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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医药

中医药在新加坡的发展现状

陈　岩　邹建华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　新加坡是中医药发展较好的东南亚国家，中医药在新加坡医疗保健事业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本文从政策法规与管理、
医疗与临床、教育与培训、科研机构与研究领域、中医药民间团体、产业与市场、中医药刊物出版情况七个方面介绍了中医药在

新加坡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揭示了中医药在新加坡的良好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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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包括新加坡岛与周围
５４个岛屿，面积约７１０平方公里，人口约４８０余万，其
中华裔约占７５％。新加坡传统医学主要包括中医药
学（草药、针灸、推拿）、马来传统医学（Ｊａｍｕ）、印度传
统医学（Ａｙｕｒｖｅｄａ）及其他补充与替代医学。新加坡是
中医学发展较好的东南亚国家，中医药随着中国沿海

各省的汉族南传后，在新加坡的国土上不断发展，目前

在新加坡医疗保健事业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１　政策法规与管理
新加坡的医疗保健制度构建在以西方医学为主流

的基础之上，中医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

由于中医药在防治疾病方面的独特疗效和优势受到了

当地民众的广泛拥护，经过新加坡民间中医药组织的

不断呼吁和努力，中医药逐渐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官

方认可。

为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工作，新加坡政府于２００１年
２月７日在卫生部设立了中医管理委员会，专司中医
药有关事务。委员会下设考试组、行规组和中医师资

格审核组，职责范围涵盖了中医医疗机构及人员的注

册管理、中医高等教育院校颁发认证、注册人员的继续

教育、注册人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操守管理等。

１１　中医师法案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４日，新加坡国会通
过了针灸师和中医师注册法令［１２］，以立法的形式对行

医申请者采取注册登记制度，从而确立了中医的合法

地位。２００１年新加坡正式开始实施针灸师注册，２００２
年中医师注册开始，未来还将进行中药药剂师注册。

已经进行的针灸师的注册工作，采取的是“新人新办

法，老人老办法”。所谓“新人新办法”，即申请者必须

符合学历及其他要求，并通过针灸师资格考试，才能注

册。所谓“老人老办法”，即给予在期限内已在新加坡

行医者过渡性安排，以个人的资历及行医时间为准，决

定注册资格以及是否必须参加针灸统一考试。过渡性

安排又分完全豁免、部分豁免和不被豁免 ３种情况。
完全豁免者不必参加针灸统一考试即可直接获得正式

注册；部分豁免者可于考核及格后获得正式注册；不被

豁免者可于完成针灸进修培训课程后，再参加针灸统

一考试，及格者获得正式注册。中医药立法既保障了

新加坡中医师、针灸师行医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规范了

他们的执业范围和医疗行为，为中医药更好地为新加

坡大众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截止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已有２４２１名执业医师在新加坡注册［６］。

１２　中药管理规定　新加坡从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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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阶段对进口中药实施新的管理规定：１）所有中药进
口商、批发商、制造商和包装商都必须在其产品进入新

加坡市场前先向新加坡的卫生部门提出申请，并在获

取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进口。２）中药进口商或代
理商在申请进口许可证时必须出示有效证件，证明其

进口中药应附的有关标签，内容包括药物成分说明、生

产编号、有效日期以及制造商或批发商的名称、地址，

以供审核检查。３）代理商必须确保中药标签不标示能
治疗新加坡医药法禁止宣称可以医治的一些病症（失

明、癌症、白内障、毒瘾、耳聋、糖尿病、癫痫、高血压、精

神错乱、肾病、麻风、月经不调、瘫痪、结核病、性机能、

不孕不育、阳痿、性冷淡、受孕或怀孕１９种病症），所有
中药的重金属（如砷、铜、铅、水银等）含量和微生物含

量不能超过本国卫生部门规定的限量标准［４］。第一阶

段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主要针对２０６２种中成
药药丸与胶囊；第二阶段自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主要针对３０７０种中成药药水；第三阶段自２００１年９
月１日起施行，主要针对所有其他中成药［１３］；第四阶

段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主要是要求本地制造商提升
药品制造规范；第五阶段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起，要求
本地和外地制造商达到世界卫生组织（ＷＴＯ）优良药
品制造规范（ＧＭＰ），产品在上市前必须在卫生科学局
所承认的实验室进行化验［９］。２００３年１月起，所有中
成药必须在标签上明确注明“允许作为中成药销售”

