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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意义和经验启示。 其重要意义体现在 3 个方

面: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地位和中医药自身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然结果和决定

因素;党的人民观和健康中国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遵循和使命担当;中医药事业

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医药的制度优势、服务能力、人才体系得到了长足有序

的健康发展。 基于此,现提出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三点经验启示:党的坚强领导是中

医药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传承创新理念是中医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不断优化的人才体

系,是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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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以
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极大地

发挥了中医药在护卫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中的作

用。 中国共产党将中医药的健康观念全面运用于

“健康中国”战略规划,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的品牌优

势和战略作用。 虽然现阶段中医药发展仍然存在

诸多问题与不足,然而近百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

们,党的领导是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和根本保证。
 

1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意义

1. 1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然性与

历史意义

1. 1. 1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

党必须要发展中医药事业 　 1)中医药对中华文明

的贡献。 中医药学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是毋容

置疑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医学强调的健康

观念追根溯源于中医药所强调的养生保健的健康

理念[1] 。 中医药学有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凝聚着

隽永的辩证法智慧,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智慧

结晶[2-5]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叩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3,6]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

重要、最耀眼的组成部分[7] 。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

调查分析报告(2019)》 [8] 显示:中医药是被中国本

土以外的境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之

一。 2)中医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我国中医药事

业的发展不仅传承创新了中华文化,同时对世界文

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10] 。 中医药是立足于华

夏文明与实践而形成的独特健康理念,在某些方面

与西医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11] 。 它强调整体观和

辨证论治,提出和、仁、精、诚的指导思想与治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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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和”即“天人合一,调和致中”;“仁”即“生命

至上、仁者爱人”;“精”即“大医精诚,精到细微”;
“诚”即“心怀至诚” [12] ,皆为中医药文化的精髓。
随着国民经济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

量的改善和健康观念的转变,预防思想开始快步进

入大众视野[13] ,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中医养

生与治未病的早期干预,能够有效降低疾病的发生

率,并节约医疗资源,降低社会经济负担。
1. 1. 2　 中医药自身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

然要发展中医药事业 　 1)中医药自我发展的先进

性。 中医药形成于我国古代战国和秦汉时期,经历

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但这并不表示它是固化

和一成不变的。 首先,任何一个科学体系,如果要

传承几千年,它一定具有自我革新、自我革命的能

力,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去伪存真、
传承发展,所以其本身也是不断运动变化、充实壮

大的,而中医药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也是不断随时

代潮流变化而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 2)中医药

学模式的先进性。 医学模式属于哲学范畴,中医学

在奠定其基本理论之时就已经把人体自身的整体

性作为其理论基石,即人体是以五脏系统为中心的

结构与功能的统一[14] ,是兼具形神的统一;同时还

强调人的自然与社会属性,认为人与自然、社会相

适应,三者协调稳定才会健康,反之则会导致疾病

的发生。 从中医学的这些学术观点和方法论中不

难发现,中医学对社会、心理维度的注重,其意蕴与

恩格尔的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 医

学模式高度契合[15] ,不仅如此,中医学还有现代医

学模式不具备的“天人相应观”,故其医学模式可以

归纳为“自然—社会—形神”医学模式[16] 。 3)中医

药学理论的先进性。 中医学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

体系和方法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中医的阴阳

学说与现代物理学的正负粒子、化学的酸碱平衡、
哲学上的矛盾对立统一等理论,中医的子午流注

学说和时间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的生物钟理论有

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中医学的“以平为期” “损其

有余、补其不足” “治病必求于本”等平衡阴阳、稳
定内环境的疗法相较于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更为

科学合理。
综上所述,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中医药

自身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

的必然结果和决定因素。

1. 2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要性与

战略意义

1. 2. 1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决定其必然会肩负起

维护人民健康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共产党始终保

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维护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17]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

的大幅上升,并为世界贡献了初级卫生保健制度、
青蒿素、医疗援外等公共卫生产品[18]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新时代“人民观”的核心要义

凝练为“以人民为中心”,并以此统领治国理政的各

个方面[19] 。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就

是要让人民群众获得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

全面小康。”继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从总体战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

