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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青蒿素等为代表的特效药物的发现，以及中医药在“非典”、艾滋病、白血病和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等重大疾病治疗方面的突出表现，彰显了中医药所蕴含的强大力量。文章总结了中医药在日本、韩国

和欧美国家的发展概况，通过分析我国中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加快推进我国

中药产业创新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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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新冠疫情防治中，中西医优势互补、

相互促进，合奏出生命至上的科技强音。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这场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更加凸显了人类的休戚与共，中国以实际

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中医药“三

药三方”为中国方案贡献了力量，助力全球疫情

防控。以需求为导向，中国向多个国家捐赠了中

成药、中药饮片、针灸针等药品和器械。然而作

为我国的原创医学，中医药在 20 世纪面临的却是

曲折发展的命运。21 世纪，中医药复兴之路仍然

充满挑战。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医药以其独特疗

效和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发展迅速，相关

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据统计，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世界 183 个国家和

地区。日本、韩国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与我国

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医药对其影响较为深远。

欧洲草药应用史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伴随

着药学著作《药材》《楼学药书》《简单药物》《医

典》等的问世，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繁荣发展 [1]。

17 世纪以后，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陆续被译

成日、德、英、法、俄 5 种外国语言，对欧美国家

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世界医药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 [2]。中医药在传播到各地的同时，与其他文明互

相融合，不断丰富完善，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1　中医药在日本、韩国和欧美国家的发展

中医药传入各国时间存在先后，各国采取的发

展政策各有侧重，因此中医药在各国的发展情况也

不尽相同。目前，中医药已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

合法地位并逐渐被纳入医疗保健体系，中医药教育、

科研迅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中药类商品国

际销量不断增长。

1.1　日本：纳入医保体系，推出高品质制剂

中医学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汉方医学（汉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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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医学。日本立法先行，是较早确立汉方药医疗

保险适用制度的国家，为汉方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机遇。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对研发的高度重视，是日

本汉方制剂后来居上并迅速占领全球市场的重要原

因。1976 年，日本将 146 个汉方药收录到国家药典，

并纳入国家健康保险（NHI）作为医疗保健品使用，

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 [3]。以小柴胡汤为例，

作为慢性肝脏疾病的首选，小柴胡汤是汉方处方中

使用最多的方剂，在日本汉方药中地位突出。

日本非常重视生产高品质的汉方制剂，将提

高品质作为汉方药开发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从

1989 年开始，日本汉方药制剂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按《汉方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实施 [4]。

由于日本汉方药的基础研究比较细致，产品质量

标准化，外观精美，服用剂量少，大多是高技术

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5]。在日本，中药相关研究是有组织、

有支持、有计划的政府行为 [6]，从 1988 年开始，

日本科技厅就开展了“关于科学阐明东洋医学的

调查”规划，逐步加大对中药研究的投入力度。

以制药企业为例，日本三大汉方药生产企业（三共、

津村、钟纺）新药研发费用已占其每年销售收入

的 10%~20%。

1.2　韩国：立法保护传统医学，打造国家品牌

韩医学，又称东医学，由吸收我国中医药学理

论以及其他传统医学演变而来。韩国早在 1951 年

即通过立法规定东医和西医地位相同、享有同等待

遇，为韩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2003 年，韩国国

会通过《韩国韩医药发展法案》作为国家法律，最

终目的是促进韩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普及化，

把韩医药推向世界，加强韩医药的竞争力，使韩医

药在世界传统医药市场中成为主导者 [7]。韩医学的

发展，离不开韩国政府对韩医药强有力的政策、资

金支持，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

在全球医药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韩国政府把医药品产业作为国家朝阳产业，采取

各种扶持政策全力提升中药产业竞争力。以人参

产业为例 [8]，韩国高丽参产品附加值很高、品牌

效应明显。韩国以举国之力对高丽参进行推广和

销售，有系统的产业规划、形象打造和销售策略，

以国家战略塑造高丽参的“国家形象”。反观我

国人参产业，出口主要是以原料为主，量大但附

加值低；而进口人参则主要是价值高的精加工产

品，量小但附加值高 [9]。

1.3　美国：中医药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植物药

　　 第一进口国

美国自身没有传统医学。中医药进入美国市

场，其标志是 1970 年总统尼克松访华，带动美国“中

医热”。1973 年，马萨诸塞州首先由州立法承认

中医（针灸）合法地位。目前，美国已经有 47 个

州及华盛顿特区通过了（中医）针灸法，这些法律

确保了中医针灸在这些州的合法使用和发展 [10]。

2018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联邦法案 H.R.6，标

志着针灸第一次在联邦法律上得到承认。美国针灸

和推拿等已列入正规医疗体系中，随着越来越多的

美国民众选择并接受针灸治疗，许多商业保险公司

已经将针灸纳入其选择范围 [11]。中医中药的疗效

和安全性逐渐得到美国主流医学界的认可，得到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资助和支持 [12]。