的中英文字样。新加坡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被微

生物污染，含有结晶生物碱、乌头生物碱、小檗碱、延胡

索乙素等的中药材［２］。市面上出售的中成药也有严格

的售后监管措施，如不良反应监测、当地市场抽样检

查、消费者反馈、药品具有销售宣传活动的广告许可

等。出于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新加坡也禁止经营销售

含犀牛角及其相关制剂等的中药材。截止２０１０年７
月３１日，已有９１０７种中成药产品在新加坡市场获得
批准［６］。

２　医疗与临床
５３％的新加坡人曾经接受过中医治疗。新加坡每

年中医求诊人数达到１００万人次，中医接诊患者数占
全国门诊总数的２６％［６］。新加坡中医治病种类达１１
大类之多，实际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如高血压、心脑血

管病、糖尿病、高血脂症、造血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等均

可求治于中医、中药、针灸、气功。有些病变则运用中

西医结合综合疗法［５］。

全新加坡各类中医院、中医诊所和中药店约有一

千多家［１５］，正规中医药等非西医诊所３６０所，占全国
各类医疗诊所的２８％。中医医疗机构没有政府的拨

款，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往往由华人的商家投资，作为

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或者由团体集资，通过义

捐义演义务治疗等方式解决资金来源，也有通过慈善

机构兴办的［３］。新加坡第一家慈善中医医疗机构同济

医院创立于１８６７年。新加坡最有影响的是１９５２年由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开办的中华医院。截止到２０００年，
新加坡共有３０多家中医药慈善团体。２００７年，新加坡
卫生部重新审定有关政策、法律，允许针灸和其他的中

医药服务（包括中药、中医推拿）在西医院和养老院作

为西医治疗的补充手段推荐给患者。

新加坡卫生部规定，允许非盈利的中医药团体聘

用海外高资历中医师，但对主聘单位及受聘人数做出

了限制。一般优先聘用北京、南京、上海、成都与广州

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高年资中医师和针灸师［１４］。私人

诊所无权聘用海外中医中药人员［９］。

３　教育与培训
新加坡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中医教育。１９５３年

中医师公会成立中医专门学校［１１］，１９７６年更名为新加
坡中医学院。随后新加坡又相继成立了１０所中医药
院校，但多属民办进修性质［７］。目前，新加坡中医学院

现已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始开办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

培训，学校遵循“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办学方针，建

校５０余年来共培养了１９００多名中医师［８］。

新加坡中医学历教育为１～６年，有的院校还开设
了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与我国类似。

１９６２年开始使用我国中医药统编教材，设置的中西医
课程比例为７∶３。学生于第二年开始安排临床见习，
一直延续到第五学年的毕业实习［１０］。

一些新加坡中医药院校与中国多所中医药院校关

系密切，如新加坡中医学院与南京中医药大学联办五

年全日制中医学士学位、中医硕士研究生课程，与广州

中医药大学联办七年制中医学士学位、中医博士研究

生课程及供西医修读的针灸专业文凭课程，与北京中

医药大学合作举办七年制中医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

教育［５］。南洋理工大学生物科学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

联办双学位课程，结合生物科学和中医药学，培养药品

研发人才。

为吸引中医药人才，稳定并壮大中医队伍，新加坡

政府承认其公民在中国学习中医的学历，并允许持有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５所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
的中医师在新加坡从事临床及教学工作。

４　科研机构与研究领域
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新加坡一些中医院开始设立

研究机构进行中医药研究。１９６０年中华医院成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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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医学研究院，重在开展中药研究，如进行中药的成分

提取、研制中成药等。１９８０年中华针灸研究院成立，
侧重针灸临床应用与疗效机理研究。１９８３年同济医
院成立同济医药研究院，开展包括针灸、痹症、高血压、

妇科不孕症、儿科哮喘等的中医药课题研究。１９９３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和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院合

作，从传统中草药中研究开发抗癌药物。

５　中医药民间团体
新加坡中医药团体组织在新加坡政府和民间均具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１９２８年成立的“中医药研究会”
是新加坡第 １个中医药学术机构。１９２９年，成立了
“中医中药联合会”，新加坡中医药团体进一步发展。

１９４６年，一群资深中医师宣布成立新加坡中医师公会
（原称新加坡中国医学会），着重发扬中医学术，在中

医药行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下属有中华医院、中医学

院、中华医药研究院和中华针灸研究院４大机构，是发
扬新加坡中医药的学术中心［５］。此外，新加坡较大的

中医药组织还有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新加坡中药公

会、中药进出口商会、新加坡针灸与自然治疗协会等。

１９９５年５月，在新加坡卫生部的支持下，新加坡
成立了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与１９８１年建立的中医药
全国最高理事会一起协调管理新加坡中医界团体组

