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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实施 

    3月21日上午，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国务院十六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医
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科技部刘燕华副部长代表十六个部门做了新闻发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文明副
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吴浈副局长、国家民委丹珠昂奔副主任出席发布会并做了有关情况介绍，教育部、卫生
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知识产权
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联合发布会。《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是继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后又一事关中医药创新发展
全局的纲领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全面推进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纲要》是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汇集全国百余名专家在开展“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研究的
基础上，会同国务院十六个部门编制的。制定《纲要》的主要目的对中医药创新发展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和科学规划，指导
全国中医药创新工作，加快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纲要》全文分为形势分析、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战略目标、基本任务、优先领域、政策措施五个部分。 
    《纲要》中明确了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为人类健康服务的根本宗旨，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在继承发扬中医药
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证实、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
中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医疗保健模式，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提
高我国的医疗保健和重大疾病防治水平，不断满足广大民众的社会需求，确立我国在传统医药领域的优势地位，提高中医
药的国际化能力和国际市场份额，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纲要》根据中医药的特点、趋势及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
化相互促进，多学科结合”四个基本原则。 
    《纲要》中提出中医药创新发展到2020年的总体目标：通过科技创新支撑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不断提高中医药对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巩固和加强我国在传统医药领域的优势地位；重点突破中医药传承和医学及生命科学创新发展
的关键问题，争取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突破口之一；促进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
医药学奠定基础；应用全球科技资源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新贡献。
为提高中医药创新发展能力，要努力完善中医疾病防治、养生保健和诊疗技术体系；健全中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丰富发
展中医药理论体系；建立国际认可的中医药标准规范体系；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体系。 
    从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全局出，《纲要》确定了“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四个方面的基本任务，提出了中医临
床研究、中药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标准规范研究、创新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等六个优先领域。推进《纲要》的
实施，将重点落实加大投入，政策扶持、组织协调三个方面的措施。 
    《纲要》的发布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加快中医药继承创新，全面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定位，对于保障
人民健康、带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均有重要意义，必
将为满足我国人民健康需求并造福整个人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纲要》起草修订过程中，我院医药卫生学部王永炎、肖培根、姚新生、张伯礼院士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当
中肯的建议，基本被纲要采纳。学部工作局高中琪副局长代表工程院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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