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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医药的交流逐渐由民间的合作提升

至各国政府层面的战略合作，习近平主席就多次为

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并且

指明了方向；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枚瑰

宝，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而

中医药走向国际已经很多年，但是中医药国际化现

状却不是那么乐观。 在国际医药行业，西医药依然

占据主导地位。 中医药发展的规模虽在变大，但是

发展的深度却不够。 不少人盲目否定中医药的科学

性，质疑中医药诊疗体系的规范性与标准化，这使

中医难以被更多的人信赖。 要更好的让中医药走向

世界，就必须看清现在面临的问题并寻找对策。 为

此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有关中医药国际

化发展方面研究的文献，了解中医药国际化的基本

现状，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以冀对促进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有所裨益。

1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中药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有着鲜明的中国

文化特色。 中医药在国际的发扬其实很早就形成

了。 以日本为例，早在公元

414

年，朝鲜医家德来远

渡日本传授中国医学； 公元

562

年吴人智聪携药

臼、明堂图、四海类聚方等远渡日本，正式由中国医

家传授中医

[1]

。 而到了江户时期，逐渐形成了带有日

本特色的“汉方医学”。 此外，朝鲜的传统医学———

“东医学”同样起源于中医。 目前，针灸疗法的流行

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股“中医热”。 据不完全统

计，欧洲目前有中医师、针灸师十二万之多，每年应

诊患者已超过五百万人次；英国每年约有二百五十

万人采用中草药、按摩、针灸等疗法，支付医药费用

超过九千万英镑。 荷兰有中医诊所一千五百家，接

受针灸治疗的人数约占荷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德国近十年每年派数百名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到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吕中杨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武汉

430065

）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医药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 近些年，中医药在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

都有迅猛的发展，但也存在中医药内涵难以被人理解、文化差异导致发展水土不服、区域间贸易壁垒阻碍发展、自身

缺乏严苛标准、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认为面对现有的问题应采取以下策略：用现

代科学阐述中医药内涵、规范中医药学术名词翻译、加强政府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提升中医药自身服务品质、积极

申请立法保护等来加以改善，希望能对中医药国际化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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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修针灸，而且成立了德国医生来华学习针灸

中医协会。 在教育方面，中医药针灸教育进入正规

大学。 截止到现在，全世界至少有四十个国家开设

了中医、针灸教育。日本有一所针灸大学，

96

所针灸

学校、

167

所推拿按摩学校。 欧洲三百多所中医教学

机构，每年毕业五千多名中医药、针灸人员。 英国四

所大学有五年制中医系，有十几所一到三年制不等

的针灸学校。 针灸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中医药文化，

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医在世界的传播， 中药也在出口方面有

着显著的增长。

2001～2010

年中药出口表现为快速增

长的特征， 中药出口额从

2001

年的

4．5

亿美元增加

到

2010

年的

19．4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17．63％

；

虽然期间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药出

口额增长率出现下降， 但是从

2010

年开始明显复

苏，出口额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到

32．9％

[2]

。而根据我国

商务局

2010

年数据显示，中药提取物出口额为

8.15

亿美元，占中药商品出口总额的

41.92％

，依然是中药

商品出口的主力；提取物进口额为

1～3

亿美元，占中

药商品进口总额的

18.95％

。 中药材饮片出口额为

7.76

亿美元，占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39.89％

。中成

药出口额为

1.93

亿美元， 进口额为

2.1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3.71％

[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医药发展的

规模是逐渐地变大， 但是出口方面更多的是依赖自

身附加值较低的中医药提取物而非中成药。

2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2.1

中医药真正内涵的难以理解 中医药有着悠

久的历史，但是在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中是以微观

世界的理论来认识事物与解决问题。 西医能够在国

际医药市场占有大部分份额， 前提就是将现代数

学、化学、生物等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说明自身的科

学性。 而中医本身注重的则是事物的整体性和宏观

性，难以用微观科学来证明自身。 这样，中医药就需

要一种科学的，能够被现在社会说接受的方式来证

明自己。 在另一方面，中医药传播过程中，专业术语

翻译的不规范也阻碍着中医药的真正内涵被社会

理解与接受。 中医药文化本身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如果在传播翻译的过程中出现错误，人们理解中医

药真正的内涵就更难了。

2.2

文化差异导致的水土不服 由于地域的差异，

中西方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定差异。 西方人崇尚

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西医。 而以“望闻问切”四

诊为基本疗法的中医很少需要借助辅助的医疗器

械从而辨证论治，习惯西医疗法的人对中医药有着

不信任的倾向。 再者，西医侧重的是治病，中医则注

重日常养生，侧重防病。 在西方发达国家，患者因习

惯吃各种胶囊，而在面对传统中医药汤剂与大黑丸

时不知所措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因此采用现代技术

将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提炼出来，制成片剂、丸剂

或是方便携带的液剂将是中医药国际化过程中不

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4]

。

2.3

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阻碍 中医药产业近几

年的飞速发展，中医药在国际医药市场占有的市场

份额越来越大。 有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医药经济的

发展，在中医药进入市场的过程当中，设置各种各

样的壁垒阻碍中医药从而保护自身医药市场的利

益。 中药出口所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表现

有：标准化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包装及标签方面的

壁垒

[5]