织。它同时也是中医界与卫生部联系的桥梁，协助卫

生部制订中医师、针灸师的注册标准，制订《新加坡中

医师名册》、促进新加坡中医教育培训规范化，提高了

新加坡中医界的国际地位，使之成为东盟地区中医药

中心和学术研究基地。

６　产业与市场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养生保健文化影响的国家，新

加坡民众对中药材和中药制品比较容易接受。１９５６
年新加坡与我国开始正规中药贸易。到１９９９年，据新
加坡贸易发展局统计资料，在新加坡卫生科学局登记

的药商约２００多家，应用中药多为片剂、胶囊剂，其次
是浓缩口服液或粉剂，也有糖浆、冲剂、外用药膏。

新加坡中药的销售方式主要由新加坡中国医药保

健品商会所属４０多家会员将进口中药批发给五间综
合中医院和中药公会５００多家的中药店进行销售。许
多药店还专门聘请中医师或中医药剂师，指导消费者

购买中药［４］。

新加坡中药年进口量约１７亿美元［１］，其中中成

药４０００万美元，从我国大陆进口的中药材占６０％，本
地企业生产品种约占１５％ ～２０％，其余来自台湾、香
港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我国是新加坡中药产品

主要供应国，年出口中药材约２万吨，金额达６０００万

美元／年（包括从香港的转口贸易）。我国出口新加坡
的中药材占全部中药材出口总量的１２％，占东南亚地
区进口中国药材总量的６５％。我国出口新加坡的中
药品种结构较为理想，中成药占３３９％，植物提取物
出口占１７２％，中药材出口占４８９％。
２００８年，新加坡传统中药行“余仁生国际公司”推

出世界首个中草药品鉴定标准“余仁生优良中药农业

科学规范”，确保中草药从种植到销售的过程受严谨监

控，使产品能安全服用，并让消费者能从商品上的标志

确认中草药的安全与品质。目前唯一获得该标准认定

的是在中国农场种植的灵芝，而灵芝是余仁生售卖的

６００种中草药之一。
７　新加坡中医药刊物出版情况

上世纪４０年代，新加坡中文报纸《南洋商报》《中
兴日报》《星渊日报》开办了中医中药专栏，名为“医

粹”“医航”。１９８１年新加坡中医全国最高理事会决定
在全国四大中文报纸上定期开办中医药专利，每周１
期，还在电视播放中医药电视节目，这些出版物和传播

媒介宣传了中医药，开展全民普及教育。

新加坡中医界也出版了专门学术刊物。创刊于

１９０１年７月《新加坡医学报》是东南亚地区最早的中
医药定期刊物，内容包括中医理论探讨、医话医案、临

床各科等栏目；《医药月刊》创办于１９２９年３月，隶属
于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以研究医药学、发扬国术精

粹、维护祖国医学合法权益为办刊宗旨；《新加坡中医

学报》创刊于１９８０年，由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主办，是该
国中医界最重要的专业杂志，已向国外发行，并被国际

期刊资料系统（ＩＳＤＳ）收录，存入巴黎的国际资料储藏
中心；《中医院院刊》是１９８１年起由新加坡中医全国最
高理事会主办的，主要介绍该国六大中医院的行政、业

务与学术情况；此外，其他中医机构目前出版的中医药

刊物主要有《同济医院》（院报）《医学集刊》《国际中

医》及大型纪念论文集等。

中医学以其简、便、廉的特点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民

众健康的福祉。中国与新加坡地域相近、文化相似，中

医药在新加坡有着良好的基础和发展前景。在中医药

防病治病的优势逐渐被新加坡政府和民众广泛接受的

背景下，随着新加坡与中国中医药管理部门、临床科研

教育机构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新加坡的中医药管理

与应用会愈加完善和规范，只要我们把握发展机遇，不

断深入交流，拓宽合作领域，中医药在新加坡的会得到

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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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西哥中医药近期发展情况的思考

王　晶１，３　宋钦福２　李美虹２

（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北京，１００１０１；２墨西哥针刀学会，墨西哥城，０７５１０；３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３００１９３）

摘要　作者对中医药近期在墨西哥的发展情况作了简要的总结，认为玛雅文化与中医药有共通之处，且墨西哥政府对中医药支
持力度较大，此皆为墨西哥中医药发展的优势所在。首届世界中联美洲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论坛（２０１２·墨西哥）的顺利召
开，促进了针刀医学等中医药新兴的分支学科在墨西哥当地迅速发展，使得墨西哥中医药近期的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作者认

为今后应利用好中医药在墨西哥发展的各种先天优势，运用好世界中联等国际组织的相关标准，将其打造成为中南美洲地区中

医药发展的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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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合众国位于北美洲，北部与美国接壤，东南
与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相邻，西部是太平洋，东部有墨西

哥湾与加勒比海的阻隔［１］。中国与墨西哥于１９７２年

２月１４日正式建交，中医药由此开始在墨西哥进行推
广，前期发展较为缓慢，但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的不断增强，中医药在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得到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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