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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中医药“走出去””遭遇三大瓶颈遭遇三大瓶颈
据资料显示，中医针灸曾在全球掀起几次热潮。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针对中医针灸立法，从法律上

确认中医针灸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一些国家把针

灸列入大学教育课程，保险机构和基金会也开始为针灸

提供临床研究基金。

“针灸是中医走出国门的成功案例，是敲门砖，这

是中医走向世界的良好开始。但针灸仅仅只是中医的

一部分，中医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如何使博大精深

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依然是一个难题。当今世

界是大数据时代，医生要认真参与研究和临床试验，把

大数据的理念与方法运用到传统的中医药领域，实现

中医药走出国门的突破性发展。”这是浙江省中医院骨

伤科主任童培建在 11 月 21 日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十

六届骨科学术会议暨第九届 COA 国际学术大会上说

的一番话。

瓶颈之一：难以量化

自古有云“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可见药的剂量对

于中药临床疗效是何其重要。

众所周知，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也就没

有一定的效。对量的运控能力，是衡量一个医生临床水

平的重要尺度。可见，“量化”对于一套思维体系、一门

学科的应用与发展至关重要。

和 西 药 相 比 ，中 医 药 量 化 研 究 一 直 是 一 个 巨 大

难题。

河南省中医院博士生导师孙永强在接受《中国贸易

报》记者采访时说：“西医的结论是经过多次反复实验得

出的。除了有科学理论，现代西医还发展了‘循证医学’

以及统计学应用。而中医却是通过长期实践形成理。

在实验室里，很难用数据说明中医的理论和方法。”

