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简称，也是中华

民族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医药体系的统称。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

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2016 年 10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

优势”。同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中国的中医药》 白皮书，充分介绍了中国发

展中医药的国家政策和主要措施，展示了中医

药的科学价值和文化特点。中医药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是我国医药卫生体系的特色和优势，

是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

人民健康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大健康是顺应时代发展社会需要的全

局性理念

健康是与生命现象相关联的，包括“育

生、养生、卫生和丧生”四个方面。从外延上

看，健康包含卫生，卫生包含医疗。健康是针

对有生命的个体而言的；卫生是针对病人，包

括潜在病人而言的；医疗是针对医治病人的疾

病而言的。

生命全过程的健康包括：生命孕育的健康

——“ 生 ” 的 健 康 、 生 命 成 长 的 健 康 ——

“活”的健康和生命结束的健康——“死”的

健康；个人层面的健康包括：生理的健康、心

理的健康、心态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健康和生

活环境的健康；社会范围的大健康包括：生命

全过程的健康、个人层面的健康和适应所有国

人健康需要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健全与社会提供

大健康服务能力的完善。大健康是根据时代发

展、社会需求与疾病谱的改变，提出的一种全

局的理念。它追求的不仅是个体身体健康，还

包含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等

方面的完全健康。

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大历史

贡献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简称。从现在来

看，中医药与西医药（我国《宪法》又称现代医

药）在我国是相互并列、相互配合的，二者都具

有主流医药的地位。从历史上来看，中医药是中

华民族繁衍生息所依赖的，具有鲜明中国地域特

色和中国文化内涵，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符合

现代医学发展方向，目前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的

医药体系的统称。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

健康卫生保障手段，是一种独具中国文化基因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

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在“四大发明”之外，对世

界的又一重大历史贡献。

充分发挥中医药对大健康的作用

洪 虎 吉林省原省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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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应该包括：中国主流传统医药 （中

华民族传统医药）；中国民族传统医药 （按中

国现有少数民族划分的传统医药）；中国民间

传统医药和按照中国传统医药实施管理的中西

医结合医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是中医药的主

体。

在发展全面大健康事业过程中，中医药有

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主要体现为以整体观、

辩证论治为核心的科学思维和个性化诊疗的技

术方法，中医药临床疗效确切、用药相对安

全、治疗方式灵活、费用相对低廉，拥有无穷

的创新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多视角多维度看待中医药

中医药有时又简称为“中医”，需要从多

种视觉、多个维度来观察认识中医，正确理解

中医在大健康中的作用。

（一）中医是关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

关乎中国人口健康的一项社会事业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繁衍至今，发展成为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

国。在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中，西医大规模

传入中国仅有 200 多年的历史，发挥作用的时

间相当有限，因此，中医对中国人口健康的作

用功不可没，要充分认识中医在我国人口健康

事业中的地位。中医的主体定位是人口健康事

业，不能把中医仅看成是一种卫生事业，或者

仅看成是一门经济产业。评价人口健康事业的

标准，主要是看社会实践的效果如何，以及与

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承受能力是否相适应。

（二）中医药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门卫

生医疗科学

中医药是以人为本的整体医疗科学。中医

药是以有生命的人作为整体医疗对象。可以这

样说，西医是治病的科学，治的是人身上的

病；中医是医人的科学，医的是有病的人。中

医建立的是以病人为主体的医患关系，医生是

帮助病人，扶持病人，调动病人自身的能动性

战胜疾病。中医更加关注人的整体功能和总体

状态，关注病人的身心感受，以这些参数的变

化作为治病的主参照系。中医与西医的外延和

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单纯地把它们都当作

医疗层次的科学做类比。

中医药是关注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科学。中

医关注人的婴儿、幼儿、儿童、少年、青年、

中年、老年等各个成长阶段的相互关联对健康

的影响；关注未病、已病、末病各个病程阶段

相互关联对健康的影响；关注饮食、衣着、睡

眠、健身、养心等各个生活环节对健康的影

响。

中医药是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理念的传统医

学。中医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的统一体，主张以此为基础看待人的地位和健

康问题，讲究养生保健治未病。1996年世界卫

生组织提出了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的报

告。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的医学将从疾病医学

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

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

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

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

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自我保

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

发展。这表明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与我国中

医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据 2018 年英国 《自然》 杂志报导，世界

卫生组织最高权利机构——世界卫生大会拟于

今年推出第 11 版全球医学纲要 （ICD），首次

将中国传统医学纳入其中，这将推动目前蓬勃

发展的中国传统医学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最终

成为全球医疗保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说明

中医药不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传统医药，而是

大有发展前景的医药。《“健康中国 2030”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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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纲要》 当中明确说明，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当

中，要在养生保健治未病当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重大疾病治疗当中发挥协同作用，在疾病康

复之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三个作用实际包括了

疾病的全部周期，从疾病预防、治疗到康复，

都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三）中医药是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

生命科学

中医对生命起源有着朴素的物质性认识，

对生命现象有独特的理解，精、气、神是中医

对生命现象的形象描述，经络现象是中医对生

命特征的独到见解。中医认为万物应和谐共

存，治病以追求人体功能平衡为主，以控制致

病因素为目标，不以绝对消灭致病因素为目

的。中医健康理念首先强调的是调理人的身心

状态，摄足五味，劳逸适度，强调和谐对人的

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能以中和养其身

者，其寿极命”，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有着密

切的关系。其次才是运用药物、针刺等疗法，

调理脏腑、经络、气血等。

（四）中医药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

类公益性经济产业

中医是我国健康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健康卫生事业离不开药材、药品，医疗器

械、医院用品，卫生耗材、卫生附料，病人的

养生康复以及餐饮供应、陪护服务等，同时，

医疗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医疗垃圾也需要处理。

市场生产这些产品、提供相应服务都会形成经

济产业。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相

关经济产业的繁荣；相关经济产业的繁荣，又

会促进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

当前，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越来越得到广

大社会家庭和老年群体的认可和选择。各地已

逐渐出现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等新业态。同

时，我们需要区分政府提供的服务事业的公益

性和社会提供的服务产业的功利性。健康卫生

事业应该是公益性为主，功利性为辅，不能主

辅颠倒。不宜笼统地提倡中医产业化。

（五）中医是对生命健康认知的一种中

国文化现象

健康事业是与人类的进化紧密相关的。健

康事业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

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进化。广义地说，这

是一种人文的传承与演进。中医有着深厚的文

化根基，蕴含着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从这一文

化现象看，中医是可以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看

待的。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医作为社会事业必

将退出历史舞台，而这恰恰反映了中医的多面

性。一般而言，技术是不能分流派的，艺术是

可以分流派的。中医是融技术与艺术于一体的

文化，中医的这种特点，也体现在中医是分流

派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应当一律遗弃的文化，

优秀的传统文化仍然需要积极继承和发扬光

大。中医是中国优秀的健康文化。当然，我们

也不讳言，就中医自身而言，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其主体，它的有些部分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扬弃。

（六）中医药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存环境

相互关系认识的一种哲学观点

中医把健康对象置于天体运行、气候变

化、生态环境、社会氛围、人际交往、生活习

惯等诸多背景下来观察，注意分析、对照这些

因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中医是因人而异、因

病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和因医而异的

“辩证施治”的医学。中医关注人体各种组

织、各个脏器、各个部位、各个系统的整体联

系，从调节它们的相互影响中找到治病的方

法。中医这种认识论、方法论闪耀着中国古代

哲学的光辉。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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