中药新药注册临床研究也有望提速，推动了

药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拉动中成药制造业需求增长。中医

药以它出色的表现，为传统医学正名，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医药在

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二、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对策与思考

进入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建，高质量

发展指日可待。我们要乘势而上，抓住机遇，在文化传承、国际化、

现代化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实招、显实效，同国家经济发展

战略相融合，走出一条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新路。

（一）落实《中医药法》形成政策法规体系，发挥实效

依据《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制定地方性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实施性、

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凸显地方特色和务实管用，形成中医药政

策法规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之成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

的沃土，让中医药的种子在祖国各地生根发芽。

（二）发掘古方，推进中医药理论的传承与挖掘 

推动中医古籍数字化以保护和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

籍文献，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技术挖掘。对民间特色诊疗

技术开展调查、挖掘整理、研究评价和推广应用。

自 2006 年以来，我国已经分 4 批把 23 项共计 137 个新增及

扩展传统医药项目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组织相关部

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同时，

加强中医药理论方法继承研究，系统整理中医各家学术流派和学

术理论，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使之理论化系统化，

从而推进中医药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三）重视文化传承和传播方式的创新

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适当

增加传统文化的课程内容，提高全民的传统文化素养。同时加强

中医药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研究阐发、宣传普及，加

强中医药文化融合创新、交流合作。

（四）大力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在疫情防治中的突出表现，使一些国家将中医药纳入

了防疫指南。这是一个有利契机，我们应借着这股东风，发挥海

外中医药中心的作用。依托“一带一路”构建中医药国际化的新

格局。选派优秀中医药人才到海外中心，提高传染病的中医治疗

参与度，宣传中医药，普及传染病中医预防方法和保健知识，尽

快实现人才本土化，让中医药真正走出去，造福世界人民。

（五）加快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信息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的运用，弥补了中医药学封闭性

的短板，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发展是最好的传承，推动中医药学

的现代化、产业化，无疑将给中医药插上腾飞的翅膀。加强中医

药理论与技术的创新，加强对重大疑难疾病、重大传染病防治的

联合攻关和对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形成

一批防治重大疾病和治未病的重大产品和技术成果。更好地发挥

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

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在今天尤

为必要。中医药“三药三方”成为了中国新冠肺炎治疗方案的重

要内容，创造更多像青蒿素这样的优秀样本，是中医药走向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而产业化、现代化的中医中药走向世界，将使更

多人受益。

（六）增强人才培养的力度和广度

拥有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中医药人才队伍，

是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保障。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医药人才培

养，实施以院校教育为主体、师承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

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并存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学术

团体的综合平台作用。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建立以

学会平台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吸引和鼓励名老中医药专家通过师

承模式培养基层中医药骨干。逐步改变医学人才重西医、轻中医

的传统观念，通过学会等学术交流组织，让西医有更多的了解、

学习中医的途径，多方位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

中医药作为国之精粹，使其薪火不息、绵绵相传、发扬光大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走进新时代，我们要抢抓机遇，

做好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的同时，

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快人才培养，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产

业化、国际化，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使中医药这颗明珠在人类文

明的宝库中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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