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中医药学给予高度评价、寄予厚望。据不完全统计，总书记对中医药学

的振兴和发展已经作了三十多次重要讲话和批示。早在2010年6月20日，他访澳出席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

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①习近平总书记

对 2019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

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

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

振兴中医药发展的思考与治理之策

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

◆ 当前是各项事业发生深刻变革、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而中医药的发展却面临一定危机。

振兴中医是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之一。

◆ 建议在全国开展抢救中医药行动，切实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快中医诊断和治疗仪

器的研发与制造，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内适当增加中药材的种养植内容，在经费上加大对中

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设立国家振兴中医药基金会，以奥运精神振兴中医药事业，努力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医疗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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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

量。”②

一、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7000多年前即公元前近50世纪，伏羲创造了八卦图这部由数字和图像组成的无字天书，深

刻揭示了大自然和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而且开启了数字化的先河。约在公元前27世纪，中

国远古时代华夏氏族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轩辕）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创衣冠，建舟

车，制音律，总结数千年华夏人民的实践经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医学，后人在此基础上编纂了

《黄帝内经》。直到目前，这部《黄帝内经》仍是中医学生必修之课。这便是中医学的总源头。事

实上，中医的阴阳学说是现代哲学的矛盾论。天与地、阴与晴、利与用、有与无、动与静、上与

下、左与右、前与后、老与少、男与女等处处都有阴阳，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阴阳的相互依存

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也体现着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方面以及对立统一的规律。可以说，早在7000

年前中华民族祖先们开创的这个哲学理论体系是整个人类社会哲学思想的总根。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生命科学。不论什么细菌、什么病毒，都是使人体的部分或整体发生病

变，只要我们调节身体的整体平衡，调动和激发人体本身的潜能，就可以让其“改邪归正”。据

《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我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

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比如，在2003年抗击“非典”

时期，中医药治疗“非典”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2020年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和西医

治疗相比，中医治疗也显现出了成本较少、效果较好的特点和优势。这些说明了在现代中医也是

大有作为的。

二、现代西医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文明出现了大爆发、大突破的轴心时代，也叫人类精神文化的奠基

时代。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北纬25度至

35度之间的大地上从事着同一重大使命。老子和释迦牟尼几乎同龄，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5岁，

孔子去世10年后，苏格拉底诞生了，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阿基米

德比韩非子大7岁……在那个时代，中西方的先哲之间没有条件和可能相互交流意见，却创造出

同样辉煌的思想。而且他们似乎还有着明显“分工”：古希腊哲学家在地中海之滨深思时，主要

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在恒河边上打坐时，主要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在黄河

边上漫步时，则主要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社会各层级间的伦理关系。他们提出的思

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且直到现在都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在

轴心时代人类文化之所以会出现突破期，是因为人类经过千万年的生活实践所形成的丰富经验和

厚重文化出现了大爆发、大升华，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有其偶然性却更有着历史的必

然性。

在那个群星璀璨的伟大时代，希腊还出现了一位西医的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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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70年)。他认为，人类正如宇宙中的其他部分一样，是由四种元素——土、气、水、火组成

的。这四种元素和人体中的四种液体(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和粘液)相对应。这四种液体处于平

衡时，人就是健康的；失衡时，人就会得病。这种理论几乎一直延续到19世纪，支配着西方医学

体系约2400年。由此可见，这与我国中医的阴阳平衡之论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19世纪以

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西方医学摒弃了希波克拉底的这个理论，充分利用化学、物理

学、生物学、材料学及现代信息技术等武装自己，使诊断和医疗水平快速提高，各种新药层出不

穷，先进的检测医疗设备仪器越做越精准，医治效果也是突飞猛进。而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

言》直到今日，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医学生入学的第一课要求其学习并宣誓，这个誓言主要是

关于医生医德方面的要求。

三、振兴中医药和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治理建议

如果从经济学理论看中西医的关系，中医好比是研究宏观经济的，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整体

