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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法 规

2020年7月31日，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中医药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10月1日起实

施。1999年12月21日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江苏省发展中医

条例》同时废止。此次废旧立新是根据2017年施

行的中医药法和国家新要求，解决我省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我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提供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供给和

法治保障。

1 立法背景和意义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国家医药卫生事

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苏中医药事业在资源总

量、科学研究以及满足人民群众中医药服务需求

等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江苏中医药事

业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

创新和发展，需要通过法规来规范、引领、促进和

保障。国家中医药法的颁布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的

召开，为新时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

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省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中医药条例恰逢其

时。

条例对照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从地方性法规层面确定了中医药发展的

指导思想、发展方针和保障措施。条例遵循中医药

自身特点，完善了中医药服务体系、保护和发展中药

产业、建立中医药人才培养和科研制度，发挥了中医

药特色和优势。同时，条例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了中

医医疗机构规范从业、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使用和中

药药材质量控制中的一些问题。

2 立法思路和亮点

江苏省中医药立法工作遵循的总体思路：一

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

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二是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的要求。三是统筹考虑和研究解决中医药事

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四是理顺条例同公共卫生

领域相关法规的关系，既体现实施性，又体现创制

性；既保证法律体系的衔接统一，又能凸显我省的

地方特色。

江苏省中医药条例共八章77条，有七大亮点：

2.1  明确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  一是明确发展中

医药事业应当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促进中医

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二是继承和发

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疾病治

疗和康复中的作用。三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

进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产

业化。

2.2  建设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中医

药根植于传统文化，理论体系和诊疗体系有别于西

医药，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条例充分考虑中医

药的特点和发展需要，加强中医服务体系建设：一是

根据医疗服务需求、医疗服务能力，合理配置中医

药服务资源，制定中医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二是要

求中医医疗机构的办院模式、评价和管理遵循中医

药规律，体现中医药特点。三是对不同类型、不同层

级的中医医疗机构在中医药科室设置和中医药服务

上提出不同的要求。四是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传承创新发展好中医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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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明确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非医疗类健康服

务的具体范围。五是支持有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研

发中药制剂，设置中医经典病房。六是强调中医医

疗机构的医务人员配比要以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为

主。七是借鉴中医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

作用，规定了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2.3  强调中药的保护和发展  我省中药行业存在

如缺乏科学的种植养殖标准、中药溯源体系诚信

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此，条例一方面加大对中

药发展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加强监管，确保中药

质量：一是在建立标准方面，中药材的繁育应当遵

循科学的种植养殖标准，执行国家相关标准；没有

国家相关标准、需要制定地方标准的，由省政府相

关部门提出，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二

是在质量监测方面，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中药材、中药饮片质量

的抽查检验。省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定

期公告中药材、中药饮片的质量抽查检验结果。

三是在追溯体系建设方面，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要推动建立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

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追溯体系。四是在科研创新

方面，支持运用现代技术研究开发中医药、鼓励中

医药专利申请、支持中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提升中

药制造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五是充分发挥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的作用，简化生产、调剂使用的批准

手续，同时强化监管。

2.4  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我省拥有中

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2.41万人，占全省医师总数

的11.7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人才队伍结构

不合理，培养模式不利于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中医院校培养途径单一，不够重视师承教育，没有建

立合乎中医药自身规律的科研评价体系等短板。为

此，条例进一步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一是规定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与中医药事业发展需求相

应的，规模适宜、专业及层次结构合理的中医药学校

教育体系。二是完善中医药的院校教育、中医药毕

业后教育、中医药继续教育、师承教育等教育模式，

多种制度协同培养中医药人才。三是完善名中医评

选制度，开展常态化的名中医评选。四是健全完善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建设国

家和省级创新平台。

2.5  加强中医药传承和文化传播  江苏的中医药历

史源远流长，拥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条例在

积极传承和发扬江苏中医药的优良传统方面做了

规定：一是推进吴门医派、孟河医派、龙砂医派、山

阳医派、澄江学派等中医学术流派的挖掘、保护和

传承。二是由中医药主管部门抢救濒临失传的珍

稀和珍贵古籍文献，搜集整理中医药经典名方、民

间验方、秘方和传统疗法，做好传统制药、鉴定、炮

制技术及老药工经验的挖掘整理利用。三是省人

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遴选

中医药学术传承项目和传承人，并为传承活动提供

必要条件。四是鼓励和支持开展中医药国际交流

和服务贸易。

2.6  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保障力度  我省中医药

事业发展需求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中医

服务项目尚未完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中医药价格

政策方面也存在影响中医药发展的不合理之处。为

此，条例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保障力度：一是

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

进行预算单列，加大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

落实对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投入倾斜政策。二

是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中医非基本

医疗保健事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三是明确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家规定，将符合条件

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

围；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

疗项目、中成药、中药饮片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四是完善科学合理的

中医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

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体现中医医疗成本和专业技

术价值。

2.7  加强对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和中医诊所的监

管  针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存在的不规范、虚假宣

传和欺诈行为，中医诊所违规操作、不合理收费、

虚假宣传等行为，条例坚持支持与监管并重，保障

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和中医诊所的经营不走偏：一是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加强

监管能力建设，合理配备人员力量，开展中医药服

务监督检查。二是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医养生保

健机构的监督管理。三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立中医诊所不良执业行为记录制度，监督诊

所执业。

（转自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官方网

站，作者：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