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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随着华人在美国的繁衍与发
展，逐渐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中占据一席
之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接受
中医药。目前，美国约有5%左右的患者服
用包括中药在内的天然药物。全美约有
1.2万家中药店、中西医药店或者出售中药
的保健品店，年销售额 20 多亿美元。不
过，尽管中医药在美国已经合法化多年，但
是仍然受到较多法规与行业标准的制约，
在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针灸合法化是中医药在美国兴起的标
志。1975年 7月 12日，时任加州州长布朗
签署了“针灸职业合法化”的法规，为中医
针灸师在美国行医确立了合法地位。从上
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与针灸相关的行业
组织相继成立，带动了中医公会等中医中
药行业组织的发展。在美国，获得针灸师
资格，通常需要经过学习“针灸和东方医学
认证委员会”认可的学校教授的课程，并取
得结业证书；通过“全国针灸和东方医学认
证委员会”的考试或各地方规定的考试，以
及“针灸和东方医学学院理事会”认可的

“清洁用针技术”考试，交纳申请费，即可在
承认中医或所谓传统与替代医学的各州取
得针灸师执照。有的州针灸师经过额外的
考试，还可以开中药处方。

据记者了解，与其他高中后教育机构
的认证一样，“针灸和东方医学认证委员
会”也是经过联邦教育部认可的民间非营
利机构，负责审核培养中医针灸师的学校
的资质。它成立于1982年，发起单位是针
灸与东方医学学院理事会和美国东方医学
协会，于 1988 年得到美国教育部承认为

“专门职业”认证机构，可以对有资格授予
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针灸师教育机构颁发资
质证书，1992年又取得了东方医学教育资
质审核的资格。在得到认证的针灸和东方
医学教育机构结业之后，还需要按照各州
法律通过相应的考试，才可以得到该州针
灸师的资格。总的来说，因为各州对针灸
师要求的学习期限一般是2000小时左右，
所以只相当于护士或医技的资历。

在美国获得营业执照的中医师，找工
作、开诊所、办学校、开中药店等等，出路
很多。中医学院的毕业生，不论学士、硕

士、博士，都容易找到工作。但是中医师
的地位和待遇在美国与西医师还有些差
距，如果打工，年薪在 2.5 万美元至 5 万美
元之间，如果自己开诊所、开中药店，年收
入可达 10万美元以上。

美国对医疗医药行业的管理非常严
格，中医药在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
前针灸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没有
进入主流医保体制，发展受到相当大的制
约。美国的相关法规，将中药限定为膳食
补充剂的范畴，不可提及其医疗功能，可在
一般超市与保健品商店出售，无须医生处
方即可购买使用。但是这一法律地位使中
医药无法进入医疗保险体系，只能在美国
上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产业中占据少量市
场份额。中草药要被批准为药物，必须经
过高难度的生化、药理和临床试验，需要高
昂的研发费用，以致目前绝大多数还只能
作为食品补充剂使用。另外，美国联邦食

品与药品监督局（FDA）每年公布若干中成
药及中药饮片的禁用名单。

今年是美国加州针灸合法化 40 周
年。此间中医中药界人士认为，西方医学
主导的美国医疗体系较为先进，在很多方
面世界一流，但是这并不等于它无所不
能。当前，西医对许多疾病可以作出明确
的诊断，却苦于无法治疗，尤其在神经与
内分泌、新陈代谢、自身免疫、精神疾病、
癌症等疑难病症面前，更是苦无良策。中
医在上述领域则取得了一些进步，特别是

“中药+针灸”的治疗模式，已经在内外妇
(儿)科、骨伤科，甚至神经、内分泌科、免疫
系统疾病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果
将中医特别是针灸治疗纳入到美国总统
奥巴马提出的“全民健康保障计划”体系
当中，实现中西医结合，降低社会医疗成
本，可为美国大众提供简便、廉价、有效的
医疗服务。

美国：中医药渐现活力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法国拥有数目庞大的华人群体，同时
也是欧洲应用针灸疗法最早的国家。早在
13 至 17 世纪，往返于两国间的法国商人、
水手及旅行者便将中医药的部分内容引入
欧洲。近 30 多年来，随着中法两国逐渐加
强了在医学领域中的合作，中医针灸以及
草药疗法在法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数据
显示，有 95%至 98%的法国人对中医疗法
表示“感兴趣”。

法国主流医学界将针灸与草药疗法定
性为“软性医学”，政府为了鼓励与促进本
国中医师在针灸治疗领域的研究，特别成
立了“针灸专门委员会”。目前，法国的注
册针灸师已经突破万人大关，针灸专业培
训学校有 10 余所。一位旅居法国 20 多年
的老中医告诉记者，法国在医药科技研发
领域具备相当优势，同时也注重对中医学
科的研究与临床试验，随着古老医学与现
代技术的结合程度不断加深，中医在法国
有望“老树开新花”。

