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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医药服务贸易的

发展机遇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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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现从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４
种服务贸易模式出发，总结中国中医药服务贸易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带给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机遇，

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建议：重点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优先发展中医药图书与远程教育；加快

海外中医药机构布局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境外投资；扩大中医药人才的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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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服务贸易指不同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与中
医药服务相关的买卖与交易活动，其已成为我国服

务贸易的重要部分。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

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４种提供模式，中国的
中医药服务贸易也是通过这 ４种模式交叉完成
的［１］。

作为新时期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

一，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同时对于推动我国服务贸

易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传播中华文化及中医药

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更是为

我国中医药服务贸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现结合我

国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分析“一带一路”战

略为中医药服务贸易带来的机遇，为我国中医药服

务贸易的发展提出建议。

１　中国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１１　跨境交付：中医药图书为主要发展领域　跨境
交付的表现形式包括远程教育、远程诊疗、中医药相

关的图书和音像产品的编辑出版、认证、考试等服

务。目前，海外的中医药图书发展呈现一定规模，海

外的中医药类图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中医药

教育的教材，此类书籍在版本和内容的规范化，概

念、术语翻译标准化以及编写理念的本土化方面都

亟需加强；另一类是面向所有消费者的非教学用书，

这些书籍多以普及和介绍中医及中医文化为主，种

类单一，学术水平一般，翻译水平也需要提高［２］。

此外，跨境的中医药远程教育、认证、考试等服

务都不成规模，相关资料较少；中医远程诊疗也处于

起步阶段，能够实现电子病历、影像等资料的传递，

借助视频、虚拟环境等手段或者使用中医四诊仪等

有关设备能够实现面诊、舌诊、问诊及脉诊的数据采

集，但闻诊目前无法实现［３］。除了技术上有待发展，

中医远程诊疗和咨询的需求也相对较少，主要受众

是华人华侨。

１２　境外消费：中医药国际教育初具规模，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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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旅游“整装待发”　境外消费的形式主要包括
到中国进行中医药学习、旅游、康复治疗及与中医药

相关的文娱服务等。到中国学习中医药、进行中医

药健康旅游是最常见的２种方式。
中国境内提供中医药教育服务的以中医药院校

为主，据《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留学生每年招生人数在

１２００～１９００人不等，在整个来华留学生教育中排
名第二［４］，招生人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环比增长率在

－１４３８％～１７６６％之间。亚洲招生人数最多，占
当年招生总人数的６５％以上，且占比呈现波动下降
趋势；次多的是欧洲和北美洲，占比最高可达

１０５０％和１４９４％，且占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见
表１。境外消费占据当前我国中医药教育服务贸易
出口的最大份额，但与发达国家优势学科的教育服

务贸易相比，中医药作为我国的优势学科所带来的

服务贸易出口额还很小［５］。

随着中医药“走出去”，中医药健康旅游迅速发

展。广东省率先提出“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口号，

于２０１１年推出全国第一批“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
范基地”共１９家［６］，随后北京市推出３５家“北京中
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浙江省推出１２家“中医药
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三亚市中医医院是最早

在全国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医疗机构，已接待超

过６个国家的客人４０余批，３５０００余人。据 ２０１４
年对全国２４个省（市、区）的调查，共有４５４个景区
点、度假村等机构在从事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有

１５家中医医疗机构正在开展中医入境医疗旅游［７］。

相关政策也陆续出台，已先后有６部政策涉及中医
药健康旅游，其中包括１部专门政策《关于促进中医
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区（基地、项目）建设也已经启动。

１３　商业存在：呈现全面发展趋势　商业存在主要
包括在境外开设中医药店、诊所、中医院及中医药教

育机构等。目前这类机构呈现出全面发展趋势，越

来越多的中医药机构和企业在海外设立或者准备设

立分支机构，使得海外中药店、中医药医疗及教育机

构增长快速，辐射到的国家（地区）也越来越多。仅

同仁堂，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底，已经在全球７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注册了商标，拥有海外零售终端１０７家，医疗
机构６０家；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已支持在海外建设１０
个中医中心。

海外中医药教育机构也是商业存在的另一种主

要形式。以高等中医药教育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４２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几乎都参与了“境外”教育
机构的中医药教学工作或教育项目，有超过７所在
“境外”明确有办学机构［８］。目前，开办中医教育的

国家已超过４０个，院校达数百所，仅在美国，中医类
院校已经遍布２２个州［５］。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

