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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医药振兴发展成为新时代

背景下的一项重要任务。邢台市作为河北省的一个重要城市,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和深厚的中医药文

化底蕴。然而,在振兴发展的过程中,邢台市中医药产业也面临着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

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现状的分析,探讨其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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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untry's attention to the ca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the people's health needs,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new era. As an important city in Hebei Province, Xingtai city has rich TCM resources and 

prof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TCM industry in Xingtai city is also facing some key and difficult problem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ngtai City,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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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日益

增长,中医药振兴发展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一项重要任务。邢台

市作为河北省的一个重要城市,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和深厚

的中医药文化底蕴。然而,在振兴发展的过程中,邢台市中医药

产业也面临着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邢台市中

医药振兴发展现状的分析,探讨其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 

1.1研究意义 

研究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对于推动当地

中医药事业繁荣和提升民众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

深入研究,可以揭示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

制约因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其次,研究有助于挖掘

和传承邢台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促进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和比较分析法,对邢台

市中医药振兴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首先,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

了解国内外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理论成果,为本研

究提供理论依据。其次,结合邢台市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收集一手资料,深入了解邢台市中医药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

制约因素。 

2 邢台市中医药发展现状分析 

2.1中医药资源概况 

邢台市中医药资源丰富,涵盖了中药材种植、中药制药、中

医医疗和中医药文化等多个方面。在中药材种植方面,邢台市拥

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已形成了以道地药材为主的种植基

地,如邢台道地中药材基地等。中药制药方面,邢台市拥有多家

中药制药企业,产品涵盖了中药材提取物、中成药等多个领域。

中医医疗方面,邢台市设有多家中医医院和中医诊所,为市民提

供中医诊疗服务。此外,邢台市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

的中医药文化遗产,如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文化遗址等。 

2.2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邢台市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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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中医药产业规模逐年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和产量稳步增长,

产业链逐步完善。然而,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邢台市中医药产

业规模仍较小,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其次,中医药企业数量不断

增加,但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缺乏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有限。

此外,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高技能人才短缺,

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再者,中医药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科技

成果转化率较低,制约了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中医药产业政

策体系尚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产业配套设施有待完善。总体

来看,邢台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2.3中医药服务体系现状 

邢台市中医药服务体系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

析：首先,邢台市中医药服务体系规模逐年扩大,各级医疗机构

中设有中医药科室的比例显著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得到增强。

其次,中医药服务体系结构日趋合理,形成了以中医医院为龙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中医药服

务网络。再次,中医药服务体系质量不断提升,中医药特色优势

日益凸显,中医诊疗技术和中药质量得到患者和社会的广泛认

可。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医药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相对薄弱,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 

3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点问题研究 

3.1中医药人才培养 

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过程中,中医药人才培养是关键环

节。当前,中医药人才培养面临以下重点问题：一是中医药教育

体系尚不完善,课程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

高。二是中医药人才短缺,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匮乏,难以满足市

场需求。三是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缺乏创新和实践能力培

养,导致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不足。四是中医药文化传承不足,缺

乏对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传播,影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质

量。五是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医疗机构需求脱节,导致毕业生就业

后难以适应工作环境。针对这些问题,应加强中医药教育体系建

设,优化课程设置,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中医

药人才。同时,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提高中医药人才的

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3.2中医药科技创新 

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是关键驱动力。首先,

加强基础研究,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

为中药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推动中药炮制工艺的改进和

创新,提高中药质量和疗效。此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

术等手段,开展中药新药研发,拓展中医药治疗范围。同时,加强

中医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中医药与西医的结合,提升

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 

3.3中医药产业升级 

中医药产业升级是推动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关键所

在。首先,需加强中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提高中药提取、炮制等

工艺水平,提升中药产品质量和疗效。其次,推动中药产业向产

业链下游延伸,发展中药保健品、化妆品等,拓宽中医药产业市

场。此外,应重视中医药产业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中医药产品

标准体系,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同时,加强中医药产业人才培

养,提高产业从业人员素质,为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4 中医药振兴发展难点问题分析 

4.1人才短缺问题 

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道路上,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首先,

中医药专业人才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其次,中医药教

育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与实际需求存

在差距。此外,中医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

构,优秀人才纷纷流向大城市,导致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此

外,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缺乏系统性规划,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

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因此,如何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成为

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关键所在。 

针对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中的资金投入不足问题,可采

取以下解决措施。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财政支持力

度,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中医药科研、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中医药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税收优惠