童培建举例说，比如，大复方药含有多种中成药，一

种中药就含有多种成分，各种成分用分子来表达就很难

说清楚。而且中成药的复方药由几十种物质混合在一

起，加工处理时这些物质又可能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

所以在制成中成药后，即使采用最先进的仪器也无法分

析出它的原始配方和生产工艺。

孙 永 强 表 示，有 人 甚 至 把 中 医 治 病 比 喻 成“ 黑 箱

子”，因为中药在体内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至今仍有许

多未解的谜题。

对此，西方人疑虑重重，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

直饱受争议。

瓶颈之二：注册难

数 据 显 示，欧 盟 是 世 界 最 大 的 植 物 药 市 场，在 每

年 50 亿 欧 元 的 市 场 份 额 中 ，德 国 占 39% ，法 国 占

29%，而 中 国 作 为 中 医 药 发 源 地，出 口 到 欧 盟 的 植 物

药只占 2%。

童培建认为，欧盟药监局的政策对中国非常不利。

按欧盟的要求，中成药不能放在药的种类里，而要以食

品保健品的形式进口。现在的格局是，西医强势，中医

弱势。要消除这些贸易壁垒，需要联合中国的中药协

会、欧盟的医师协会等部门做相关落地工作。

一直以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药品审

查制度相当严格。中药能取得美国 FDA 认证，就意味着

取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身份证。

石家庄以岭药业的相关负责人曾带着莲花清瘟寻

求以注册药品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的合作机会。她一边

介绍这款药的作用，一边慨叹，迄今还没有中药以治疗

性药品通过 FDA 批准。

而在欧盟实施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规定，

在欧盟范围内禁止销售未注册的植物药，现在以食品、

保健品等方式在欧盟市场上流通的中药将被禁止销售，

这令中药出口再次遭遇挫折。目前，中国没有一家中药

企业在欧盟完成上述注册。

但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黄建银看来，

通过《欧盟传统植物药的注册指令》并不是非常难，只要

该植物药在中国有 30 年的使用历史，在欧盟国家有 15 年

的使用历史就可以，现在，欧盟国家的传统植物药通过该

注册有 200 多个。但因为中成药在欧盟市场需求量小，中

国中药企业缺少利益驱动，所以注册的积极性不高。

瓶颈之三：中西标准之争

截至目前，中国中药基础研究依然薄弱，未能建立

起一个符合中药发展特点的质量标准体系，对中药质量

的监督也缺乏一个系统的综合评价。

“这导致中医药走出国门时，就必须按照国际规则

进行注册。中医药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制定国际规则的

地步，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跟随性战略，与国际展开对话，

商榷中医药‘走出去’的相关标准和规则。”黄建银表示。

孙永强认为，中医与西医的发展过程不同。中国是中

药大国，但中药产业的发展与这个称谓很不相称。目前，

中国中药管理是按照西药标准设置准入，要求中药新药明

细化学结构和组分，这不符合中药复方制剂的特点。以西

药标准规定中药，使中药发展陷入巨大的尴尬之中。

如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医药标准，在中国医药健

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袁精华看来，这需要对

中药从种植、流通、炮制、生产等诸多环节都提出要求，

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管理办法，要能拿数字说话，而

且有权威部门的认证依据。

童培建建议，中西医结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

剧，无论是从医学或是经济角度来看，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发

展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中西医融合将成趋势。一方面，

我们要借鉴西方的技术标准，从提取分离、质量控制等方面

来提升中药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建立具有中医药

特点的自主标准，最终拥有中医药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一个利好消息是，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正在牵头制定中医药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这将是中医药国家战略的一件大事。

让中医药走出国门的同时，把国外患者请进来治

病，也是一条通道。

在 COA 国际学术大会现场，童培建打开自己的手

机邮箱，记者看到有几封国外邮件，其中一封写到，对中

医的耳穴疗法很感兴趣，希望到中国亲身体验和学习。

据童培建介绍，中医耳穴疗法是一种简单的技术

和方法，即是将 1-2 毫米的王不留行籽贴在耳朵相应

的穴位处，一学就会。中医耳穴疗法治疗失眠、头痛等

都有明显疗效。外国人看到后，很吃惊。

童培建认为，先将中医的简单技术介绍出去，让外国

人看到效果，更利于中医药“走出去”。同时，在这一过程

中，如果能把国外患者引进来，也有助于传播中医药文化。

无独有偶。最近，俄罗斯游客组团到黑龙江哈尔滨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中医，这里的望、闻、问、切的诊疗手

法，古朴雅致的就医环境，让这些远道而来的患者非常满意。

一位刚刚接受完推拿治疗的俄罗斯患者说，由于久

坐，他的颈椎疼痛，就在来的路上还感觉不适，通过中医

治疗，已经有所缓解，中医简直太神奇了。

这一切都与黑龙江金百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韬有关。两三年内，王韬先后帮助 20 多个俄罗斯朋友

和家属到哈尔滨治病，他们的共同要求就是用中医。

经过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国内第一家“中俄医疗

公益服务平台”成立。通过该平台，俄罗斯患者可以向

指定中医院预约，并获得在中国就医、生活起居等“一

站式”服务。据说预约者越来越多，估计今年俄罗斯来

华患者将超万人。

不仅俄罗斯患者频频来到中国，就连供职于阿拉伯国

家联盟驻华代表处的沙菲在北京亲身体验中医按摩后，对

中医的神奇疗效也是赞不绝口。“我觉得中医的确太神奇

了，身体上的一些病症用按摩、针灸等中国传统疗法治疗，

往往能够达到神奇的疗效，而西医在这方面却望尘莫及。”

如今，究竟有多少像莎菲这样的外国人在中国体

验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

的统计体系，其数量还是未知数。对此，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国际合作司负责人说，中医药管理部门在今年将

开始统计这一数字。

将国外患者引进来

虽然中医药“走出去”遭遇壁垒，但毋庸置疑的是，

中医药独具的优势，对外国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卫生部门曾表示，将着力培育海外市场，发展中医

养生保健旅游等服务，吸引境外游客，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按照中国卫生部门的设想，未来将以服务贸易为突破口，主要

