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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管理水平  构建中药现代产业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

提出‘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医药发展

进入新阶段。”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唐旭

东强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在于发挥特色优势，满足百

姓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在产业层面，唐旭东指出，

尽管国内化药和生物医药企业

研发水平显著提升，部分领域

已实现“并跑”甚至“领跑”，

但中药企业整体仍存在明显短

板，特别在新药研发技术和队

伍建设方面尤为薄弱。

国家出台政策支持中药企

业通过兼并重组后重新上市，药

监局也优化了新药评审机制，在

中药新药研发上建立中医理论 -

人用经验 - 临床试验三结合证

据体系，为中药研发提供了有力

支持。唐旭东呼吁，中药企业应

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引入市场资

本，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复方制

剂在慢病治疗的突破。

“围绕人参等道地药材开

展科研攻关，为中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可复制的路径。”全

国政协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

校长冷向阳提出五大发展路径。

第一，要强化品牌战略，

提升产业附加值。通过整合多

个人参品牌建立“吉林·长白

山人参”统一标识，规范品牌

管理体系，提升市场辨识度，

开发人参文旅体验园，依托“林

海参乡”文化内涵创新人参采

挖体验、康养旅游等业态，推

动中医药与文旅深度融合。

第二，深化科技创新，突

破产业瓶颈。通过组建吉林省

人参实验室，深入开展种植资

源保护、功效机制研究等全产

业链技术攻关，解析林下山参

药用价值并攻克连作障碍难题，

积极推动入医保。

第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全链升级。建立种植基地、

精深加工、流通服务协同的产业

集群，依托“长春药谷”建设布

局人参 GAP 种植基地及高端生

产园区，运用区块链、物联网技

术打造数字化管理溯源系统。相

关标准化经验已延伸至梅花鹿、

林蛙等道地药材领域。

第四，完善标准体系，增

强国际话语权。组织专家制定人

参种植、加工、贮存等全流程国

家标准，推动林下山参饮片增补

至《中国药典》。对接 ISO 国

际组织主导人参国际标准制定，

建立“检测 + 复核”双认证机

制，通过澳门国际检测中心构建

国际认可的质量背书体系。

第五，拓展国际通道，深

化开放合作。计划在澳门设立人

参交易所掌握定价权，通过“澳

门制造 + 吉林生产”模式开拓

东南亚市场。引入澳门药食同源

审批政策推动人参大健康产品

出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加速

海外注册进程。筹建北方中药材

交易中心，整合长白山地区和东

北亚地区道地药材资源，推动中

药材流通现代化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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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晶 通讯员 董俊彤 高继明 王迪 刘茜）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医药发展步入新阶段。

3 月 9 日，《医师报》社与《中国中医药报》社联合举办“凝聚
行业智慧  助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两会 e 中医’线上直播访谈”。七
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相聚云端，通过线上对话形式，共话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专家们围绕中医药显著疗效的疾病领域及对海外推广
的积极影响、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水平、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中医药服
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优质中医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提升基层中医急救能力与水平等话题展开探讨。

《医师报》社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中国中医药报》
社副总编辑高新军主持会议。本次座谈会通过《医师报》直播中心医
TV 平台、《中国中医药报》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吸引了近 70
万人次观看。

凝聚行业智慧  助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两会 e 中医”线上直播访谈

完善机制  激发中医药改革最大效能

扫一扫

观看直播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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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强化失能老年人照护，这是应

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原副院长徐凤芹指

出，继去年加强中医专科建设

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不仅进

一步完善了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机制，还首次提出推动中医药

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

医药在应对老龄化社会中发挥

更大作用指明了方向。

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

社会，60 岁以上人口占比接

近 20%，失能老年人和慢性病

患者的比例持续攀升。然而，

老年医学和老年护理领域的

人才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健康需求。对此，徐凤

芹呼吁，应加大对老年医学

和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为老龄化社会提供坚实的健

康保障。

为应对这一挑战，徐凤芹

团队连续三年在全国范围内举

办老年综合评估和多学科干预

培训班，致力于培养更多专业

人才，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健

康问题。她强调：“压疮、跌

倒、吞咽困难、生活自理能力

下降等是失能老人出院后面临

的主要难题。如何加强出院后

的延续性护理，是提升老年健

康管理能力的关键。”

在失能老人的护理中，中

医药展现出独特优势。徐凤芹

举例，团队在“首届京津冀伤

口护理病例大赛”中荣获一等

奖，中医在压疮治疗方面与西

医同台竞技并脱颖而出。她呼

吁，应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老年

疾病研究的投入，聚焦衰老机

制、老年慢病共病等领域，推

动中医药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发

挥更大作用。

“中医药是传播中国文

化 的 重 要 抓 手。 通 过‘ 中

文 + 职业技能（中医药）’

的 模 式， 可 以 吸 引 更 多 中

文 爱 好 者， 进 一 步 提 升 中

华 文 化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徐 凤 芹 以 援 柬 埔 寨 为 例，

分 享 了 成 建 制 的 高 质 量 中

医药海外中心的建设成果。

她 表 示， 目 前， 类 似 的 中

医药海外中心已有 30 余个，

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也为

当 地 患 者 带 来 了 切 实 的 健

康福祉，这一成功模式值得

大力推广，为全球健康事业

贡献中国智慧。

应对老龄化挑战：
找准切口发挥中医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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