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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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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中医药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虽然两者贸易形式、交易方式等方面均不
相同。但两者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有带动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能力。

本文对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状况、必要性、可行性和发展思路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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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中医药历经千年发展，其理论也不断完善，
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

族智慧的结晶和瑰宝。在中医药发展历程中，一直

保持着密切的对外交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受到了国际社

会的越来越多的关注，澳大利亚、匈牙利、新加坡和

泰国等国家为中医药立法，承认其合法地位。中医

药在以往的对外出口中一直以中药类产品为主，而

出口的产品又以原材料、半成品和提取物居多，产品

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竞争优势不强。这些都影

响中医药在海外的进一步拓展。为了实现中医药事

业的跨越式发展，国家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要发展

中医药服务贸易，包括了医疗、科研、教育、文化等多

个方面的服务内容。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

着密切的关系，在分析中医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探究两者协同发展的

必要性、可行性和协同发展思路。

１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１１　中医药对外贸易梗概　在中国古代的国际交
往中，沿着丝绸之路，中医药传播到朝鲜、日本、印

度、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据

《宋会要辑稿》记载，由大食（阿拉伯帝国）商人外运

的中国药材近６０种，其中植物药有４０余种如人参、
茯苓、肉桂等，矿物药有１０余种如朱砂、雄黄等。这
些药材不仅在阿拉伯地区销售，还通过阿拉伯商人

将其转运到欧洲。同时中国也从国外引入了众多中

药品种。据《草本纲目》记载，隋唐时期从大食（阿

拉伯帝国）传入的药材就有：马脑、阿芙蓉、苏合香、

丁香、乳香等。明清时的药材贸易超过以往任何时

期。明清时期不仅将茯苓、牛黄、水银、朱砂等中药

材传播到海外，与此同时也将中医药学伴随着对外

贸易传往国外。从我国传出的医药类书籍，曾被日

本、朝鲜等国家确定为医学的必修书目。中医药国

际贸易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文化的

相互交流，加深了其他国家对中医药的了解和认知。

１２　中医药货物贸易发展现状　中药出口的产品
主要有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中成药和保健品

四大类。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５年，中药类产品出口总
额呈现上升态势，从１３０９亿美元上升到３７７亿美
元，上涨幅度达到了１８８％。２０１６年，中药类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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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金额出现负增长，而且中药材及饮片、中成

药、植物提取物和保健品的出口额均出现负增长。

植物提取物的出口金额占到了总出口额的

５６２５％，２０１６年出口金额同比下降 １０８３％，这也
是造成中药类产品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的出口金额

变化幅度比较大，而中成药和保健品的出口金额变

化幅度趋于平缓，可见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的

出口情况对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金额有着重要影响。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我国中药类产品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药类产品

出口总额

中药材及

饮片金额

植物提取物

金额

中成药

金额

保健品

金额

２００８ １３０９ ５２１ ５３ １７１ ０８７
２００９ １４６１ ５５４ ６５５ １６３ ０８９
２０１０ １９４５ ７７６ ８１５ １９３ １６１
２０１１ ２３３２ ７６７ １１２９ ２３ ２０６
２０１２ ２５ ８５８ １１６４ ２６５ ２１３
２０１３ ３１３８ １２１１ １４１２ ２６７ ２４８
２０１４ ３５９２ １２９５ １７７７ ２５ ２７
２０１５ ３７７ １０５８ ２１６１ ２６２ ２８２
２０１６ ３４２６ １０２５ １９２７ ２２５ ２４９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及中国海关数据

整理

　　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６年，植物提取物出口金额占总出
口额的比重一直是最大的，并且从２０１４起就占到了
总出口额的５０％，占据了半壁江山。植物提取物出
口金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变化趋势与中药材及饮片

的趋势正好相反，两者图形以４０％为对称轴不完全
对称，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两者出口额占总出

口额的比重相对稳定，在８０％～８５％之间。由此，中
成药与保健品两者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也一直

维持在１５％～２０％之间。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４类中药产品出口额
占总出口额比重变化情况

　　中医药货物贸易除了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
物、中成药和保健品这四类中药类产品外，还有中医

医疗器械、中医医用敷料等。中医医疗器械包含的

内容也很多，有针灸针、电针仪、艾灸仪、中医理疗用

椅、煎药机、中药切片机、小针刀、刮痧板、多功能诊

疗仪、中医体质辨识仪、美容用针灸针、针灸模型等。

但目前无法找到中医医疗器械、中医医用敷料等进

出口的权威数据。因此，也无法对他们的出口情况

进行分析。另外，我国对中医医疗器械的创新意识

不够。例如，中药煎药机最早是从韩国引入到我国，

解决了原有手工煎药效率低等问题，给患者服药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

１３　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中医药服务以其
“简、便、廉、验”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关

注和民众欢迎，国际发展前景广阔。在没有提出中

医药服务贸易这一概念前，实践过程中我国就已经

广泛开展了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支付、自然人

流动这四种模式的中医药服务贸易，并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２０１４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商务部共同
发布了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骨干企业（机