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等[20]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

健康中国战略的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提出要充分

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21-22] ,
推动中医药事业在健康中国战略、服务人民健康中

发挥独特优势。
1. 2. 2　 健康中国建设必然要发挥中医药“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优势　 “健康中国”战略目

标是实现全民健康。 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

维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

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23] 。 “健康中国” 的

广度是全人群健康,深度是全生命周期健康,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是指人的生老病死的整个生命周

期都应该享受到健康服务。 要发挥中医药在健康

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就应该发掘中医药在“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方面的独特优势[24] 。 深入

发掘祖先留给我们的中医药知识宝库在养生保健、
疾病防治、健康养老、疾病康复等方面的广泛优

势[25] 。 发挥中医药养生及治未病理论在健康全周

期的早期干预作用。 治未病理论强调的是未病先

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通过倡导养生保健、个体

化诊疗,将关口前移,防止身体从亚健康向疾病转

变,从而实现不得病、晚得病、急病早康复、慢病少

发病的目标[26] 。 国务院出台的《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2016—2020 年)》,基本目标是实现中医药治

未病,指出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过程中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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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

中的核心作用” [27] ,进一步为发挥中医药在健康中

国战略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党的人民观和健康中国战略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遵循和使命

担当。
1. 3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优越性与现实

意义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曾经面临着诸多挑战与

困境,如制度不健全、中医药发展规模小、高层次人

才匮乏、传统文化教育缺失导致的中医药传承与发

展根基不稳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

事业从政策层面上进行顶层设计,针对中医药发展

的瓶颈,通过健全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使得中

医药事业的优越性越来越凸显。
1. 3. 1　 在党的方针政策引领下中医药法制建设不

断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以下简称

《中医药法》)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

点的综合性法律,它在秉承党的中医药政策和发展

方针上,充分遵循了中医药发展的规律,明确指出

“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实施中西并重的方针,建立契合中医药特

征的管理体系。 《中医药法》从中医药服务、中医药

保护与发展、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科学研究、中
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等几方面对中医药监督管理

制度展开立法,随后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开始制

定,地方人大和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并完善相关

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中医药行业也进一步加强

了本领域的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成以中医药法为核

心,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医药制度体系。 这些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强有力地保证了中医药法制化

能够切实有效地落到实处。
目前全国有 20 个省份召开中医药大会,有

15 个省份制定了有关中医药的地方性法规,依法将

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脱贫

攻坚、文化振兴等重大战略举措相结合[28] ,统一部

署,一体推进法律的有效实施[29] 。
1. 3. 2　 在党的战略部署推动下中医药服务能力不

断提升　 《中医药法》对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和服

务能力提升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多

个省份区市的中医药法执法检查,就健全中医药服

务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战略布

局,国家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中医(含中西医)方向

的国家临床医学中心和区域(中医)诊疗中心,补齐

中医药服务能力短板,加快打造一批符合中医药发

展规律的传承创新中心,为建设一批高水平中医药

服务高地提供制度保障。 并构建一个从上到下、覆
盖城乡、三位一体(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的

中医药服务体系,形成以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区域

中医医疗中心为上游龙头,中游的各级各类中医医

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科室为主体,下游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的服务体系[30] 。 对强化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有力举

措,如促进省域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进一

步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全部设置

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内涵

质量和规范化水平。 单从现有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来看,现阶段已有 98. 3%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7. 1%的乡镇卫生院、85. 9%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71. 3%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基本满足

了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到中医、吃得上中

药”的基本需求[29,31] 。
1. 3. 3　 在党的措施方略保障下中医药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不断优化　 截至“十三五”时期末,我国中

医药人员总数达到 76. 7 万人[32] ,且高层次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33] 。 比如“双一流”建设对中医药院校

和学科的支持、师承教育的专业学位申请考试科目

改革、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院士评审的单列等,体
现了中医药人才成长与学科特点,均有力地促进了

中医药各层次人才的培养和造就。
“十四五” 开局之年,国务院办公厅制订颁布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对于