美国植物药研究起步较晚，但其植物药市场发

展迅速。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膳食补充品健

康与教育法案》，将植物药列入食品补充剂范畴。

1999 年，明确疗效并使之与现代医学结合，逐步

确立传统 / 互补医学在美国的合法化。2004 年，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正式发布了《植物

药新药研究指南》，承认包括中药在内的植物药是

药品。2012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

第一例口服植物药巴豆提取物 Fulyzaq，用于治疗

艾滋病相关性腹泻。随着使用草药的人数不断增加，

美国成为全球植物药市场第一大国 [13]。2019 年，

我国对美国提取物出口额为 4.51 亿美元，美国成

为我国植物提取物出口的第一大市场 [14]。

1.4　德国：植物药研发与应用的国际典范

早在公元 460 年，德国就有了使用植物药治

病的相关记载 [15]。1086 年，德国出版了第一部《药

用植物志》。1513 年，德国第一部《植物药药典》

问世。这是西方国家编制的第一个最为完善的植

物药标准，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1976 年，德

国明确将草药列为药品。在德国，植物药与化学

合成药物的地位完全相同，在法律上完全被看作

药品，亦被列入处方药与非处方药（OTC）药物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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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植物药品市场，

是全世界植物药上市品种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在

植物药生产和科研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针

对有些药物（如银杏）开展过上百年的深入研究 [16]。

此外，德国专利法尤其重视对植物药的保护，从研

发到上市都有专利布局与保护策略 [17]。银杏制剂

是德国开发最成功的植物药品种，在国际市场有很

强的竞争力。德国对植物药物的需要不断扩大，拜

耳药业收购了以生产中国传统中草药为主的中国滇

红药业，反映出德国对未来中国中草药市场的巨大

信心 [18]。

1.5　英国：中医药在欧洲传播与发展的中心

英国是现代医学的发源地之一。17 世纪中医

药由传教士传入英国，英国成为了中医药在欧洲

传播与发展的中心。1960 年，杰克·沃斯利创立

了传统针灸学校，是英国最早的针灸学校。1997 年，

英国国立米杜萨斯大学开办了以中国中医药高校

为模式的全科中医课程以后，英国至今已有多家

大学开办了中医针灸课程，例如林肯大学、东伦

敦大学和西敏斯特大学等。米杜萨斯大学更是开

办了中医硕士课程，面向英国、中国和世界各地

招生。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对中医、针灸、草药

医等辅助和替代医学采取宽松的态度，为中医在

英国的发展了提供了其他欧洲国家不可相比的机

会与空间。

英国是欧洲国家中第一个提出中医药立法的

国家。目前，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状况良好，中医在

英国受到从皇家到平民的信赖。英国政府允许草药

和天然药物以非处方药产品的形式上市，经过英国

卫生专业委员会登记注册的传统草药师可以继续使

用无照草药制品 [19]，为中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中医药在英国的普及应用，推动中医药科研

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20]。如英国皇家植物园中草药

鉴定中心、伦敦国王大学药物研究组、剑桥大学药

理系血管生成与中医药试验室，都在开展一系列中

医药相关研究。

1.6　法国：发展历史最悠久，软医学研究方兴未艾

法国是最重视中医药且中医药的发展历史最

悠久的国家。早在 13 世纪，法国就已经有了脉

诊和针灸，是最早接受和运用针灸的欧洲国家。

1671 年出版的《中医秘典》是法国最早的中医著

作。1943 年起，法国医生德·勒·富耶（De. La. 

Fuye）创办法国针灸学会、国际针灸协会和法国针

灸中心学院等，法国针灸事业蓬勃发展。1987 年，

法国医学界表示赞同针刺术及其管理措施 [21]。

1999 年，法国将中草药列入国家医疗保险。20 世

纪后期，中医教育开始进入法国主流教育界，高等

学校相继设立针灸专业和系统的中医药专业 [22]。

2007 年，法国教育部和科研部长吉勒德罗宾在法

国第五大学宣布，授予部分高校颁发中医针灸国家

级学位证书的权力，以全面提升法国的中医针灸教

学及治疗质量。

法国认为以中草药、针灸为主治疗疾病的中医

学是软医学。法国有多家中医研究机构，出版《法

国针刺杂志》《经络》等多种中医刊物 [20]。在法国，

还有一些中医学会积极传播中医文化理论 , 极大地

促进了中医在法国的发展。目前 , 在法国主要和中

医相关并得到政府认可的学会有法国中医联盟、法

国中医医师联合会、法国传统中医学院、传统中医

针灸和气功治疗独立工会、全欧洲中医专家联合会

等 [23]。2011 年，在法国国家药品食品监察署等的

大力支持下，《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法对照国际标

准》正式出版，并获得由中国科技部颁发的 2010 年

中医药国际贡献奖。

2　我国中药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中药产业发展现状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

