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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等相关政策的提出，有关中药材筛选繁育、种植栽培、种子遗传变异、GAP 管理等方面人

才的培养成为目前中药种植产业队伍建设的重点。但由于产业发展初期较为薄弱，中药种植产业人才流失严重，直接影响了中药种植产业人才的高

质量、高水平和可持续性发展，不利于国家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本文从近几年国家对于中药种植产业的相关政策入手，分析中药种植

产业人才培养问题，并从高校、社会两方面提出中药种植产业人才培养对策，以期为中药种植产业人才培养注入理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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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视，也使得中药产业在中药种植园建

设、中药特色品牌项目建设、中药材国际间合作以及中药研发等方面有

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是也存在着中药种植园规模有待提升、中药材种

植标准有待完善、中药材种植创新型人才培养相对薄弱等问题。在“一

带一路”建设、大健康事业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政策、地方性中药材

种植扶持项目等机遇下，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被给予新的活力和挑战。

因此，如何通过中药种植人才培养来适应中药材种植产业建设，成为推

动中药材绿色生态种植、完善中药材种植标准建设、加强中药材地域性

“产－企”合作的重点，也为中药材种植产业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一、国家关于中药材种植产业相关政策 

伴随着 2030 年“全民健康”战略的提出，党和政府在中医药事业

发展上作出重要决策指示。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药

材种植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国家层面上看，国

务院印发实施《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重点阐

述中医药产业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全局规划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着重

发展中医药种植产业，提升中医药产业的行业标准，力求模式化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我国

中药种植产业市场规模从 2018 年的 1246 亿元，发展到 2020 年的 1437

亿元，并且处于逐年稳定提升阶段，因此要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1]。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出台“因地制宜”的中药材种植

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本省资源，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加快中药材

种植产业人才培养力度，牢牢抓住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机遇，提升中医药

种植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村镇中药材种植专业人才短缺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

定》，各地政府响应号召，开展大量的农村医疗人才培养专项工程，但

相关中药材种植人才培养项目开展较少，出现了“重医轻药”现象。同

时，虽然中医药高等院校开展中药学相关专业，但是大多数的培养方向

以临床药师为主，导致中药种植产业对于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程度不足。

在四川省 76 个乡镇卫生院 1125 名中医临床骨干的调查中显示，当地农

民种植中药材的意愿很高，但统筹安排缺乏规范而无法种植的占到了

35.56%，因为销售渠道不畅通而不敢种植的占到了 21.14%，由此导致

的中药种植人才流失情况严重[2]。由此可见，因为缺乏专业人才指导使

得中药种植产业发展受到瓶颈。 

2 高校中药种植教育培养力不足 

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以及新时代高等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提出，要求高等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中药材分辨和种植能力，应建立

和管理中药材种植实训基地。因此加强高校学生中药材种植能力培养，

是中药种植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有调查显示，某高

校开展在校中药学专业学生未来职业方向调查，70.19%的同学就业方向

为制药企业，10.33%的同学就业方向为中药研究，3.21%的同学未来就

业方向为公务员或民营企业，选择从事中药种植相关产业工作的同学不

足 1%。由此可见，我国目前中药学高等教育缺乏对于中药种植相关课

程的教育，缺乏对于学生的中药种植产业的就业理念指导。 

3 整体缺乏专业人才指导和管理 

有研究显示，中药材种植产业有丰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国

目前中药种植产业园建设已从 2015 年的 50 余家发展到目前的 20 余万

家，但有一定数量的基层农村在中药材种植上还处在自由、无序或盲目

的状态。因此，中药材种植产业为得到有效发展，需要党和国家针对中

药材种植产业派出专业指导人员进行管理和规划，以求获得最优发展路

径。 

三、中药种植产业人才培养对策 

1 基层农村中药种植人才培养的对策 

高素质的中药种植人才是保证中药农业发展的关键，应该鼓励基层

中药种植人员参与成人学历教育，降低基层中药种植人员的入学“门槛”
[4]。因此，为实现成人教育的社会服务性，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设

定上，应紧跟国家对于中药材种植的时事热点和重要指引，密切结合中

药材种植趋向和中药市场经营知识。同时在实践应用培训方面，每年定

期举行不同层次的中药短期继续教育班。最后，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和

中药材种植管理机构加大投入培养县级、乡镇卫生院和农村三级的中药

人员，使其可以承担起培训和指导更多基层中药材种植人员的责任，以

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四、讨论 

在全民健康战略的提出之下，中医药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因此中

药材种植事业发展被给予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综上所述，在中药材种植

产业发展过程中村镇中药材种植专业人才短缺、高校中药种植教育培养

力不足、整体缺乏专业人才指导和管理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药种植产业

的发展。因此，加强社会和高校对于中药材种植人才的培养，对于提升

我国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总体实力有着重要意义，相信未来中药种植产业

发展会有更加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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