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１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Ｖｏｌ１Ｎｏ２

·专题研究·

改革开放３０年我国中医医院发展的历程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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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等方法，系统回顾了中医医院３０年发展历程（即中医医院经历了恢
复重建、改革发展和科学发展三个阶段）。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中医药服务网

络，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不断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基本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医疗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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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年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
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也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实

现了中医药又好又快的发展，在综合实力、服务水

平、服务领域等各方面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１中医医院恢复重建阶段（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

政府肯定了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制定了一系列保

护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措

施。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
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上批示：“中国

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

高”，这是指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到１９６０
年，中医医院已发展到３３０所，中医院校达２１所。然
而，在文革期间，中医医院的建设与管理处于停滞甚

至倒退的状况，很多中医院被“拆庙赶神”，全国中医

医院减少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７１所，且相当一部分的中医
医院条件较差、管理较乱、严重西化［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医药行业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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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明了方向。１９７８年，针对“文革”期间我国中
医药事业遭到了严重摧残和破坏的客观实际，中共

中央及时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

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中共

中央〔１９７８〕５６号文件），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
有力扶持，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医院的恢复和发展。

１９８２年４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
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简称“衡阳会

议”）。会议针对中医医院“挂梅兰芳的牌子，唱朱逢

博的调子”的普遍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中医医院必须

突出中医特色这个关键问题，是中医医院在办院指

导思想方面的一次重要的转折。会议还讨论制订了

《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

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

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进一步指导中医医院建设。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卫生部在《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急
症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先拟就高热、厥脱、中风、痛

证、血证（出血）等急症以及所需的制剂”，开发了一

批急救中成药，提高中医医院的急诊水平，改变了中

医医院“慢郎中”的形象。

１９８４年５月，卫生部发布《全国中医医院医疗设
备标准（试行草案）》，对中医医院配备医疗设备提出

要求。同年６月，卫生部中医司制定了《中医医院医
疗质量和效率的统计内容和标准》（试行），对中医医

院的医疗质量和工作效率进行管理［２］。

这一时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医医院恢复

发展及加强内涵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中医医

疗机构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在“五五”期间中医医

院由１９７５年的１６０所增长到１９８０年的６７８所，年递
增率３３４８％。在“六五”期间由１９８０年的６７８增长
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４５５所，年递增１６９０％，这得益于我国
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２中医医院迈进改革发展阶段（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
年）

　　为了加强对中医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于
１９８６年决定在卫生部原中医司的基础上成立隶属于
国务院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为加强中医、中药统一

管理，１９８８年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归口
管理。“七五”期间，针对中医机构数量不足及中医

药人员缺乏的状况，提出了“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以

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学术提高为依靠”的发展思路。

“八五”期间，针对中医机构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的工

作方针等，使中医药步入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县级中医医
院工作会议”（简称“沙市会议”）。这次会议将中医

医院的建设与管理从城市扩大到农村，提出了普及

县级中医医院的号召，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的效果。会议提出了３个重要的导向性指标：
门诊、病房中医药治疗率分别达到８５％和７０％；中医
药人员不少于医药人员的７０％；中医药人员应占院
级领导的多数。这以后又颁布了一批管理规章与标

准，引导县级中医医院的建设。

为探索农村中医工作的新举措，１９９０年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启动了“农村中

医工作试点县、市”建设工作，先后印发了《全国农村

中医工作试点县实施办法》（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全国
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市）建设检查标准》（１９９４年６
月）、《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市）评审验收方

案》（１９９５年５月）等文件，加强对农村中医工作先
进县建设的指导。［３４］

１９９１年 ３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施“杏林计
划”，开展示范中医医院建设，突出抓龙头的示范和

辐射作用，同年４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中
医医院分级管理办法（试行草案）》，标志着中医医院

步入科学管理时期。到１９９４年，全国已有３０个省
（区、市）２１２所中医医院分别通过了评审，促进了中
医医院综合水平的提高。１２６所示范中医医院基本
上完成了建设任务，标志着中医医院的分级管理使

中医医院步入了科学的发展轨道。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先后发布了《耳穴名称与

部位》（１９９２年）、《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１９９４
年）、《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１９９５年）等技术标准，
使中医临床治疗更为规范，大大增强了中医医院的

综合服务功能。［４］

这一时期，尽管“七五”时期中医医院由１９８５年
的１４５５所增长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１４１所，年递增８００％，
但在“八五”时期中医医院递增速度明显放缓，在

１９９０年（２１４１所）到１９９５年（２５２２所）的五年间，年
递增仅３５６％，中医医院的建设重点已从单纯追求
数量的增加，逐步向医院的内涵建设转变。２０多个
省、市普及县级中医院，中医医院的机构基础主要是

０１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１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Ｖｏｌ１Ｎｏ２

在这个时代打下的。

３中医医院步入科学发展阶段（１９９７年—
现在）
　　１９９７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提出了“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

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群

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期卫生

工作方针。

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在“九五”期间提出了“一体、两翼、三个重点”（以实

施科教兴业战略为主体；以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

优势、勇于创新、逐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积极创造

条件促进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为两翼［５］；以做

好农村中医药工作、加快中药产业发展和加强中医

机构内涵建设为工作重点）的中医药工作总体思路。

同时，结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调整，在“十五”