。 例如，西方国家通过设置知识产权壁垒，认

为中药产品没有准入市场的资格。 而在知识产权的

问题上， 一方面中医药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不

够，另一方面，在国外获得知识产权的过程极其复

杂需要耗费较大的时间和财力。 这样一来，中医药

国际化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就很难获得合法的

地位，更加没有可能在国际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2.4

中医药严格产业标准的缺乏 中医药缺乏严

格规范的质量标准严重阻碍着中医药的国际发展。

截止

2004

年

5

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共收到中

草药的可疑不良反应就达到

11716

份，如“关木通”、

“小柴胡汤”等中药不良反应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 当然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使中医药在国际

社会的信誉受到了损害

[6]

。 经调查，这多是由于缺少

药物标准而导致的。除了缺乏质量的标准，多数中医

药出口商品的产品说明也不够规范， 不能正确地指

导患者的服药。 只有建立和制定更加规范的中医药

自身的严苛产品标准，出口质量规范的中医药产品，

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更大的发展。

2.5

中医药产品出口结构的不科学 我国中医药

产品出口贸易额在国际中医药市场不容乐观。 据不

完全统计，国际中药市场的年销售额

160

亿美元，日

本占

80%

，韩国占

9%

，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占

6%

，

而我国仅占

5%

，中药的市场占有率很低

[7]

。这显然不

符合我国中医大国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中

医药的发展主要依靠出口附加值较低的中药原材料

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产品。 我国大部分通过出

口廉价的中医药原材料获取利润， 而其他国家则是

通过加工、 提炼中医药原材料制成附加值更高的中

医药产品。再者，这样通过出口原材料获得贸易额是

以牺牲国家内部资源为代价的，从长远来看，这样的

出口结果对中医药发展是很危险的。所以，整个中医

药产品的出口结构不合理， 并不能给中国中医药事

业带来真正地发展，只能说是在消费中医药。

3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对策

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只有正确地认识现在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解决对策， 才能使中医药在国际的发展更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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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下文将针对以上的发展问题提出对策同时也将

对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进行一定的展望。

3.1

用现代科学阐述中医药内涵 西医药通过精

细的微观科学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医药可以用

模糊数学的理论来证明自己。 可以这样说，模糊数

学使中医学中的模糊概念量化变为可能。 例如，许

晓娟等在以系统整理大量的古今资料及专家经验

的基础上， 通过模糊数学方法和模块化思维的方

式，模拟中医辨证诊治过程，建立了一种模块化疾

病诊治方法。 并认为该方法适用于典型疾病的中医

辨证诊断。 在中医家的经验积累及知识共享方面具

有实用价值

[8]

。 只有通过现代的科学对中医药内涵

进行解释，才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药的安全性从而

接受中医药。

3.2

规范中医药学术名词翻译 中医药文化博大

精深，流传下来的医术不计其数，而中医文化的精

髓就在一本本中医药书籍里面。 要想传承、发展中

医药文化，让中医药走向国际，就应该让其他国家

的人从书中了解中医。 众所周知，中医药文化本身

深奥莫测同时古书的风格也很独特，这就对翻译者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经有译者将人体穴位中的

“公孙 ”穴翻译成为 “

Grandfather

—

Grandson

”（爷爷

和孙子）。 “公孙”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灵枢·经脉

篇》，为足太阴脾经的络穴，别走阳明。 八脉交会穴

之一，通于冲脉，有健脾益胃、通调冲脉、消除痞疾

之功，应该译为“

Gongsun

”或者“

SP04

”

[9]

。 由此看来，

译者不仅要对中医药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也要时

刻把握中医药翻译规范的动态。 只有让更多的人从

书中接触中医文化、了解中医文化，才能真正地接

纳中医药。

3.3

政府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 政府部门应该多

发挥“灯塔效应”，对我国中医药企业进行政策上的

支持和方向上的引导。在政策上，政府应该多加扶持

中医药企业的发展，加大研究资金的投入，争取创建

新型中医药企业。在方向上，政府要对中医药产品的

质量标准进行监督，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同

时，与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帮助中医药进入国外市场

形成准入机制，促进产品获得官方的认可。

3.4

提升中医药自身服务品质 中医药进入外国

市场会面临各种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企业

应该自己做好“功课”。 有了高品质的中医药产品，

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这样才是对中医药最好的

推广与发展。 以汉方药为例，早在

1974

年，日本就

制定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1989

年日本在此

基础上又出版了《汉方

GMP

》一书；至此，日本汉方

药制剂

GMP

按此标准实施； 日本非常重视生产高

品质的汉方制剂，将提高品质作为汉方药开发战略

的重要支柱之一

[10]

。 其次，在剂型方面，中医药产品

应该贯彻本土化的营销策略；将中医药本身的汤剂

和丸剂可以改进成更加符合西方消费者的胶囊，注

重产品的创新， 这样不仅使得消费者便于接受，而

且也体现了自己企业的诚意。

3.5

积极申请立法保护 没有法律的保护，中医药

的发展就没有保障。 澳大利亚卫生执业者管理局发

布：从

2012

年

7

月

1

号开始，澳大利亚对国内的中

医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 这一事件，使得澳大利亚

成为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

国家；同时，也意味着澳大利亚已把中医药纳入了

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11]

。 中医药在法律层面上有了澳

大利亚官方的认可。 同样，中医药企业也要重视知

识产权的申请，获得了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医药产

品才能更加地有尊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自己的立

足之地。 中医药的国际化道路才会更加的长远。

4

结语

中医药作为造福于人类的传统医学不仅是中

国的，更是世界的，所以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坚持走

国际化的道路。 目前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机遇与挑

战并存，只有正确地认识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做出

顺应时代的改变与创新，提高中国中医药的国际竞

争力，中医药才能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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