分为“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

据悉，“走出去”主要指的是中医药走向海外，在国

外开设中医药诊疗和养生保健中心，为当地民众提供

医疗服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明确了中医药的法律地位，将中

医药纳入医疗保险范畴。“针灸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

可以报销的，有的纳入基本保险，有的纳入商业保险，

德国、澳大利亚、瑞士、英国、法国都已经纳入保险。在

美国，传统医学和针灸学院有 40 多个，还有针灸师的认

证和标准体系，都纳入了不同层次的保险范围。”

中国卫生管理部门也将采取措施，严格管理，建立

起中医药养生保健的价格体系，完善技术规范，使中医

药养生保健服务更加标准化、市场化。

同时，政府还将出台优惠措施，鼓励符合资质的机

构开展这方面的服务：计划在未来 3 年内，探索好服务模

式，此外还要打破目前的政策壁垒和技术壁垒，出台一些

鼓励政策，包括金融税收等手段等等。据了解，在北京、

三亚等已经有一些区域先行先试。旅游是传统的服务贸

易，把中医药加进去，具有无限发展潜力。

与“走出去”相比，“请进来”显得更加困难。北京市

旅游委副主任王粤公开表示：“北京旅游业将中医养生文

化融入到旅游产品中，新近推出多条中医养生精品旅游

线路，以此满足入境游客的服务需求。北京今后将采取

类似刺激措施，使入境游市场走出低迷。”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来京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

有所增长，国内来京旅游人数增长也较快，但是入境旅游

人数有所下降，下降的幅度正在收窄。王粤称，今年入境

游峰值难以达到 500 万人次，预计比去年略有下降。

“北京要提升入境游产品的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旅

游产品。”王粤说。中医养生文化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

旅游业态，是北京旅游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北京市旅游委与中医局联合组织相关旅行社，经过实

地考察，精心设计了 7 条中医养生文化旅游产品，北京

市将有 21 家中医药文化示范基地供旅游使用。

王粤表示，希望境外游客通过中医养生旅游产品，

能更多地了解中医药文化，体验中医药文化，感知中医

药的博大精深。

将中医药融于服务贸易 发展特色旅游

除了产品标准要与国际接轨外，中医药国际化的

另一前提是市场经营也要实现与国际接轨。

北京力达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徐宁认为，

国内传统医药企业大多通过代理商将产品推向国际，

可以说生意只做到了海关，中医药的理念都滞留在企

业，难以传达给消费者，消费者的反馈和诉求也全都停

留在了大洋彼岸。中医药企业要积极创新商业模式，

不仅把生意做到海关，更要在海外建立终端，走进当地

市场，走进当地消费者，成功实现跨国经营。从最初的

单一针灸医疗服务产品带动中药产品“走出去”，到向

教育、科研、贸易和文化全产业链模式迈进。

“但目前的困难是，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认可度不

高，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不仅中医药遭遇瓶颈，中医

药企业也同样面临种种壁垒。”徐宁呼吁政府加大支持

力度，在国与国之间的政府层面加强与欧美等国的双

边谈判，提升中医药在海外市场的话语权，更进一步推

动中医药“走出去”。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

钢透露，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走出去”。前不久，商务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

究所、中医药研究所等已达成合作，支持中医药企业

“走出去”，并努力制定四方面具体措施：中医药标准体

系建设；中医药“走出去”模式研究；中医药“走出去”国

别研究；通过援外方式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政府支持不能少

编者按：中国一直在力促中医药“走出去”。两年前，中国 14 部门联合制定颁布了《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若

干意见》，中国将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完善的中医药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起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中医药

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和国际营销体系。

但现在看来，这一目标依然遥远。

目前，韩国和日本占据世界中草药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他们所用的中药原材料 8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另外，中国

还没有一种中药进入欧美国家临床。种种迹象折射出中医药“走出去”举步维艰，其国际化之路漫长而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