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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學包含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

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凝聚着中國人民和

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

出，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這為推動

中醫藥事業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6月

17日，全國政協召開「促進中醫藥傳承

創新發展」雙周協商座談會，來自中醫藥

領域的全國政協委員、專家與相關部委負

責人一起，圍繞夯實中醫藥重大科研平台

建設、培育中醫藥特色人才等問題深入探

討交流。

抓重點 強優勢

中醫藥科研體系和重大平台建設對中醫藥發展
意義重大。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促進
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和國務院辦公廳印
發的《中醫藥振興發展重大工程實施方案》都提
出要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及中醫藥重大科學問題，
布局一批中醫藥科技創新重點專案和關鍵技術裝
備專案。
「當前，中醫藥領域已初步形成『核心–基地–

網路』的中醫藥創新平台體系，初步形成了『國
家–行業–地方』三級中醫藥科技創新體系，但還
存在高水準創新平台建設不足、高端人才團隊缺
乏、原創性突破性成果不足等問題。」中國中醫
科學院名譽院長、國醫大師張伯禮表示。
張伯禮建議，大力推進中醫藥「創新基地」高

標準建設，強化臨床和基礎研究平台的融合整
合；建立健全中醫藥人才培養體系和評價機制，

激發和釋放人才活力；重視中醫
藥原創性科學研究，研發生產出
一批「大藥好藥」。
中醫藥人才是中醫藥傳承創新
發展的重要支撐。全國政協委
員、北京中醫藥大學原校長徐安
龍提出，國家層面要完善資源配
置和制度保障，支持中醫藥課程
體系改革，加強中醫規培基地建
設，建立國家級和省級名老中醫
工作室。高校層面要注重中醫藥

特色人才及拔尖創新複合型人才培養，積極探索
「中醫+」多學科融合創新發展。社會層面要整合
多方力量給予支持，如，鼓勵行業組織參與中醫
藥人才培養專案，促進醫療機構、企業與高校或
科研機構合作等。
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黨委書記宋樹立
關注的是中藥的創新發展問題。她表示，基於臨
床資源開發新藥，可靠性安全性強，可顯著提高
研發效率、縮短研發週期。
「因此，建議儘快完善人用經驗標準體系，規

範收集和分析人用經驗數據，提升數據品質和中
藥新藥審評審批效率。同時，對已上市中成藥開
展全面再評價，對評價優秀的產品進行二次開
發，提升產品科技內涵和核心競爭力。此外，還
應建設全國中醫藥數據資源庫，打通醫療機構之
間的中醫藥數據孤島。」宋樹立說。
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院教授孫蓉
圍繞中醫藥成果轉化問題發言。在她看來，科技
創新成果轉化是推動中醫藥事業傳承創新發展的
重要一環，但由於政策、體制機制等諸多因素制
約，中醫藥基礎研究及成果轉化還存在一些問
題。
為此，她建議在持續加強中醫藥基礎研究，源
頭提升高水準科研成果產出的基礎上，進一步理
順體制機制，給中醫藥成果轉化為創新藥物提供
一個政策「出口」，真正將「藥瓶子」攥在中國
人自己手裏。

重科研 建隊伍

「維吾爾醫藥特色療法孜馬地能夠消炎消腫、活
血化瘀治療多種疾病，維吾爾醫藥祖卡木顆粒可以
清熱、發汗、通竅治療感冒等。在新疆，除傳統漢
族醫藥外，維吾爾醫藥、哈薩克醫藥、蒙醫藥等少
數民族醫藥也是中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座談會
上，全國政協委員、新疆醫科大學附屬中醫醫院副
院長孟慶才帶來了新疆中醫藥發展的資訊。
在孟慶才看來，各民族醫藥發揮各自特色和比較
優勢，為維護邊疆地區和諧穩定、保障各族人民身
體健康、促進民族團結進步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
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應把宣傳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與實施中醫藥文化弘揚工程結合起來，通過
廣播電視、報刊和互聯網等多種形式廣泛深入開展
中醫藥文化傳播活動，推動中醫藥成為各族群眾促
進健康的文化自覺。
「不僅要在民族地區推廣，我們還要團結起來，
維護、發揮中醫藥學臨床特色，破除中醫藥技術壁
壘、市場屏障，推動中醫藥進一步國際化。」全國
政協常委、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表示。
他認為，香港有豐富的中藥材國際貿易管道及經
驗，有包括法律、會計、爭議調解等完善的專業服
務系統，在臨床科研標準和檢測認證等方面與國際
高度接軌，可以充分利用好香港的獨有優勢，與內