构）建设名录以及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

点区域建设名录。随后，各地方也先后公布了各自

的先行先试行动计划。北京市策划了中医药养生文

化旅游项目，以带动中医药境外消费服务贸易模式

的发展，传播中医药文化。北京市朝阳区将创建中

医药服务贸易重点区，目前朝阳区内可提供涉外中

医药医疗保健服务的中医医疗机构有１０余家。江
苏省南京市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建成“一个中心、两个基
地、四个项目”，并制定了到２０１７年全市中医药服务
贸易发展的明确目标。河南省南阳市在其丰富的中

医药文化资源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在健康养生、旅游

服务方面的优势，吸引国际上的各界人士前来体验

中医文化和养生保健服务，力争培育出具有仲景文

化特色的中医药服务知名机构和品牌产品。各地方

政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依托和整合各自中医药资

源，逐步形成了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良好局

面。但就目前而言，中医药服务贸易仍处在初级阶

段，贸易规模较小，仍需要我们去积极探索新的发展

模式，全方面、多层次地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进一步

更好地发展与进步。

１４　中医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目前关系　中医
药有别于西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医中药不能分

家。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体系之中，中医师必须懂

得如何使用中药，中药又必须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使用，辨证论治，合理用药，才能有效发挥中药的功

效与作用。光有中医，没有中药，中医没法发展；光

有中药，没有中医，没有人能正确使用，也不能发挥

其作用。由此可见，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

在着天然的联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医药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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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出口的中药类

产品很少用于中医师治疗病患，很大一部分用作了

海外药商生产药品的原料。为他国的药品生产提供

原料，这说明我国的中药企业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产

业链低端，为他人作嫁衣裳。另外，海外对针灸的接

受程度高于对中草药的接受程度。例如，在英国中

药和针灸是被区别对待的。对针灸评价都是正面

的，虽肯定中药的疗效，但对中药的安全性和质量表

示担忧［１］。同时，国际上出现了对中医药学的异化

和中医针灸“去中国化”倾向，将中医药学分割成针

灸、中医和中药几个部分［２］。这对中医药服务贸易

和货物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将两者存在的联系

割断。虽然中医师凭借针灸可以在海外立足，因此

也可以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但是如果不使

用中药，对于中医药货物贸易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针灸的国际化并不等于中医药的国际化。针灸、中

药两者都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医师医

治患者的法宝。只有中医药作为一个完整体系被国

际社会认可，才是中医药真正的国际化。因此，中医

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联系仍需进一步加强。

２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２１　中医药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具有促进、支撑作
用　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包括范围广，涉及了医疗、教
育、科研、商务、养生旅游等服务内容，可以通过促进

中医药医疗、教育、文化交流，从而带动货物贸易的

发展。目前很多在海外拓展比较成功的企业，均采

用了“以医带药”的发展模式。如三九药业收购兼

并重组海外零散的中医诊所，以医带药，将中医药推

广到海外。北京同仁堂也凭借“以医带药”模式在

海外取得巨大成功，已在海外２５个国家和地区开设
了３１家公司，１１５家零售终端、中医诊所和中医养
生中心，在海外累计诊疗的患者超过 ３０００万人
次［３］。一些中医药服务产品贸易独立于货物贸易而

存在，比如中医按摩、推拿等。这些效果确切、简单

价廉的中医服务可以加深外籍人士对于中医药的了

解，增加他们尝试使用中医药物治疗的几率。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医药服务贸易也间接促进了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的发展派生出了对货物贸易的需求。

总的来说，货物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服务贸易的发展。

２２　中医药货物贸易面临困境　中药类产品总出
口额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５年一直持续增长，主要是靠
植物提取物拉动，增长的含金量不够，而且２０１６年
还出现了负增长。中药类产品出口长期以中药材及

饮片、植物提取物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

高，位于中药产业链的最底层。长期出口初加工或

半成品，造成了我国中药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中药

的国际竞争力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贸易竞

争力指数从 １９９８年的 ０７２下降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０４８［４］。中成药、保健品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
中药产品出口额一直徘徊不前，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逐年下降。美、韩、德、日等国家进口我国经过初加

工的中药材和半成品，将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成品

药，再以高价返销我国，高额利润就直接被其垄断

了。

２３　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是现实需要　随着经济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全球贸易结构向服务贸

易倾斜，服务贸易也成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

个动力［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竞争力不

强、出口结构不合理、科技技术含量高的服务贸易起

步晚。中医药服务贸易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业，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就有重大战略价值。

中医药服务是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一项重要资源，

做大做强中医药服务贸易有利于调整我国服务贸易

出口结构，提升服务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中医药文

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发展中医药服

务贸易，扩大中医药在海外的应用范围，有利于中国

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利于提升我国形象和软实力。

２４　中医药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促进海外中医药立
法　目前，世界上对中医药立法的主要国家有澳大
利亚、匈牙利、泰国、新加坡等；对中医药体系中的针