中医药的人才培养进行部署,提出通过坚持发展中

医药师承教育、加强中医药人才评价和激励等措

施,提高中医药教育整体水平,提出相继建立符合

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

培养工程,构建合理的中医药人才评价体系等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如在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

养工程方面,计划 5 ~ 10 年内,评选表彰 300 名左右

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医,培育 500 名左右岐黄学者、
3000 名左右中医药优秀人才、10 万名左右中医药

骨干人才等量化指标。
综上所述,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实践经验证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医药的制度优势、
服务能力、人才体系得到了长足有序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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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启示

2. 1　 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医药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

保证　 中医药事业取得的发展成就是对党的领导

核心作用的有力证明[34] 。 梳理百年历史,中医药事

业历经荆棘坎坷但仍然充溢活力,除去自身治病救

人、救死扶伤的根本宗旨之外,中国共产党对中医

药事业的庇佑与推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举措,在中

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均起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34] 。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用中西

两法治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

医工作。 随后,在党中央发展中医药思想指导下,
全国各省份开始建成首批中医药大学,并大力创办

“西学中”培训。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中医药的管

理更加系统规范,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并通过

宪法将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91 年更

是明确将“中西医并重”列为国家卫生工作的五大

方针之一。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医药事业有了愈发

明确和深入的政策措施保障,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

《中医药发展战略纲要(2016—2030)》把发展中医

药提升为国家战略,在《“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

要》中又在发展中医药、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方面展

开了系统部署,紧接着,国家开始对中医药立法。
2017 年 7 月 1 日,我国首部中医药专门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落地实施。
纵观现代中医药发展的近百年历程,我们不难

看出,党和国家每一项政策的制定,每一个举措的

推行,都是围绕发展中医药这一宗旨和目标展开

的,并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中西医并

重的方针,将中医药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振兴、发展

中医药事业。
2. 2　 传承创新理念是中医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

不竭源泉　 国医大师孙光荣曾说:“传承不仅是中

医药学术进步的前提,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源

泉。”中医看的不是病而是生病的人,这种思维方

式、特色理论以及临床经验,乃至中医的发明体系、
生活的方式就决定了中医学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唯有传承,才能保有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唯
有传承,才能保有中医文化的基因和命脉。

与此同时,中医药的活力与生命力又在于创

新,既要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又要综合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只有守正的

传承,并在正本清源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才能健康

发展。 当今社会,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 中国共产党充分领会了守正与创新的

辩证法,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始终秉承着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面向世界、博采

众长的态度[35] 。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更应该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

中发展[36] 。
2. 3　 不断优化的人才体系是中医药事业快速发

展的有力支撑　 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第一资

源、基本根基、核心力量,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

着决定性作用。 国家深入推进中医药人才队伍建

设,推动构建中医药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

教育的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人才培养

体系[37] ,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

程(岐黄工程) ,中医药人才规模快速增长,结构布

局逐步优化,服务和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人才质量

和使用效能显著增强。 但也要看到,中医药人才

规模、结构、质量与中医药发展需求仍不相适应,
服务能力与群众健康服务需求还存在差距,领军

人才不足和基层人才缺乏并存,人才发展的政策

环境仍需改善。 因此,全面加强中医药人才建设

工作,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中医药高素质人

才及后备力量,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健康中国的

建设提供充分的人才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

义和现实意义。
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一是要坚持

服务需求为导向,坚持“四个面向”的原则,即面向

健康中国战略,面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需求,面
向中医药原创优势领域,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重点

加强各相关领域战略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优秀人

才队伍建设。 二是要遵循规律,要遵循中医药人才

成长规律来培养中医药人才,注重培养中医思维。
三是要破除束缚,要解除中医药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服务、支持、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

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 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

造力。
3　 总　 　 结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 当前,中医药振兴

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是我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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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更是中医药事业发展

的根本保障。 发展中医药是事关人民福祉的大事,
发展中医药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唯物史观上

高度契合的具体体现。 新时代的中医人要“守初

心,担使命”,以责任和担当复兴祖国中医药;做到

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用“中国处方”解决世界健康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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