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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4月1日讯：为贯彻落实2016年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和全国中医药

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中医医政工作。2016年3月3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2016年全国

中医医政工作视频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出席会议并要求。以

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中医医政工作，大力推进中医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中医药振兴发展新要求。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马建中主持会议。

王国强指出。2015年中医医政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一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动中医医政工作

更好服务大局：二是深化改革取得进展，中医药发展政策机制在医改中得到完善；三是医疗服务得到

改善。中医药惠民效果进一步放大；四是工作机制逐步创新，中医药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服务能力不

断提升。王国强表示。中医医政工作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工作的高度重视。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十三五"中医药事业

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王国强要求以五大理念引领中医医政工作。扎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

以继承创新发展增强中医药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全面继承为基础。创新服务理念．

树立大健康观念。大力发展中医“治未病”服务；创新服务模式，不断优化和创新医疗服务流程和医

疗服务；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以统筹协调发展推进中医医政工作全面发展。统筹协调是中医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要统筹兼

顾中医医政工作的各领域、各环节。注重城乡、区域中医药均衡发展，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精准发力。

稳固长板。补齐短板，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以生态绿色发展促进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生态绿色是中医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将中医药

养生保健理念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大力促进中医非药物疗法运用。

推动形成绿色医疗消费：落实医改有关中药饮片的各项政策。大力促进中药产业链绿色发展。

以包容开放发展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包容开放是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

中医药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利用和吸纳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以及现代医学成果。注重与中

医药理论相结合；坚持中医与西医相互学习，发挥各自优势，开展联合协作攻关；建立更加完善的西

医学习中医制度。加强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

以人民共享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人民共享是中医药发展的本质要求。要以

满足人民群众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中医医政各项工作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际行动；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推进中医医院不断改善医疗服务；以基层群众均等享

受中医药服务为着力点。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

马建中强调。各地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充分

认识实施《规划纲要》的重大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中央精神

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上来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画好201 6年各项重点工作

施工图。明确时间表。加快推进。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更加注重以“三严三实”的标准和要求改进

工作作风。更加精准分析和研判中医医政工作面临形势、主要任务、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提高各项

政策措施的质量和可操作性，扎扎实实把中医医政各项工作干好干出成效来。

(粟征)



十三五巧规坷纲要提出
促进中医荮传矛与发展

《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3月21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于2016年3月17日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提出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加强妇幼卫生保健及生育服务、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运动，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8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第六十章“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将“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发展”

单列一节，要求健全中医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加强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科研机构建设。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开展中药资源普查，加强中药资源

保护，建立中医古籍数据库和知识库。加快中药标准化建设，提升中药产业水平。建立大宗、

道地和濒危药材种苗繁育基地，促进中药材种植业绿色发展。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推广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去。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健康中国行动计划中，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单列一条，要求改

善中医医院基础设施条件，支持中医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专病)建设，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

实旋中药民族药标准化行动计划。纲要还把中医药健康管理写入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在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中，要求以中西部贫困地区为重点，每县重点办好1～2所县级公

立医院。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全面推进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将已上市创

新药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优先列入医保目录；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推进非营利

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健全重特大疾病救助和疾病应急救助制度；改革医保管理和

支付方式，实现医保基金可持续平衡；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探索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完善医疗责任险制度。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推进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能力提高

及电子健康档案等工作；全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全民健康卫生人才保障工程和全科医生、

儿科医生培养使用计划，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全面实施临床路径；每千人口执业(助

理)医师数达到2．5名。

“十三五”规划纲要还提出，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完善食品安

全法规制度。提高监督检查频次和抽检监测覆盖面，实行全产业链可追溯管理；深化药品医疗

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推行药品经营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完善对网络销售食品药品的监管。

加强食品药品进口监管。 (魏敏赵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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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3月25日讯：2016年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暨中医药分论坛再度

亮相海南博鳌。今年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助推中医药国际化”。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向各国代表介绍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发展中医药已经成

为中国全面建设健康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

促进中西方互学互鉴的重要内容，构成中国与各国共同推动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目标。

王国强就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提出意见：一是制定实施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进一步健

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立足中医药服务，加强政策对话、人员往来和科研合作，

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医故事，把中医药打造成为中外人文交流、民心互通的亮丽名片。二是回应国际需求，

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中医药中心，着力推动实施一批具备基础、有显示度的重大项目，

支持各类具备实力的中医药机构建设一批海外中医药中心，以中医药疗效为引领，将海外中医药中心

打造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机构，推动中医药的理论、文化、服务融入沿线国家的卫生体系。三是完善

中医药对外开放布局，统筹协调地方省区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推动西北五省区向西开放，

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向北开放。西南四省区市向东盟开放，东部六省区向东欧、东亚、东南亚开放。同

时支持其他省份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四是凝聚沿线国家的科技资源，提供中医药

继承创新的新支撑，积极利用沿线国家现代科技和发展传统医学的有益经验，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聚焦人类重大健康问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中医药传统研究方法，开展深度合作，促进多领域、跨

学科的联合攻关，产出一批原创性、引领性、前沿性的重大科技成果，推动中医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尤其要结合不同国家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重大疑难疾病的临床、科研、教育的需求，集中攻关，形成

中医药的解决方案，培育优势品牌，助推中医药在海外落地生根。

外交部原部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名誉会长李肇星说，今年2月，国务院印

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其中特别强调要加快中医药国际化的步伐，为

中医药走向世界增加了新的动力，本届分论坛的主题是科技创新。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在新经济

形态下使国际社会认识、了解中医药。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在题为“科技，中医药国际化的翅膀”报告中提出，中医原创思

维和经验结合现代科技就会产生原创性的成果，要善于从经典医籍中寻找创新灵感，也要善于借鉴应

用先进科学技术。

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教授通过视频向论坛表示祝贺：“中医药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在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希望大家携起手来，继承好、

维护好、发展好祖国传统医学．并与世界其他医学体系交流互鉴，以中医药国际化的使命和担当，为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为促进多方对话，本届分论坛还邀请到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副会长、中国驻古

巴前大使徐贻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王笑频、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屠志涛等参与对话。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担任分论坛

主持人。

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支持，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主办，北京中医管理局、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协办，支持单位为北京同仁堂集团、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