地業界攜手推動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助力
中醫藥「走出去」。

「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協同打造統一的中藥材國際
期貨市場，在香港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中藥材網上貿
易平台，通過中藥材統一市場，推動以及確立包括
港標在內的中藥材品質標準，聯手內地和香港的中
成藥品牌，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高永文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工商聯副主席熊偉認為，

要想讓中醫藥走向世界，必須加快推進中醫藥產業
化、現代化。
「應推動中藥產業全產業鏈現代化。在種植端，

充分利用現代技術推動中藥材規範化、道地化種
植；在生產端，推動中藥生產企業加快實現自動
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在研發端，積極利
用人工智慧等現代技術，對中藥大品種進行二次開
發，研製出更加安全、有效和有更好體驗的中藥新
藥。」熊偉表示。
「醫食同源、藥食同源」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

中醫藥寶庫的組成部分，將食養、食療、藥膳相融
合，是獨具中醫藥特色的，增強體質、預防疾病的
健康資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食療

營養部主任營養師王宜建議在現行食品類別中，增
設「藥食同源」類別，擴大《藥食同源物質目錄》
品種，完善藥食同源中草藥的效用和風險評估管理
機制，為產業開發提速。

國際化 產業化

6月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化醫藥衞生體制
改革2024年重點工作任務》。其中提到，推進中
醫藥傳承創新發展，推進國家中醫藥傳承創新中
心、中西醫協同「旗艦」醫院等建設。
「約20所的央屬、省屬大型中醫醫院作為第一
集團軍更是『身兼數職』，囊括了多個中心於一
身，這些醫院應責無旁貸地肩負起引領中醫醫院
高質量發展的使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
科學院原副院長唐旭東表示。
他建議，以國家中醫醫學中心為主體，納入部
分央屬中醫醫院、中西醫協同「旗艦」醫院和國
家中醫區域醫療中心，作為首批研究型高水準中
醫醫院建設示範單位，給予重點支持。同時，明
確提出研究型高水準中醫醫院的建設標準，開啟
新時期大型中醫醫院高質量發展建設的新理念新
思路，建立醫療科研教學深度協調融合、科技創
新驅動醫療服務水準提升的建院模式。
關於中西醫協同，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中醫
藥研究院副院長張勉之有話要說。在他看來，中
醫、西醫在治療疾病中各有所長，面對不同疾病
以及疾病的不同階段，兩者各有優勢與短板，只
有有效整合中西醫醫療資源、充分發揮好各自優
勢，才可以有效地提高臨床療效。

「應在綜合性醫院結合實際成立若干中
西醫結合特色科室，發揮高水準中醫院和
綜合性醫院優勢，開展中西醫結合臨床優
勢病種研究和聯合攻關，以疾病的某一階

段或者某一病理過程為切入點，把西醫的『辨病
論治』與中醫的『辨證論治』有機結合，進而形
成中西醫結合診療方案和專家共識。」張勉之表
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中醫藥傳承創

新，加強中醫優勢專科建設。這為中醫藥事業的
發展指明了目標和方向。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

院院長劉清泉在調研中發現，雖然我國中醫類醫
院的數量不斷增加，醫療服務水準不斷提升，但
中醫藥基層服務能力和優勢專科建設仍是短板，
診治缺少傳承創新發展，「以西律中」的問題仍
較突出。
「應改善中醫醫院辦

院條件，加大對優勢專
科的投入，擴大優質服
務供給。以中醫優勢專
科為抓手，推行臨床科
研一體化模式的建設。
同時，在建設國家中醫
區域醫療中心的同時，
構建縣級中醫醫院優勢
專科和專病門診建設，
帶動鄉鎮專科醫生服務
能力提升，確保基層網
底牢靠。」劉清泉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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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月月1717日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雙周協商座談會雙周協商座談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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