的中医药机构，如甘肃省在海外成立的８个岐黄中
医学院，在开展中医药医疗服务的同时进行中医药

教育和培训工作。

１４　自然人流动：形成初步规模，仍然有发展空间
　　自然人流动主要包括有中医药相关资质人员到
国外从事临床、美容、保健或教育、科研等服务。目

前，中医药相关的自然人流动发展并不成熟，主要体

现在其发展渠道仍以官方组织为主，包括由官方外

派到国外合作机构和驻外医疗队中的中医药人才，

不符合以民间和个人组织为主的国际主流模式。但

近年来，自然人流动显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中国外

派的医疗劳务人员中，中医师占医师人员总数的

６０％，目前每年派出中医临床医师２０００人，在境外
年门诊量约７００万人次［９］。同时，每年都会有许多

中医药院校的老师、中医院的专家应邀出国讲学、出

诊，传播中医药文化。

２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医药服务贸易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积极主张扩大相互间留学生

规模，开展合作办学，加强旅游合作，扩大在传统医

药领域的合作。《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的出台，更是为中医药服务贸易的

发展提供了支持，指明了方向。

２１　跨境交付：良好的中医药基础为教育带来更大
发展市场　从中国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可以
看出，与中国开展中医药教育合作的国家，大多来自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留学生招生情况

项目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招生总人数（人） １３１９ １５５２ １６９３ １４６５ １６３８ １８５７ １５９０ １６０８ １８０７ １６５７
招生总人数的环比增长率（％） －０６８ １７６６ ９０９ －１３４７ １１８１ １３３７ －１４３８ １１３ １２３８ －８３
本年亚洲招生人数占比（％） ８９３９ ８９６３ ８０８０ ８６０８ ８３８８ ６８８７ ７７６１ ７３０１ ６５３６ ７６５２
本年欧洲招生人数占比（％） ３０３ ３２９ ９３３ ４８５ ７２６ １０５０ ６９８ １００１ ８６３ ５９１
本年北美洲招生人数占比（％） ４４７ ３２９ ６８５ ４８５ ３３０ １１３６ ８３６ ５０４ １４９４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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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此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的留学

生大部分来自于中医药基础较好的亚洲国家，欧美

招生比例逐年上升，说明欧美地区对中医药的接受

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其次，境外开办的中医中心、教

育机构、药店等大部分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规划》提出要开展中医药公共外交，通过教育合作

方式以及利用使领馆、中医中心、孔子学院等平台，

促进中医药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与推广。这必然

能够扩大中医药文化的海外需求，促进中医药相关

的书籍、音像、远程教育等发展。

２２　境外消费：中医药国际教育及健康旅游迎来快
速发展时代　“扩大相互间的留学生规模”“将中医
药学科建设纳入沿线高等教育体系，面向沿线国家

开展中医药学历教育、短期培训和进修”等相关政

策主张，为中医药国际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在旅游方面，我国一半左右的入境旅游者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来，中国积极加强与各

国在旅游业的合作，互办“旅游年”“丝绸之路旅游

年”等，向海外观众介绍中国的旅游资源和特色旅

游产品；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推介会上，中医药健康旅

游已经被作为中国特色旅游的重要一部分展示给海

外游客。

中医药健康旅游迎来快速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

标志体现在，各项政策为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主要包括：１）推出旅游产品和线路；２）打
造示范基地、旅游综合体；３）开发旅游商品；４）扩大
宣传，打造旅游品牌；５）引导中医药健康旅游规范
化发展。

２３　商业存在：为海外中医药机构提供更多有利条
件　政策、资金、贸易合作等是海外中医药机构能否
稳步推进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战略将深化在这

些方面的合作，为海外中医药机构提供发展的有利

条件。政策方面，将通过制定扶持政策，加强政府

间磋商，加强在传统医药、中医药相关法律、政策

等方面的信息交流，为推动中医药在 “一带一路”

沿线的合作提供政策保障；资金方面，充分发挥丝

路基金作用，为中医药服务的出口信贷、税率征收

提供支持与优惠，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及多元化投融

资模式的发展；贸易合作方面，通过积极参与中外

自贸区谈判，着重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降低贸易

和投资壁垒。

同时，海外中医药机构的设立，也能带动中医药

人才的流动及中药材、中成药等货物贸易的发展。

２４　自然人流动：为中医药人才流动带来更多机会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丰富自然人流动
的发展渠道。现有的发展渠道以官方组织为主，

