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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药特色省试点特色专业技能服务推动
“一带一路”国际交流与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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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响应国家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了解山西中医药特色专业技能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提出

在中医药特色省试点特色专业技能服务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交流与技术合作的相关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医药特色专业技能；国际交流与技术合作

2013年9月与10月，中国在访问中亚及东南亚国家期间

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山西是我国中医药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我国中医药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

用，安宫牛黄丸、龟龄集、定坤丹，是山西享誉全国的知

名中药产品。山西省2022年审议通过的《山西省中医药条

例》，为中医药强省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中

医药技术的对外推广、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以山

西为例进行调研，促进中医药特色省在中医药特色专业技

能，服务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交流与技术合作。

本课题组通过实地座谈、电话网络联系、资料查阅、问

卷调查等方式进行调研，对于将山西中医药特色专业技能

服务进行推广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交流与技术合作的实

施条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探讨。

一、基本情况

（一）开设中医药专业的相关院校对外交流现状调研

分析

1.太原市卫生学校、大同市卫生学校、晋中市卫生学校

的中医药特色专业集中在“中医康复技术、中医、中药和

康复技术”这几个方向。三所卫校均有日本介护项目，为

学生毕业后去日本以劳务输出方式从事介护工作做准备，

但实际出国学生人数甚少。

2.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中药系和制药系属于中医药特色

专业。现有的外交流项目有：在德国，重点开展中医康复

技术方面的交流，例如推拿和针灸等；在巴基斯坦，对中

医药特色专业课程有合作意向。

3.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药学院的中药学，康养学

院的中医学、针灸推拿、中医康复技术属于中医药特色专

业，有意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职业教育项目。

4.省外调研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健康服务与康养学院、

威海职业技术学院和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宁波职

院非常赞同将中医药特色专业推广至“一带一路”国家并

进行国际交流与技术合作。2017年始威海职院与俄罗斯的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2024年牵头发起的“职业教育国际化

协同发展共同体”在北京正式成立，同时与赞比亚铜带大

学成立非洲首家“班·墨学院”[2]。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坚持“输出”与“引进”并举的合作原则，与加拿

大、新加坡等国家知名院校开展国际合作，与乌兹别克斯

坦传统医学科学与实践中心、费尔干纳公共卫生医学院共

建的“神农学院”，是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与中医药鲁班工

坊合作共同体成员单位。

（二）医学职业院校师生的态度调研分析

1.对医学职业院校教师态度的问卷调研分析

表1  医学职业院校教师的态度调研分析

类别 人数 占比

参与教学阶段

中职 161 95.27%

高职+本科 8 4.73%

学历层次

本科+专科（1人） 127 75.15%

硕士及以上 42 24.85%

教授专业

专业课程 114 67.46%

文化课程 55 32.54%

传统中医药特色
专业知晓度

（部分）了解 137 81.07%

不了解 32 18.93%

向“一带一路”
金砖

国家推广的可
行性

可行 153 90.53%

不可行+无所谓 16 9.47%

推广方式

宣传、媒体、推广、
讲座

55 32.54%

其他方式 114 67.46%

表1采用SPSSAU软件进行统计学描述性分析，参与调研

教师169名，中职教师为主，学历层次本科居多，教授专业

专业课教师居多。这说明中职、本科学历和教授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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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参与度高，危机意识强，希望学校能够走出去并有

更好的发展。大多数教师了解传统中医药特色专业，认为

向“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推广可行，但对于推广方式、可

能遇到的问题了解或思考不足。

2.对医学职业院校学生态度的问卷调研分析

表2  医学职业院校学生的态度调研分析

类别 人数 占比

受教育阶段

中职 1425 70.54%

高职+本科 595 29.46%

学习的专业

护理 1522 75.35%

其他医学专业 498 24.65%

传统中医药特色专业
知晓度

了解 1030 50.99%

不了解 990 49.01%

向“一带一路”金砖
国家推广的可行性

可行 1886 93.37%

不可行+无
所谓

134 6.63%

参与推广活动的意
愿性

愿意 1382 68.42%

不愿意+都
可以

638 31.58%

表2采用SPSSAU软件进行统计学描述性分析，本次对医

学职业院校学生发放问卷2020份，中职学生居多，护理专

业学生占比较大，了解中医药特色专业的学生过半，学生

认为国家传统中医药特色专业向“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推

广的可行性强，多数学生愿意参加志愿推广活动。

二、面临的问题

（一）国家政策及资金支持力度不足

调研发现，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各职业院校推动传统中

医药特色专业国际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各校以自筹和企业

资金赞助为主，落实难度大，有形无实，停滞于表面。

（二）合作双方存在不对等政策限制

某些一带一路国家借我国扶持政策导向为“在开展的项

目中给予免费合作”的政策提出诸多不合理要求（如对方

学员的住宿等硬件要求要优于我国自己学院学生的标准、

学业完成不按期回国等），对有意向与之开展交流合作的

职业院校造成财政压力和安全顾虑。

（三）合作方式受安全隐患影响

专业教师、企业员工、志愿服务医药工作者等存在语言

及潜在的人身安全隐患问题等现实因素，制约了教师等前

往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线下教学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线上

讲座为主，合作层次较浅。

（四）企业出海的质和量均不够

中医药企业发展到一带一路国家质、量有限，多数国家

缺乏中医药相关企业相应的医疗设备、中药等物资硬件支

持以及学生开展实习实训的实践基地。

（五）缺乏中医药特色鲜明的职业院校领头组织建制和

具体实施

就山西而言，开设中医药特色专业的医学职业院校都有

意向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但是缺乏牵头

的中医药代表性职业院校具体组织实施[3]。

三、相关建议

鉴于上述现状调查和面临的问题，结合山西医药职业

教育的当前发展状况，针对国家中医药特色专业技能服务

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交流与技术合作相关问题提出以下

建议：

（一）政府层面：强化国家政策支持力度

各院校普遍依赖自筹资金维持运营，面临巨大压力，建

议国家考虑将山西和其他医药强省作为试点，推广中医药

特色专业至“一带一路”国家相对应的有利政策扶持和专

项的资金支持；依托混合所有制模式，由山西和其他医药

强省各级各类中医院、医学职业院校、资质较好的中医药

企业共同建设和落实。

（二）医学职业院校：携手并进，共谋发展

山西省中医药联盟作为领导核心负责组建分支机构山

西中医药志愿服务医疗队和山西中医药特色专业职教共同

体，全面协调组织工作。志愿服务医疗队负责具体执行，

职教共同体作为中医药联盟的后备资源库，有效推动中医

药特色专业技能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

（三）教育教学模式规划

1.海外教师培训模式：高效实施路径之一为选派“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教师来华培训，回国后传授所学，提高教

学成果转化率。

2.学生培养模式：借鉴国际留学模式，招收预科生，结

合线上线下教学，安排赴山西和其他中医药强省实习实训。

食宿条件与当地学生相同，确保学习生活环境的一致性。

（四）中医药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布局

借鉴威海职业技术学院的经验，鼓励山西和其他中医

药强省特色中医院与中医药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

医院、工厂与药房，实现医学职业教育与企业出海同步发

展。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推动山西和其他中医药强省医学

职业教育与中医药专业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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