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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614.htm “扶持中医药发展”背景： 中

医药（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惯例，中医药泛指中华民族传

统医药，包括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以下统称中医药。）是中

华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其有效

的实践和丰富的知识中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是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

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是历史

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基

本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新形势下，

中医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要坚定

不移地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国家“十一五”发展规

划、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

划都将中医药列为重点内容，中央财政对中医药的投入也在

大幅增加。可以说，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

道。中医药系统正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卫生和中医药的方针

政策，抓紧落实中医药各项规划和任务。 “中医药发展”面

临的问题： 一、中医医疗保健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由于历史

、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医学未能充分吸收近代科

学的成果而始终保持着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式，相对于现



代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普及水平的快速提高显得发展比较

缓慢，还不能很好满足现代生活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医药还未能进入医药保健主流市场，

其医疗价值和市场潜力亟待挖掘。 二、中医药现代产业基础

不强。总体来看，缺乏优质高效的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薄

弱。中药产业链尚有待完善，中药农业刚刚起步，中药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与合理利用及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有效

解决；中药工业生产工艺和工程化技术落后，生产效率和综

合利用能力相对低下，缺乏标准化的专用制药工业装备；中

药商业流通方式亟待改造。中药出口以原料为主和依赖老品

种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中药产品在发达国家进行药品注册

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而“洋中药”返销进口有增长趋势。 

三、中医药现代科学基础薄弱。中医以整体、动态和辨证的

思维方式认识生命与疾病的复杂现象，但用传统概念表达的

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复

方中药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等现代研究一直没有突破；适

合自身特点的研究、评价方法和标准规范体系尚未建立，适

应时代要求的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制约了中医药现代化

、国际化进程。而西方国家利用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已经开

始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药，这无疑是一个挑战。 “

扶持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解决我国广大民众“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需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医疗保健作

用。在提高医疗保健水平和覆盖范围的同时降低医疗费用和

成本是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医药具有易于普及和

“预防、治疗、康复、保健”一体化的医疗模式，能够为民

众提供“简便验廉”的医疗保健服务，充分发挥其特色优势



将有可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医疗保健模式。 二、实现我国

医药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中医药产业

是我国拥有资源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传统产业。挖掘传统医药

宝库，推动其创新发展，培育以中药为基源、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健康产业，将对提高中医药市场份额，发展中药农

业，提高农民收入，扶助贫困地区，保护生态环境，调整医

药产业和产品结构，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综合带动作用

，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并对世界

有所贡献。作为我国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领域，中医药系统

性和复杂性等关键问题的突破，将对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乃

至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会促进多学科的融

合和新学科的产生，使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

提高和完善，使具有现代人文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中

医药医疗保健模式和价值观念得到传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

对人类的新贡献。 “扶持中医药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中

医药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力度。国家和地方应加大中医药科技

经费投入，同时引导企业增加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吸引社

会投资和国际合作资金，形成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多元化

、多渠道的投入体系。制定若干鼓励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法规

，推动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标准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加强中医

药知识产权和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成果、信息管理和推

广、共享机制；制定积极的人才政策，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吸引跨学科人才和海内外人才，建设一支多学科、跨领域

、产学研、海内外结合的人才队伍。 二、推进中医药的继承

与创新。加快名老中医经验、学术、技能、文献的继承、抢



救工作的步伐，以重大、疑难、传染性疾病和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防治等方面的优势领域、优势病种为重点，以建

立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为抓手，坚持临床与科研相结合，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手段，积极吸收西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

的发展成果，加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推进中医药理论和实

践的不断创新，在现代化、国际化中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

提高中医药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医

疗服务体系和保健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培养名医、创建名科

、建设名院和中医药服务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的“三名

三进”工程，大力推进生产名药、创办名店、建设名厂和保

证中药材、中药饮片与炮制、中药产品与制剂质量的“三名

三保”工程，不断提高和增强中医诊疗技术和水平，不断提

高和增强中药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促进中医中药的统筹协

调发展。 四、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研究中医药人才成

长规律，积极推进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努力为中医

药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格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五

、推动中医药文化建设和中医药知识的宣传普及。全面加强

中医药服务机构的中医药文化建设，大力培育中医药文化的

价值观念体系，努力营造体现中医药文化理念的人文环境，

使中医药服务机构真正成为展示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基

地。组织实施好“中医中药中国行”科普宣传活动，让更多

的人了解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使用中医药，形成全社会关

心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氛围，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

享受到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和改革发展的成果。 “扶持中医

药发展”典型事例综述（按时间顺序）： 1.全国性中医药科



普宣传活动“中医中药中国行”。贵州省卫生厅7月7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中医中药中国行”近期将走进贵州，为

贵州贫困乡村培训医生并开展义诊活动，让全社会了解中医

药、认识中医药。“中医中药中国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次全国性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主要目的是面向基层，服

务农村，惠及百姓。活动期间，贵阳市将举行中医专家大型

义诊咨询；中医药科普知识宣传展览；中医针灸、推拿按摩

现场体验等多项活动。 2.国家评选30位国医大师。首届“国

医大师”表彰暨《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座谈会6月19日在京召开，会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举办，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部门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表彰国家

级中医大师。经推荐、评选、公示等程序，获得首届“国医

大师”称号的共有30名，首届“国医大师”是从全国从事中

医临床工作的（包括民族医药）人员中遴选出来的，均为省

级名中医或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从事中医临床或中药工作55年以上，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

。这次评选的30名“国医大师”中，年龄最大的已达93岁高

龄，最小的年龄也有74岁。相关推荐：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行测模拟试题练兵场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题

练兵场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在线题库申论试题全新上

线2009年社会时政热点与2010年国考申论命题趋势2010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新大纲)申论习题及答案汇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