性和协调性，注重各部门的综合平衡，从而实现健康发展；西医虽有大量现代化技术，分科也越

来越细，但更多从局部和微观方面着眼，对病人的整体情况考虑相对较少，可见中西医之间有很

强的互补性。

中医存在的问题，一是由于几千年小农经济社会的局限性，中医学保守倾向严重，甚至有

“传儿不传女”等传统陋习，致使许多存在过的神医绝技失传了。例如针灸技术非常神奇，但许

多特技针法无人会用了。据说早年由华侨中医带到海外一支长达2米的银针，足以从头顶穿刺到

脚心，因无人会使用，至今放在东南亚某博物馆只能供人参观。二是传承尚且不容易，创新则更

是困难。华夏典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中医古籍汗牛充栋，单是中医学四大典籍《黄帝内经》

《仲景全书》《药王全书》《本草纲目》 便无人能完全参透；古代四大名中医华佗、扁鹊、李时

珍、张仲景的医术学识尚未被超越。三是即便医生医道极其高明，但若药材不行也难取得好的疗

效。从总体看，我国中药材质量是下降的。一方面天然生长的药材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工培植

的药材生长年份短，人工催生因素多，而且不论是自然还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都不同程度受到工业

生产的污染。

客观地说，当前是各项事业发生深刻变革、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而中医药的发展却面临相

当的危机。振兴中医是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之一。为振兴

中医药和加快中西医相结合，提出以下治理建议。

第一，在全国开展抢救中医药行动。以正规医院传统中医为主体，加之民族中医 （如藏医、

蒙医、苗医等）、道医、佛医及散落在民间的草根医生，我国广大中医界人才济济，每一个地方

几乎都能找到人民群众口碑相传、身怀绝技的中医。然而，他们大多名不见经传，精湛的医术未

能得以推广。建议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中医普查，把全国的中医人才登记造册，建立名录库，对

他们的看家本领可申请专利，保护其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对民间中医的考核，应以能否解决实

际问题为标准。2004年至2005年国家开展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活动，这很及时也十

分必要，较突出的问题反映在取缔无证行医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5月，卫生部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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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共取缔无证行医13.2万余户次③，此后每年都要取缔几万户次。其中主要是无证行医的中

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医的成长之路基本上靠祖传、师承和自学三种，出师后便可开业

行医。中医行动方便，只需“望闻问切”加上几根银针便可完成诊断、医疗、预防、养生全流程

服务，且成本很低。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是中医生存成长的沃土。20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和

生产队卫生员（半脱产靠队里记工分生存的农民）成为了乡村医生的主体，他们既无大学学历又

没有行医执照，按现行政策和法律相关规定都是非法行医者。但他们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且受

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联合国、世卫组织、世界银行都予以高度评价和赞扬。一本堪称中西医结合

典范的《赤脚医生手册》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为流传。1985年有

关部门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了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几百万赤脚医生有些

上大学了，有些返城就业，也有不少本地人重新务农，其中一些医学能力较强者则自立门户挂牌

行医，甚至教子从医、带徒授业。历史造就了我国至今还有130多万无医学本科学历又无医师证

的非法从医者。其中不少人拥有祖传师承的医学本领，甚至身怀专治疑难病症的绝活，却不能名

正言顺地行医。这不仅会使百万个家庭生计无着，还将导致许多民间中医绝活、偏方消失殆尽，

给中医药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因此，通过中医普查和认真考核，可为那些德才兼备、真正为民救

死扶伤的良医正名，对考核通过的颁发医师证，让其坦然地合法行医。考核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而不以学历作为取舍的根本依据，要着重其医术水平和医疗成绩以及是否遵纪守

法，不应用医科大学毕业生的数理化、英语、计算机以及现代西医理论去考核中医，否则不少中

医泰斗未必能通过，怕是华佗再世也没有行医资格了。

第二，切实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中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中，相对薄弱