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

源，重要的生态资源 [24]。随着《中医药法》等一

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近年来中医药步入发展

快车道。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医药迎来新的

战略发展机遇时期。

2.1.1　中药产业已具备良好发展基础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中药农业、中药工业、

中医药服务业组成的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中药农

业规范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500 多种中

药材成功实现了人工种养，50 余种濒危野生种药

材实现了种植养殖或替代。中药工业产值不断攀升。

中药饮片工业规范化、现代化程度提升，在中药产

业中增长速度最快。中成药工业集团化、品牌化进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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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加速，年产值过 20 亿的中成药品种 20 余个。中

药剂型从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发展到现代的滴丸、

片剂、膜剂、胶囊等 100 多种剂型 [25]。中医医疗

机构发展迅速，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2018 年，

全国拥有三甲中医医院 442 家，中医医疗机构总量

达 6.1 万家，从业人员 71.5 万人，年诊疗达到 10.7 亿

人次；基层中医药机构覆盖范围广，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升 [26]。

2.1.2　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已初具规模

中医药科研和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人才队伍不

断壮大。我国已基本建立以独立中医药科研机构、

中医药大学、省级以上中医医院为研究主体，综

合性大学、综合医院、中药企业等广泛参与的中医

药科技创新体系。截止到 2018 年底，中医药在校

生已经达到 75 万余人，为中医药医疗、保健、科

研、教育、产业、文化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领域提

供了专门人才 [27]。中医药科技创新实现飞跃发展。

原 973 计划设立有中医理论专题，共有 34 个项目

203 个课题获得立项资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

医药现代化”重点专项累计投入超过 10 亿元。组

织开展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建成国家基

本药物中药原料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体系。主

导建立世界中联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体系认证，制

定《中医药科研伦理管理规范》，正式批准成为国

家认证项目（CAP 认证）[28]。

2.1.3　中医药发展理念与方向已获广泛认同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千百年来，中医药在

护卫中华民族身心健康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

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进入

老龄化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不断增加。进入 21 世纪，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

医学转变，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

社会模式转变，“大健康”已成为世界前沿的健

康理念。中医药理论体系所蕴含的整体观念、辨

证施治、三因制宜等思想与之完全契合。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在世界范围内共有 103 个会员

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 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

律法规，18 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2019 年，

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

订本（ICD-11）》，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

医学纳入其中 [29]。

2.2　我国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不足和挑战

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

药走向世界，必须重视和补足自身短板。从自身发

展角度看，中医药顶层设计规划较为滞后。从国内

外比较看，中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从自主创

新的长远目标看，中医药产业科技创新原创优势仍

不够突出。

2.2.1　从自身发展角度看，中医药顶层设计规划

　　　 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中医药发展目标不明确，缺乏

整体统筹，顶层设计规划相对滞后，导致这一属于

我国的原创医学被国外抢占先机，错失许多重大发

展机遇。1972 年，日本厚生省已将从张仲景《伤

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中选出的 210 个经典古

方作为非处方药批准使用 [3]。2003 年，日本汉方

药龙头企业津村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中药研发公

司，立志成为中国市场中药第一品牌。1980 年以

来，韩国政府大力发展韩医，积极将其推向世界。

2005 年，韩国保健福祉部设立“韩医药发展审议

委员会”，并颁布《韩医药发展第一个五年综合计

划》，旨在通过韩医药的科学化、产业化与国际化，

提高国家竞争力 [30]。在我国，《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已发布实施。然而，

在深化医药体制改革、完善中医药治理体系方面仍

存在许多障碍，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制度

需进一步健全。

2.2.2　从国内外比较看，中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

据统计 [31]，我国中药资源有 12 807 种，其中

植物来源 11 146 种，是名副其实的中药资源大国。

与我国 14 亿国民人口健康总需求相比，我国中医

药资源总量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然而，

我国却成为欧美和日韩国家主要的原料药出口国，

日本汉方药原料的 75% 由我国输入。受多种因素

制约，大部分中成药制药技术较落后，品质与疗效

不及国外同类产品，“洋中药”不断占领和冲击我

国市场。我国拥有约 4 000 种中药品制剂，但在国

际市场上的覆盖率仅为 3%~5%。与之相比，日本

的汉方药制剂仅有 210 个，在国际市场的覆盖率却

达到 80%[32]。从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占比来看，

西药类销售额居主导地位，销售额占 73.2%，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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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类占 15.0%，中药材类仅占 3.1%[33]。中药产业在

