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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对外交流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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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中医药领域也不例外。可以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医药的对外交流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

的背景和意义，接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研究进展、现状进行了分

析，最后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希望为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提供崭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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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一带一路”倡议

这一倡议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医

药正好就是这一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这一倡议的实施，沿

线各国对于中医药的需求在逐年增长，例如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

法国等国家都已经正式承认中医药是一门专门的科学，并且对中

医药十分推崇，民众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和接受度都比较高。

（二）张仲景中医药文化

张仲景被称为是“医圣”，可以说是中医药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所著的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的六经辨证论治原则，

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也是后学者研习中

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张仲景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这给河南中医

药发展提供了很多便利，他出生于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连

年征战，张仲景评价精湛的医术受到权贵的推崇，但是他依然心

系百姓，坚持为贫苦百姓医治、致力于整理医学典籍，这体现了

他一视同仁、奉献的医者仁心，也是崇高医德的表现，这对现代

医德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三）河南中医药文化体系

河南当地中医药文化体系是研究河南中医药对外交流的新途

径。中医药发源于中原，河南作为中原腹地中医药历史悠久，“医

圣”张仲景对其影响颇深，河南一直在倡导继承和创新张仲景中

医药文化，创立新时期河南中医药文化体系。河南中医药文化体

系主要是以“仁爱”为核心，崇尚高尚医德，培育优质中药材，

提倡中药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中药方剂的运用途径，让中医药和

国际接轨，弘扬中医药文化。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通过研究，可以进一步提升当地政府对于中医药产业的重视，

打造以河南中医药文化为特色的产业链，对中医药产业进行整合；

也为中医药类大学提供了教学改革的方向，要着眼于国内外大背

景，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创新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中医

药专业教师在教学中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引导学生积极学习

专业知识，同时要学好英语，为推广中医药做好准备；学生可以

明确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把就业着眼于国外，根据中药种植、

中医诊疗技术、中医养生等专业知识，规划自身的职业生涯。

（二）实践意义

通过研究，不仅指出了深处中原内陆的河南省在中医药对外

交流中遇到的问题，还制定了科学、全面的解决策略。有利于开

拓政府的改革思路，挖掘当地独有的中医药文化资源积极引进先

进科技和中医药人才，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利于中医

药类大学和专业教师构建全新的教学与育人体系，把张仲景中药

文化融入专业课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医德水平。学校在专业课建

设中还积极拓展，带领学生了解国际中药竞争，引导学生学好专

业课和外语，胜任中医药文化宣传使者的角色。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现状分析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带一路”是对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统筹，

开创了新时代跨国经济、文化、政治、医学等领域的合作新蓝图。

它涵盖了亚欧大陆古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也开辟了全新的海上贸

易发展航线。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倡导友好贸易往来的国家，从西汉汉武帝

时期出使西域，完成丝绸之路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销售中

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也促进了中华中医药的传播。例如 17

世纪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医药理论开始传入欧美各国，让西

方人认识到了神奇的中医药材和治疗手段；18 世纪伊始，西方医

学家开始翻译中医药典籍，例如许宝德、文树德等人开始翻译《黄

帝内经》等中医典籍，系统介绍了中医药理论。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交通的发展，中医药的传播范围在进一

步扩大，和西医的融合也越来越深入，例如西方医学家 WoZniak 

PR 就研究了针灸在治疗女性盆腔炎方面的作用，他在临床上选择

了数十位女性盆腔炎患者，对这些患者实施针灸治疗，针灸治疗

半个月之后进行体检，发现患者的血沉出现明显下降，疼痛感减

轻，各项症状得到了缓解；再例如 Leung TK 等人利用 PLB 疗法治

疗慢性胃炎、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验证了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

通则不痛”的理论，为中医药的科学性提供了依据。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医药

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中医药，

并在政府报告中引用中医理论，国务院在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 年）》，规划了中医药发展新蓝图。相关

学者结合“一带一路”研究中医药对外文化交流，例如河南中医

药大学教师买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原中医药文化对外

传播途径研究》一文中，首先分析了中原中药文化的内涵，再结

合张仲景故乡河南中医药文化内涵，阐述了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在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国际贸易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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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历史性的创举，河南省可以立足自身优势，