“一带一路”战略鼓励开展沿线国家的民间组织的

交流合作，广泛开展教育医疗等活动，能够带动更多

中医药专业人才通过民间和个人组织的渠道进入沿

线国家提供中医药服务。

此外，商业存在模式的发展对自然人流动起到

很大促进作用。《规划》提出将在“一带一路”沿线

建立３０个中医中心、开展合作办学、建立联合实验
室或研究中心并鼓励中医药企业“落户”，中医药服

务机构的大量出现能够直接增加在文化交流、教育

培训、医疗、科研等方面中医药人才的数量。

３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建议
３１　跨境交付：优先发展中医药图书与远程教育　
　　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中医药基础，
优先发展以文化传播为主要目的的中医药图书与远

程教育。

中医药类图书应该按分类不同有不同发展。一

类是用于教学的中医药教材，通过提高编写人员的

专业素质、文化背景多样性等解决存在的规范化、标

准化和本土化问题；另一类是面向所有消费者的非

教学用书，要丰富此类书籍现有种类，增加具有较高

学术水平的中医药书籍，满足不同水平消费者的需

求，另外，提高书籍的翻译水平和趣味性也非常重

要。

远程教育可以借助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慕

课”（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形式开
展。但要将中医药相关 ＭＯＯＣ课程作为在国外开
展中医教学的辅助方式，必须在语言、内容的本土化

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另外，也可以使用微课（Ｍｉｃｒｏｌ
ｅａｒｎｉｎｇ）形式，以较短时间（１０ｍｉｎ左右）着重讲解
某一个问题，既可作为教学方式也可作为教学资源

供使用［１０］。

３２　境外消费：重点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　宏观层
面，以政策为指导，完善顶层设计，制定发展战略和

行业标准，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

微观层面，现阶段应该将重点集中在旅游产品

的开发和旅游品牌的打造上。在产品开发上，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借助草原、温泉、森林等资源，开发

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药养生旅游产品；或者借助中

医药博物馆、药园等资源，开发中医药参观游产品。

旅游品牌的打造，是吸引更多海外消费者选择中医

药健康旅游的重要手段。通过举办 “中国中医药

健康旅游年”、旅游展览、会议和论坛等扩大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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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健康旅游的海外知名度；也可以通过建立一批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树立中医药健康旅游的良好

口碑。

３３　商业存在：加快布局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境外
投资　首先，良好的政策环境是保证海外中医药机
构能够立足的基础，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加强与沿线

国家的沟通，深化与各类组织的多边合作机制，就中

医药相关的政策法规、市场准入等方面达成共识；然

后，按照《规划》的目标，规划沿线中医中心、中医药

教育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建设，实现海外中医药机构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初步布局；此外，海外中医药

机构的全面发展必须依赖大量资本，要吸引民间资

本境外投资，鼓励增加海外中医药机构中合资或独

资机构的数量，同时，引导国内外中医药机构间的合

作，将国内的资金、人才、管理经验等投资到国外中

医药机构中，实现中国中医药医疗服务贸易商业存

在的渗透式发展，减少海外中医药机构建设的贸易

壁垒［８］。

３４　自然人流动：扩大中医药人才的出口规模　中
医药人才“走出去”，需要国家、机构及个人都做出

努力。国家方面，增加各类渠道上中医药人才出口

的比例及数量，官方渠道上，抓住中国将与周边国家

深化医疗卫生合作的机遇，增加外派批次，在中医具

有优势的合作项目中提高中医药人才比例；民间渠

道上，通过谈判，放开海外对中医药行业人员的就业

限制，鼓励民间中医药机构与国外建立合作项目，活

跃中医药人才的流动；还可以通过设立自然人流动

的对等互惠条件来为中医药人才创建更为方便的流

动渠道。机构方面，结合本机构在“一带一路”背景

下的战略定位，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可通过中医药教

育主管部门、教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类型机

构之间的“强强联合”，发挥“协调创新”的优势，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１１］。个人方面，要成长为一名复合

型的中医药人才，除了中医药知识外，语言、管理、营

销等方面的知识也需要补充。

４　小结
近年来，中医药服务贸易受到政府大力支持，在

国际市场上的接受程度逐步提高。“一带一路”战

略为其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使得中医药服务贸

易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市场前景广阔。

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积极把握机遇，落实支持政策，结合中医药服务贸

易现状，有重点、有先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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