灸立法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加拿大五省（魁北克省、

艾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和纽芬兰

省）、美国各州、智利等［６］；立法进程中的国家有新西

兰，在２０１６年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
新西兰卫生部官员明确表示新西兰将对中医药立

法。海外国家或地区对中医或针灸立法，都是因为

中医药在当地产生了足够的影响，继而对中医药立

法。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先对中医药立法，然后再

让中医药进入的。大力发展中医药对外贸易，有利

于扩大中医药在外海的影响，为中医药海外立法夯

实基础。

３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３１　中医药在海外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中医药对
外交流合作频繁，逐步得到世界的认可，世界对中医

药的需求也在加大。据统计，海外各类中医药从业

人员约３０万，中医医疗（含针灸）机构达８万多家。
中医药在治疗慢性疼痛、皮肤病、妇科疾病、肠易激

综合征及消化性溃疡等疾病具有独特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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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海外的患者的认可［７］。显著的临床疗效是中

医药在海外生存发展的基石，是中医药最好的广告。

另外，欧美等主要国家刮起了崇尚天然药物的风潮，

这为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欧洲

也是世界上最大天然药物市场。在欧盟共有 １５７７
个传统植物药品可在其成员国上市，其中有我国的

２个中成药品种［８］。另外，我国市场上就有不少从

国外进口的天然药物，如德国生产的施图伦滴眼液、

迈之灵片、爱活胆通、施保利通片等药品。虽然现在

中成药进入国际市场还存在着很多壁垒，但天然药

物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成药的研发与应用。

３２　国内政策的支持　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别指出“鼓励中医

药等新兴服务出口”；商务部等３４个部门联合发布
的《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将中医药

服务贸易作为重点领域。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公布了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明确
指出要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支持中医药技术、

药物、标准和服务走出去。这些政策文件对于中医

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对于中医药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４　发展建议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关系密切，相辅相

成。应当利用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遇，提升

货物贸易的科技含量，实现两者协同发展。

４１　重视中医药国际教育中的中药部分　中医药
教育是中医药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也是目前中医

药服务贸易发展最好的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我

国现有２３所招收海外留学生的中医药高等院校，截
止２０１４年各高校拥有的留学生总人数多达八千余
人。同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

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等中医药院校在海外建

立分校，或与海外高校开展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在海

外办学。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医药文化对外传

播，为海外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但是目前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不重视中药，培养出来

的很多中医师不熟悉中药。这就很大限制了中药的

使用。因此，中医药教育要培养会使用中药的中医

师。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拥有较多的留学生，学校

应当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让留

学生不仅能学到中医药基础知识，还能学到针灸、推

拿等特色疗法，做到既能会用针也能会用药。截止

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亚的中医师３９５２名，单纯针灸师１
５３４名，占总人数的３８８％，其他的中医师均熟悉中

药［１０］。因此，按国家人口比例，澳大利亚是中成药

进口最多的国家［１１］。而中成药一直是中医药国际

化的一个风向标。澳大利亚中医师的培养模式和教

育方式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究。

４２　中药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中医药货物贸
易具有竞争力，说到底还是需要有拿得出手的拳头

产品。没有过硬的产品，就没有办法在国际市场上

获得竞争优势。出口的中药类产品科技含量低与中

药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有关。据

统计，２０１３年世界医药前１０强的企业研发投入／主
营业务收入比值平均为 １８０３％，而我国中成药产
业研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比值不到２％［１２］。中药

企业面临科技创新不足的问题，应当加大研发投入，

加快技术创新，实现自身的技术水平新突破，生产更

多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新型产品。从而摆脱目

前以出口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等初加工或半

成品为主的局面，提高中成药、保健品在中药类产品

出口中的份额，推进中医药货物贸易实现质的提升

和跨越式发展。提升了中药类产品、中医医疗器械、

中医医用敷料等货物的科技含量以及质量，才能全

面提升中医药货物贸易的竞争能力。我国是中医药

的发源地，拥有独天独厚的条件，应当生产出高品

质、高质量、高科技、疗效好的中药类产品，促进中药

科技的发展。

４３　建立健全中医药对外贸易统计体系　随着时
代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每天

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通过统计

方法的处理，可以总结中医药对外贸易的发展规律，

对未来中医药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地预

测，为人们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支持。然而，目前中医

药对外贸易的数据比较缺乏，无法收集到准确的数

据加以分析和利用。比如，中医医疗器械出口金额、

海外中医的从业人数、中医医疗中心等数据还没有

专门的机构收集。北京、上海等地区正在建立符合

国际惯例、又比较完善的中医药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有关政府部门可以在北京、上海开拓性工作的基础

之上，建立全国通用的中医药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为

各中医药服务贸易企业、机构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加快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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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颇，提高健康水平，并有望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的“治未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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