打造全新的中医药文化名片，让优质的中医药材、治疗技术、中

医人才遍布全球，成为弘扬中华中医药文化的生力军。此外，河

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司富春和张明文，结合本地实际，分析

了中医药发展中面临的困境，站在“一带一路”的视角制定了解

读对策，倡导中医药大学和政府开展深度合作，制定中医药人才

培育新模式。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课题制定了科学的研

究策略，从政府、学校、学生、企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制定了

全员参与中医药对外交流策略。

（二）现状分析

1. 当前我国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形式和模式都比较单一，普遍

存在针灸一枝独秀，其他中医理疗治疗传播受限；目前中医药对

外交流主要是以中药养生、保健产品为主，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中

药药品比较少；目前中药人才对外交流范围不大，主要是以培养

外国留学生、进行学术交流为主，对外交流的持续性不够。

2. 各国政府之间在推动中医药交流上尚且没有达成共识，国

内外不同的法律政策、医学体系阻碍了中医药对外交流的脚步。

3. 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大都是集中在中医药对外交流的

途径和传播策略上的研究，综合性不是很高，本文结合“一带一路”

理念和河南中医药文化体系，构建出一套科学、完整的研究体系。

4. 河南作为中原中医药文化的代表，也是张仲景的故乡，有

着悠久的中药草种植历史、中医发展历史，如何立足于自身优势，

以张仲景中药文化为代表的河南中医药文化体系的进一步推广，

打造河南中医药对外交流的新模式。

四、研究方法

（一）实践考察法

正所谓是实践出真知，实践考察法是本课题首选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组织各位教师分工协作，一部分走向政府相

关单位，例如中医药协会、中医院等专业机构；一部分研究本校

中医药教学和对外交流的现状；一部分教师走访中医药相关生产

企业，综合分析各种数据。

（二）文献研究法

本课题研究过程中，首先在知网、万方、维普等专业学术网

站进行了搜索，搜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加深对“一带一路”

和中医药对外交流发展的研究。

（三）问卷调查法

本课题是面向中医药学的研究，希望通过分析教学现状，找

到解决当下中医药对外交流困境的对策。本课题走访调研了政府、

中医院、中医药专业学生，利用问卷了解他们对“一带一路”、

张仲景中医药文化等的了解。

（四）行动研究法

本课题在研究目标的引领下，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论断，

并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并在集体中形成多元反馈循环的过程。

（五）经验总结法

本课题实施了几个阶段的研究，每一个阶段都会组织课题组

进行讨论，总结本阶段研究的得与失，及时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

成果，及时形成文字材料，并及时运用于专业教学、产业链构建，

形成新的人才培育理念。

（六）实施策略

1. 聘请中医院资深中医、中医药协会专家为顾问，发挥其专

业引领作用

为使“一带一路”理念和河南中医药文化体系结合的更加紧密，

我们将聘请市、省相关的中医药专家来我校指导中医药专业方面

的教学，并建立长期的互动交流机制。通过合作交流，实现资源

共享，教学互长。此外，还邀请了当地中医药生产企业技术人员，

分享目前最受国外友人喜爱的中医诊疗手段、中医养生理念、中

药成品等，进一步考开拓学生眼界，为中医药对外交流，做好人

才储备。

2. 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

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计划，

尽可能多的组织相关工作者到先进学校跟踪学习，并邀请中医药

专家、中医院中医到学校进行技术指导和能力培训。向学校申请

相应的经费添置专业化中药培育、提纯、成分分析仪器等专业设备。

3. 多措并举，促进对外交流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对外交流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

段，其效率的高低，跟产业兴旺发达具有紧密的联系。加强相关

产业建设，让中医药文化借助此东风，扶摇直上，并结合河南当

地的中医药历史和文化发展优势，形成自己的产业特色。比如，

挖掘地方特色，发展中医养生旅游，生产、销售中医药方面的保

健品或者是诊疗，让具有中原特色的中医药走出中原，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让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重视教

育，并以此为载体，让中医药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中医院走出本

学校，与国外的中医药文化开展合作和交流；海外中医孔子学院

和国内中医药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招收国际留学生或者是开

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来解决中医药对外交流不畅、不深入等问题；

积极鼓励相关工作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以此来了解不同地

区的医药资源、特点以及发展潜力，为后续的对外交流奠定扎实

的基础。

五、结语

总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对外交流机遇和挑战并存。

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开创了中医

药对外交流新局面。具体来说，通过聘请中医院资深中医、中医

药协会专家为顾问，发挥其专业引领作用；实施“走出去、请进来”

战略等策略，推动中医药对外交流迈入了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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