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投资中医药产业。此外,加强中医药产业

链上下游合作,促进产业融合,拓宽融资渠道。 

4.2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在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成为

一大难点。首先,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缺乏高水平

的科研团队和先进的研究设施,导致新药研发和关键技术突破

受限。其次,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度不高,跨学科合作不足,

难以形成有效的科技创新机制。此外,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与市

场需求存在脱节,缺乏既懂中医药理论又掌握现代科技手段的

复合型人才。最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制约了创新

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为提升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需采取以

下措施。首先,加强中医药基础研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对中医

药理论的深入挖掘和验证。其次,推动产学研结合,鼓励企业与

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研发平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第三,

培养高素质中医药科技人才,通过设立研究生奖学金、开展国际

交流项目等方式,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第四,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鼓励创新,对创新成果给予政策倾斜和奖励。 

4.3中医药产业竞争力弱,中医药产业竞争力弱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

融合不够,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二是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中医

药产业整体规模较小,品牌影响力有限；三是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中医药专业人才短缺,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匮乏；四是市场环境

复杂,中医药产品面临来自西医药的激烈竞争,市场准入门槛

较高；五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中医药产业发展缺乏系统性的

政策扶持和保障。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亟

待解决。 

针对提升中医药产业竞争力的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首先,加强中医药产业链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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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产品质量；其次,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医

药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国际竞争力；再次,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鼓励中医药企业研发新产品,提高技术含量；此外,加强中医药

人才培养,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最后,通过政

策扶持和市场营销手段,提升中医药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

强市场竞争力。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有望推动中医药产业的振

兴发展。 

4.4中医药服务体系不完善 

中医药服务体系的不完善是制约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的

关键问题之一。首先,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不足,缺乏合格的中

医药人才,导致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水平不高。其次,中医

药服务体系与西医服务体系缺乏有效整合,患者就医不便,难以

享受到连续性、综合性的中医药服务。此外,中医药资源分布不

均,优质中医药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薄

弱。同时,中医药服务体系缺乏创新,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结

合不足,制约了中医药服务的拓展和提升。最后,中医药服务体

系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影响了中医药

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推动邢台市中医药振

兴发展。 

针对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以下措施需加以实施。首先,加

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培训提升基层医务人员中医

药服务技能。其次,优化中医药服务网络布局,确保中医药服务

覆盖城乡,尤其关注偏远地区。再次,推进中医药信息化建设,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此外,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引入多元化投资。最后,建立

健全中医药服务评价体系,确保服务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通

过这些具体措施,有望逐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推动中医药振

兴发展。 

5 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对策建议 

5.1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 

为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首先应建立健全中医药教育体系,

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其次,加强

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鼓励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搭

建学术交流平台。此外,推动中医药院校与企业、医院合作,实

施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同

时,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在职人员的业

务水平和创新能力。最后,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激励机制,

激发人才队伍活力,为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人

才保障。 

5.2提升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 

为提升邢台市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

是加强中医药科研机构建设,培育一批具有较高科研水平的中

医药科研机构。二是加大中医药科技创新投入,设立专项资金支

持中医药科研项目。三是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

转化。四是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医

药科研人才。五是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中医药技

术和管理经验。通过这些措施,有望提升邢台市中医药科技创新

能力,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3推动中医药产业升级 

为推动邢台市中医药产业升级,建议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强化中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鼓励

企业进行中药新药研发,提升中药产品科技含量。其次,优化中

医药产业链,发展中药材种植、加工、制药、销售全产业链,提

高产业附加值。第三,推动中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提高中医药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第

四,加强中医药产业人才培养,设立中医药专业,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的高素质人才。第五,拓展中医药产业国际市场,积极参与

国际中医药标准制定,提升邢台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这些

措施,助力邢台市中医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5.4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为完善邢台市中医药服务体系,首先应加强中医药服务网

络建设,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确保中医药服务覆盖城乡。

其次,应优化中医药资源配置,推动中医药与医疗、医保、医药

联动改革,提高中医药服务可及性和便捷性。此外,应强化中医

药人才培养,加强中医药学科建设,提高中医药专业人员的综合

素质和临床技能。同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中医药服务领域,培

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中医药服务品牌。最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

设,提升中医药服务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

注和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氛围。 

6 结论 

通过对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现状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邢台市中医药资源丰富,但振兴发展面临着人才短缺、创

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其次,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有

待加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再次,

中医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需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最后,

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提

升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总之,邢台市中医药振兴发展需要政

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合力,以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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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邢台中医药振兴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研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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