期间，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推进

中医药的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在“十一五”期间，明

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整体思维、系统运行、“三观”互动

（宏观、中观、微观）、科学管理的中医药工作系统及

其运行机制，全面推进了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

育、产业和文化“六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思路。

１９９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颁布实
施，当年共有５３０００余人参加中医类考试，其中中西
医结合人员３８３９名，民族医８７４名。其后，《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２００２年）［６］、《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
例》（２００３年）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是我国政

府颁布的第一部专门的中医药行政法规，它将多年

来党和国家对中医药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

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全面概括了党的中

医药政策，对保障和规范中医药事业发展作了较为

全面的规划，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里程碑［７］。此外，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１９９７年）、《腧穴名称与定位》
（２００６年）、《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２００６
年）等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进一步规范了中医医疗

行为，提高了中医医院的管理水平。

在农村，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农村
中医工作先进县（市、区）建设的基础上，启动了农村

中医工作先进市建设，并印发了《全国农村中医工作

先进市（地）建设标准与评审细则》，进一步加强指导

工作。至此，全国已有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１１３个，

先进县建设单位１１１个，各省（市、区）也先后确定了
一批省级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建立单位，形成了在

一个地级市或地区范围内所有县齐抓共建的局面。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
《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的通知，对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进

一步健全了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尤其是网底的建设。

在社区，根据卫生部等１１个部委印发的《关于
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对社区开展中医药服务工作提出要
求，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作用。

为加强中医医院的特色优势工作，２００６年 １１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保持和发

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意见》，第一次以专门文件形

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的政策。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印发《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评价指南（试行）》和

《中医医院（三级）中医药特色评价细则（试行）》的

通知，对中医医院的内涵建设进行了规范。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中医坐堂医诊所管
理办法》，积极探索中医药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４中医医院的发展成就

４１基本建立起了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
中医药服务网络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破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公有制办医的所有制结构，形

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集体、个人多种办医形

式并存的新格局，各中医医院引入了竞争机制，调动

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扩大了中医医院经营自主权。

同时，中医医院从过去单一的医疗服务，发展为提供

医疗、康复、家庭医疗、社区、心理等多种形式的服

务，并在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提供特需服

务，拓展了中医医院的服务领域。截至目前，全国已

有３１６５所中医医院，是１９７７年（１８４所）的１７２倍，
床位数达３５５万张，是１９７７年（１６６０９张）的２１倍，
绝大多数综合医院设有中医药科室，７２％的乡镇卫
生院、９２％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５４７％的社区卫
生服务站能为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初步形成了城

市以中医院为中心、社区中医药服务为发展方向，农

村以县级中医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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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室具备中西医两法乡村医生为基础的中医药服

务网络［８］。

４２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不断得到增强，服务领域不
断拓宽

４２１中医医院的诊疗水平明显提高
随着现代诊疗设备的引进和开发，一批体现中

医药特点的脉象诊断仪、舌象诊断仪、耳诊仪等医疗

器械的发明，以及现代医学检测技术，尤其是数字影

像技术和内窥镜技术结合 Ｘ射线技术、核磁共振技
术、超声技术和激光技术等在中医临床上的应用，极

大地提高了中医医院的临床诊断水平。中医经穴磁

疗、中药离子导入、天灸、择敷贴疗法、熏洗疗法、药

线（捻）疗法、金针拨障术等适宜技术的推广，提高了

中医医院的治疗水平。

科学研究促进了临床疗效的提高，一批科研成

果在临床上不断得到应用，如：中医药在治疗冠心病

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动脉粥样硬化、病毒性肝炎、

重度黄疸、结石症、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高血脂症、

老年痴呆、骨质疏松症等方面，总结创造了不少新的

临床治疗方法，显示了良好的疗效。中药治疗烧伤、

肛肠疾病、败血症等方面研究和临床疗效处于先进

水平。中医治疗急症、流行性出血热、急腹症等取得

令人信服的疗效。中医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β地中海贫血、肝纤维化、糖尿病并发症、中风
症、冠心病、氟骨症、鱼鳞病等疑难杂症，取得了良好

效果。另外，运用中药青蒿及其成分青蒿素的衍生

物防治疟疾，中药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病，采用

“动静结合”原则和固定方法治疗四肢骨折等临床成

果，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和重视，中医药为人类

健康作出了新的贡献。据统计，２００７年全国中医医
院诊疗人次达 ２５４亿人次，是 １９８０年（３３３７万人
次）的７５倍，出院人数为７４４万，是１９８０年（２８万）
的２６６倍。在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较好地满足
了人民群众的中医医疗服务需求。

４２２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的能力显著增强
１９８０年代发生的流行性出血热以及甲肝（特别

是乙肝重叠甲肝患者），采用中医治疗能明显提高治

愈率，降低死亡率。在２００３年抗击ＳＡＲＳ工作中，采
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非典”效果明显，

能够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改善全身中毒症状，对于促

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能、

减少激素用量，以及发病早期阻断病程进一步发展

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积

极评价与肯定。试点地区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治

疗结果表明，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可以明显改善临床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汶

川大地震的伤员救治、伤残康复工作中，中医药再次

发挥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以手法整复加小夹板

固定、中药洗敷抗感染促愈合、推拿按摩、针灸拔罐

等就地取材、快速处置的中医药方法，有效处理了

２６万名伤员，并采取“大锅汤”的办法，发放了数百
万人份的中药防疫汤剂，在灾后疫病预防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３０年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深
深体会到，中医药行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特别是中

医医院的发展都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

都是与中医药行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

开拓创新、勤奋工作分不开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进一步深入，中医医院的改革与发展必将迎来更

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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