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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研究：
机遇、挑战与应对

李　聪　李　健　李洋锐　吴永兰 *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4）

摘要：随着《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的出台，成为首个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行业规划，明确了中医

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重点任务。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浅析了中医药国际化的机遇、挑战和应

对策略。通过对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医药国际化的战略路径和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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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简称，该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

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中医药

作为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国际发展潜力，为中医药

国际化带来了良好的契机。然而，中医药国际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本文旨在分析中医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机遇、挑战和应对

策略，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参考。

一、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状

（一）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及程度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了普及和推广。一带一路共建十年来，

中医药文化、教育、服务、人才培养以及产业等各领域在国际

合作上取得显著进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 30 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开设了 31 个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

基地，中医药也被纳入 16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医药以其独特的

诊疗体系受到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欢

迎和认可未来，同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制

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等，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了政策保障。部分国家和地区

制定了中医药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为中医药在当地的发展提供

了法律依据。未来，中医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将有非常好的发

展前景。

（二）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度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医药国际贸易发展，中医药已经

传播至 196 个国家和地区，有 29 个国家设立了中医药的相关法律

法规，20 个国家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部分国家已将中医药疗法

纳入健康保险体系。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通过多种途径帮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支持与认可。在此背景下，多国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在认

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在认知上，中西医结合

的治疗方案在抗击疫情的实践上，获得了各国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并且肯定了中医药的价值所在。在情感上，多位“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代表纷纷对中医药助力表示感谢，对中医药愈加的信任，

并期望同我国深度开展中医药合作，为中医药国际化打开了一个

良好的开端。在行为上，“一带一路”的沿线多个国家积极采纳

我国的抗疫经验和方案，并且使用中医药产品，推动中医药立法

以及中医药产业发展。

（三）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状况

由于不同的国家存在文化差异、法规体系的不匹配和医学教

育体系的差异问题，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状况

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以俄罗斯为例，目前得到官方承认并使用

的只有针灸治疗，尽管俄罗斯相继成立了大量与中医行业相关的

研究机构和商业协会以及翻译并出版了《黄帝内经》等大量中医

药书籍被承认和广泛使用，在俄罗斯仍无中医药学历教育，我国

中医药大学毕业证书也得不到其官方的承认。由此可见，中医药

国际化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

持续推进，国际中医药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通过深化合作、加

强交流和共享经验来共同克服挑战，推动中医药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更广泛的应用和认可，使中医药学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二、中医药国际化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了几个重要的机遇，可发

挥中医药独特优势。

（一）市场拓展和需求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众多，其中许多国家对中医

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对中医药的需求也在增加。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

医药可以进入新的市场，满足当地人民对传统中医药的需求，从

而促进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

（二）文化交流和合作机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中医药

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纽带。

通过合作交流，中医药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独特的理论和疗

效，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跨文化医学的发展。

（三）技术合作和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医药领域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

各有特色，通过合作交流，可以促进中医药与当地传统医学以及

现代医学的融合与创新。这种技术合作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医药的

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健康问题，推动全球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建立起相互合作的

政策框架和法律体系，为中医药在国际化进程中提供必要的政策

支持和法律保障。这包括在注册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

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鼓励中医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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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合法权益和市场地位。

三、中医药国际化的挑战

中药国际化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文化差异、科

学验证、当地法规、产权保护等多个方面。主要的挑战有：

（一）文化差异和理念认知

中药的治疗理念和传统医学体系与西方医学存在较大的差异。

国际推广中药需要克服文化障碍，使国外患者和医生对中医药有

更深入的了解和接受。此外，中药的治疗方式和概念可能与西方

药学不同，需要进行跨文化沟通和理念认知的工作。

（二）科学验证和标准化

国际社会对药物疗效的认可通常需要科学验证和标准化。中

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难以满足现代医学的研究标准。为了赢

得国际认可，中药需要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证明其疗效和安全性，

并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控制和生产规范。

（三）市场准入和法规要求

不同国家对医药产品的市场准入和法规要求存在差异。中药

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需要遵守目标市场的法规、标准和认

证程序，满足相关的质量和安全要求。这可能需要进行严格的注

册和审批流程，增加了中药进入国际市场的复杂性。

（四）知识产权和品牌建设

目前我国实施的《专利法》仅保护中成处方药的配方以及各

类草药的用量，未对配方细节进行保护。我国缺乏专门的中医药

知识产权保护机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中国仅有少数人具备。

由于保密技术的不完善，很多秘方流传海外，被其他国家申请专

利，损害了秘方持有者的利益。中药方剂和配方常基于传统知识，

但在国际市场上，保护知识产权和建立独特的品牌形象至关重要。

中药企业需要积极寻求相关的专利和商标保护，同时进行品牌建

设，以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五）质量控制和安全性

中药的质量控制对于国际市场至关重要。一些国际市场对中

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包括重金属、农药残留

等方面的检测。中药企业需要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产

品符合国际标准，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六）市场竞争和定位

国际市场上存在激烈的竞争，包括来自其他传统医学体系和

现代医药的竞争。中药企业需要精准定位，找到自己的市场差异

化和竞争优势，以吸引国际患者和医生的关注。

（七）金融支持和投资

中药国际化需要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市场推广和国际化运营。

中药企业可能面临融资难题，需要积极寻求金融支持和投资，以

推动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四、中医药国际化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

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是提高中医药质量、推动中

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关键一步。而首要的前提就是制定一个全

面的标准化体系。通过把大量的临床数据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

使得“玄之又玄”的理论数据化；通过分析药材起效成分，制定

中药材专属标准；同时，包括诊疗、制剂等中医药辐射流程也应

制定相应标准体系。标准的制定与发布最好是以国家层面出头，

更能确保权威性和科学性。

（二）提高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提高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促进中医药产业创新和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迈向国际必不可少的一步。在“一带一路”

的大挑战和大机遇下，联合周边 60 多个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中

医药保护制度，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联合保护，建立“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医药数据库，建立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制度。同时将

知识产权与国际对接，提高国际参与能力，与国际标准协调发展。

（三）推动中医药在国际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提升

要想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地位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首先，应

加强科学研究。推动中医药科研水平的提高，注重基础研究和临

床研究，提升中医药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其次，要适应国际环境，

向国际标准靠拢，加强国际医学界、药学界之间的合作，促进世

界医药学的共同进步。然后，可以加强教育培训。在国际范围内

培养中医药人才，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医药人才，同时提

供针对性的课程培训，让国际医药从业者更好了解和应用中医药。

最后，还要制度信息传递方案，加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

（四）加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推广难度主要在于文化的差异，因此，

正视文化差异是有必要的。求同存异、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来吸

引大众才是传播的要诀。其次，政府、组织、企业等的领导作用

也是传播中医药文化不可忽视的助推剂。传播方式可与现代互联

网技术相结合，比如制作一些多媒体资料，包括视频、动画、漫

画等形式生动地介绍中医药传统文化。也可组织一些国际性学术

交流活动、国际性医药展览等等。

五、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通过加强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提高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推动中医药在国际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以及加

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可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推动中医

药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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