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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张伯礼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３００１９３

【摘　要】中医药理论和辩证认知方法以及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重视，人们的健康需
求和世界医药市场的需求为中医药事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观念和各种体制制

约成为中医药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并解决这些瓶颈问题成为保障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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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经过几千年的临
床实践检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

献，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步被世界人民所

接受和欢迎，在人类保健事业中日益受到重视。

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她的理念、方法并不落

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可以从

中医药学中找到答案。现代医学健康标准、医学模

式和治疗理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重视疾病到重

视健康，从治人的病到治病的人，重视生存质量和患

者自我感受，在防治战略上更重视疾病的预防，这些

无不表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这两种医学哲学观更

加趋近。中医药学理论基础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

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以人为本，形神统一，人体整

体功能的平衡协调；注重预防为主，“治未病”和养生

保健；采用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和以减毒增

效为目的的复方治疗等，日益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

普遍重视［１］。中医药学强调“预防、治疗、康复、保

健”的医疗理念，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简、便、验、廉”

的特点，尤其在现阶段对于解决老百姓看病吃药问

题，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１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迅速
　　中医是我国医药卫生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
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我国以中医医院为主

体的中医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基本形成。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仅５年时间，中医药医疗机构总量增加２９７１％，
年均增幅５９４％；中医药卫生服务行业人员总数增
长１７１１％，年均增幅３４２％；中医医疗机构病床床
位数增长１３９４％，年均增幅２７９％。
２００３年，全国有县及县级以上医疗机构２６４３５

个。其中，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及民族医医院等

中医机构２５１８个，占全国卫生机构的９５３％，全国
县及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实有病床数２４７８４万张，其
中中医医疗机构有 ２６０２万张，占全国的 １０５％。
全国大部分综合医院设立了中医科。２００３年，全国
中医医院诊疗人次达２０６亿人次，综合医院中医科
门诊人数达５６３６万人次，２００４年中医医院门急诊服
务量２２亿多人次，占全国医院门急诊服务量的
１７％。中医医院收治病种达９２１３种，占国际疾病分
类（ＩＣＤ—１０）中种总病种的 ８２８３％，全国建设了
１３７所示范中医医院，１６１个重点专科（专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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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医药发展的挑战
　　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卫生资源，与西医药一起
担负起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重要使命，这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和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中医药的改革与发展面临

着许多新问题和新困难，如对中医药在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卫生发展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

对发展中医药重视不够，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贯彻落实

不到位等。

２１对中医药在卫生保健体系中的重要性认识需要加强
社会各界对中医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现代

生活方式性疾病的作用认识不足，中医药未得到足够

的重视。同时在管理体制上，没有遵循中医药的发展

规律，没有充分尊重中医药的特点。在政策机制方面，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中医药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力

度，但对中医药扶持力度较弱、投入相对不足的状况没

有改变，中医药的临床优势未能充分体现。中医药防

治疾病的理念未能深入人心，临床工作模式尚未形成。

同时，中医科研得不到重视，科研投入明显不足。此

外，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评审中，中医临床

专家太少，大部分是西医专家，不能充分了解中药优势

与特色，这对于中药的评审是欠公平的。

２２中医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截至２００５年，我国中医机构人员４６５万人，仅

占全国卫生机构人员总数的 ９４５％，中医执业（助
理）医师仅占１２％，与其承担的卫生任务相比，人力
严重匮乏，人才紧缺，对于现有的人才队伍的扶持和

保障力度不够，在医疗卫生保障较弱的农村及偏远

山区等基层卫生机构，人才尤其紧缺。而且，相同条

件下，中医药人才的待遇明显低于西医，人才队伍不

稳定，流失严重，缺乏进修和再学习的机会，临床和

技术攻关能力弱。同时，中医药教育没有突出中医

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中医医疗与中医教育脱节、中医

药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脱节、中医药理论教育与中

医临床实践脱节的矛盾日益显现。

２３中医临床诊疗和评价体系亟需建立
中医药防治疾病多采用复方，含有多种药效物

质，具有效应途径及靶标多、效应强度低的作用特

点，因此中药多以整合调节的综合效应为优势，在临

床疗效上呈现起效慢但作用时间持久、远后效应和

综合效应较好的特点［１］。但对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

价套搬照搬西医学标准，并且现有的标准主要是由

西医学专家制定，中医学专家很少参与，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中医药的临床疗效的显示度。因此，亟需

加大对中医诊疗和评价体系研究的投入，建立体现

中医特色与优势的评价体系。

２４中医药事业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２００６年，国家卫生事业费财政支出７３４１４亿元，

其中中医事业费支出４９０４亿元，仅占６６８％［２］，对中

医药的投入，远低于其所承担的医疗卫生任务。现

有的国家投入使中医药卫生机构举步维艰，中医药

资源总体不足，而且配置不合理，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的中医医院，城乡和地区之间中医药发展不平衡，中

医药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甚至

出现了萎缩。国家应加大对中医药的支持力度，尤

其是对基层中医医疗机构的支持，增加中医药在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３建议
　　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
的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

就要继续加大对中医药的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和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事业

发展。要大力加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力争早

日完成中医医院的房屋改造建设任务，改善设备条

件和就医环境，同时在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科学研

究等方面增加科研立项和资金投入，以重大项目带

动科技创新。要大力加强中医院的内涵建设，提高

中医药特色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综合医院中医科、

中药房的建设。要大力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争取

基本实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够设

置中医科和中药房，配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基本

中医诊疗器具和必备的中药，基本实现每个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站都至少有一名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

执业医师，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一名以中医为主或

者能够用中医疗法为人民服务的医生，进而发挥好

中医预防、保健和“治未病”的功能。同时，还要努力

稳定现有人才队伍，改善中医药工作者的工作条件

和生活待遇，加强专业技术的培训，提高中医药人才

培养质量，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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