的是中医基础理论科学。虽然也有很多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和讲座，但多为对中医典籍理论

的解读，而鲜有重大理论突破。中医在诊断和治疗中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维，所以

中医越老就越受人尊敬。有人说“西医可以让人明明白白地死去，中医却能使人稀里糊涂地活

着”，这也是因中医基础理论不透明，许多经验没有总结出来。基础理论研究是为全人类服务

的。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就说过：“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

项”。④中医发源于中国，群众基础和最高学术水平也在中国，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

有责任为世界作更大贡献。

第三，加快中医诊断和治疗仪器的研发与制造。高明的中医号脉，三个手指能号出6支主脉

象，进而推出36 支分脉，再翻一番可号出72 种脉象，对身体各部位的运行和健康情况了如指

掌、洞若观火，然后方可对症下药。如果我们能用电子脉冲、电磁仪、激光等现代技术研制出精

准的号脉仪，岂不是福泽天下？其实西医用的大量高精尖诊断和医疗仪器、设备主要还依靠从国

外进口，也需加快提升国产化率。提倡中西医对这些资源实现共享。

第四，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内适当增加中药材的种养植内容。目前，我国有2750个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达147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15%。这里正是中药材最好生长的去处。建议在

自然保护区内增加中药材自然保护和人工养殖功能。政府要加强对中药的采集、种植（含良种培

育）以及销售环节的管理，提高中药材进入市场的门槛。

第五，国家在经费上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在国家财政拨款的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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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西医占绝大部分，中医占比很少。近两百年来，西医在我国医学界从无到有，现居于主导

地位，其投资和承担的医疗工作量自然也要大得多。而中医本身未能提出多少需用国家之力来支

持的大项目，在这方面彼此应加强沟通。

第六，建议设立国家振兴中医药基金会。广东省、重庆市建立了中医药基金会，这些经验值

得总结推广。设立国家级基金会可为全国振兴中医药事业提供资金支持，也可以在共同致富的制

度设计下，给先富起来的群体通过捐赠回报社会开辟一个新的窗口。对基金会要严格专项管理，

资金专用于支持中医药发展。

第七，以奥运精神振兴中医药事业。奥运赛场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的

运动员在同一规则下，互相尊重，开展友好体育竞赛，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这种

精神完全可以应用到振兴中医药事业上。当前，我国中医药人才严重短缺，特别是大师级的中医

师数量越来越少。我国历史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医界都有“打擂台”的传统，为名医大家的

选拔和成长提供了宝贵舞台。建议有关部门先组织大城市和省级的中医比赛活动，再推向全国。

制定科学比赛规则，通过现场诊断施治和有关考核麟选，可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中医之

间、中西医之间开展这种公平竞争，经过考核、评选、公证，选拔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国家一级中

医人才。

第八，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医疗道路。在这场世纪性、全球性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强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在

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当前，疫情还在肆虐，而且新的细菌和病

毒仍在不断出现。从全世界范围看，新药物的研发生产远不及细菌和病毒的变异来得快。在努力

加快疫苗和新药研制的同时，还可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中医与西医的结合。一应请主管部门抽调

全国顶尖中西医师组成课题组，评价和讨论中西医相结合的现状、原因，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中

西医结合的顶层设计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二应更多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与卫生健康治理体系

中的作用。对重症者应组织中西医会诊，共商医疗方案，发扬各自优势。既要努力消除病毒，更

要设法提高人的免疫力和自愈能力。总之，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崭新医疗道路。

①《习近平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ce/como/chn/sawj/tpyjh/

szyw/t710185.htm，访问日期：2022年5月5日。

②《习近平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李克强作出批示》，人民网， http://

health.people.com.cn/n1/2019/1025/c14739-31421076.html，访问日期：2022年5月5日。

③《中国严打非法行医 共取缔无证行医13.2万余户次》，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kj/ylws/news/2006/09-

01/783234.shtml，访问日期：2022年5月5日。

④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此高度评价。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

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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