医药总产值中占比不高，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

2.2.3　从自主创新的长远目标看，中药产业科技

　　　 创新原创优势仍不够突出

多年来，我国已围绕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以及

中药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但是受限于中医药人才基础教育薄弱，对中医药典

籍的传承不足，挖掘还不够深入。中医药科技创新

的基础不牢，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偏低。2018 年，

在医药制造业中，中成药生产企业 R&D 经费支出

仅占营业收入的 1.97%，而化学药品制造企业这一

比例为 2.66%，生物药品制品企业则高达 4.01%[34]；

全国政府研究机构中医学与中药学 R&D 课题人均

投入经费 24.8 万元 / 人年，约为药学（西药）人均

水平（47.4 万元 / 人年）的 1/2；高等学校中医学

与中药学 R&D 课题人均投入经费仅 10.2 万元 / 人

年，不足药学人均支出（35.6 万元 / 人年）的 1/3[35]。

中医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基础医学、现代生物

学等交叉交融度不够，揭示方药作用机理的方法不

够先进。同时，中医药科技创新还存在科研思路西

化和为了理论研究竞相追求论文发表而忽略临床需

求的现象。

3　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医药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新时期，

要将中医传承好、发展好，实现自主创新，不断提

高竞争力，需要深入学习和借鉴日韩与欧美各国发

展经验，统筹优化面向未来和国际的战略规划体系，

大力提升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着力促进中医药产

业战略升级并注重中医药人才培养，同时进一步加

大中医药的文化宣传。

（1）统筹优化面向未来和国际的战略规划体

系。

当前，我国中医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机遇

期，亟待进一步优化完善顶层设计。中医药发祥于

中华大地，同时需积极借鉴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优秀

发展经验，加强沟通交流和国际合作。破解影响和

制约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当

前医疗体系利益格局，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构建

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政策机

制，在“一体化”的政策中探索符合中医药发展规

律的“差别化”管理，激发中医药服务的潜力和活

力。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完善中

医药科研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立法明确将中医药

纳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救治体系。

（2）大力提升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中医药科技创新，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要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遵循

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应将自主创新作为中医药

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基点，围绕解决国家战略需求

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相关研究。进一步加大

中医药科技创新投入。将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

药研究方法相结合，深化中医基础理论、辨证施治

方法研究。推进产学研结合，进一步加快中医药科

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加快推进活态传承，完善学术

传承制度，加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

艺传承，实现数字化、影像化记录。

（3）着力促进中药产业战略升级。

着力促进中医药产业战略升级，实现中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注重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利

用，推动中药农业规范化种植，进一步提升中药质

量规范，推进中医药产业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

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

准化、现代化，提升中药工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逐步形成大型中药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深入对中

医典籍方药的挖掘，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

方大药，开发更多有利于民众和国际市场所接受的

新给药形式，如中药配方颗粒等。

（4）注重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医药人才是中医传承、发展与创新的根本和

基础。应进一步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形成一支由

国医大师、中医名师、中医师、职业技能人员组成

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强化具有中医思维和临床实践

的中医药人才培养，进一步完善中西结合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制机制。实现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中

医药教育全覆盖，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

育有机衔接，并将师承教育贯穿始终。应注重补足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不足、基层人员短缺两大短板。

实施中医药高层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培养一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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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中医药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大力培养基层中医药

人才，提高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中的参与度。

（5）进一步加大中医药文化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瑰宝。中医药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应继续大力弘扬

中医药文化，彰显大国文化自信。弘扬工匠精神和

辩证统一思想，开展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

大力推动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工作。

推进中医药博物馆事业发展，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

行动。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在中小

学进一步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同时，要用国际语

言讲述中医药的奥妙，推动中医药为人类健康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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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CM Development in Major Countries and 
Thinking on TCM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CAO Qin1,2, XUAN Zhao-hu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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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special effect drugs such as artemisinin and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major diseases including SARS, AIDS, leukemia and 
COVID-19 have demonstrated the enormous potential contained in TCM.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overview 
development of TCM in Japan, Kore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CM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t puts forward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CM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dustr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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