近年来中法一系列文化年庆祝活动
促进了法国中医药机构的整合与规范，越
来越多的法国患者开始尝试并信任中医
的独特疗法，中医学在当地的传播开始进
入良性循环阶段。虽然“中医热”在法国
逐渐升温，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中医至
今未被纳入法国国家医疗保险的体系当
中。在缺少医保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患者
在法国正规中医诊所就诊时需要缴纳高昂
的挂号与就诊费，一次就诊逾百上千欧元
的开销并非普通法国百姓能够承受，这也
造成了中医目前在当地成为“贵族医疗”的
尴尬境地。

不过，许多当地业界人士仍然看好中
医学在法国的传播及研究前景。有观点认
为，中医更加“人性化”，相比于西医冰冷的
就诊体验而言，就诊中医可以使患者在较
长时间内一对一地向大夫倾诉病痛，符合
未来医学“人文关怀”的发展方向。此外，
从地缘角度考虑，法国位于欧非大陆的十
字路口，一向是各类文明的交会与传播热
点，因此中医学在法国仍然具备良好的传
播与发展前景。

中药在日本被称为“汉方药”，几乎所
有的药店都有汉方药柜台，医生也经常会
根据病人的症状开出汉方药处方，病人也
多乐意接受。日本的汉方药都是成品，包
装上详细标明成分、适用症及用量、注意事
项等。随着日本步入老龄社会，慢性病、综
合性病症多发，中医中药由此有了更多的
用武之地。

近年来，日本对中医学的应用发展迅
速。据统计，日本现有 65％的医生会使
用汉方药，从事汉方医学、针灸及按摩的
医师已超过 10 万人，全日本有 85％的人
服过汉方药或接受过针灸治疗。特别是
上世纪 70 年代，汉方药被日本政府承认
后，大部分汉方药可在健康保险中报销，
大大促进了汉方医药的发展。

日本的汉方医学几乎全面接受了中
华医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近年
来，在普及应用的基础上，特别重视理论
研究，日本政府每年拨出专项研究经费，
集中优势力量，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
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对“证”产物本质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还运用生化、药
理、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对中药及其复

方的药理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批令
人瞩目的成果。

目前，日本有近 4 万人从事中医药研
究，每年研究 10 多个品种。汉方制剂品
种比较集中，日本厚生劳动省将新的一
般用汉方制剂承认标准增加为 236 个处
方，这些处方主要出自《伤寒论》《金匮要
略》《千金方》等中国古典。此外还有《汉
方诊疗医典》《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
等现代汉方书籍。日本生产的医疗用汉
方制剂有近 150 种，其中产值最高用量
最大的“特列药品”就有 80 多种。在这
些特列药品中，又以“七汤二散一丸”（小
柴胡汤、柴朴汤、补中益气汤、加味逍遥
散、八味地黄丸、小青龙汤、六君子汤、柴
胡桂枝干姜汤、麦门冬汤和当归芍药汤）
共 10 种制剂的产值最高。目前，这些汉
方药大部分被列入日本公共医疗保险的
用药范围，每年的销售额达 1000 亿日元
以上。

日本在中药制剂的开发研究方面也
颇有特色。如在制剂的疗效、剂型的改
革、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
优势明显。此外，在汉方药的用药方面，

日本各大汉方药制造企业普遍通过提取
有效成分制成了汉方药的颗粒冲剂和胶
囊，从而大大减少了熬药的麻烦，便于随
时随地服用，更重要的是严格统一的制作
标准保证了药物的治疗和疗效。

中医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有其证才
有其法，有了治法才有方药，因此药物研
究必须与中医理论相结合。在此基础
上，根据病症施以复方用药治疗。日本
的药理研究领域在复方实验统一性上有
统一标准，能够准确分析药物成分、作用
原理和复方治疗效果，从而保证了研究
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不仅如此，日本
积极推进中西医结合。明治维新以前，
中医是日本唯一的医疗体系。但其后西
医药在法律上取代了汉方医药。虽然上
世 纪 70 年 代 恢 复 了 中 医 中 药 ，但 根 据

“汉方认定医制度”，汉方制剂处方也都
是由西医师开具的。其中医知识也是他
们在大学期间的讲座或就职后的再教育
获得。因此，如果在教学阶段能够设置
中西医结合的教育课程，就可以全面提
高医生的中西医结合水平，从而提高整
体医疗水平。

法国：

注册针灸师突破万人
本报驻巴黎记者 陈 博

日本：汉方医学发展迅速
杨 慧

韩国的传统医学与中国的中医同根同源，经过长
期的发展，形成了韩国的特色。特别是韩国的一些企业
将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工艺相结合，打造了众多在世界
知名度很高的韩药、韩方产品。但由于相比西医，传统
医学在韩国受到不平等待遇，因此发展前景存在隐忧。

韩国的传统医学称为“东医”，是以中医药学及新罗
国的针灸术、药物疗法为基础，同时吸收鲜卑的灸、烙及
蒙古的熏法而形成。1980 年韩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
统称为“韩医”。在首尔街头，随处可见私人设立的韩医
诊所，还有设备较好、规模较大的医院叫韩方医院。目
前，大多数韩医诊所的主营项目是颈椎腰椎、美容、神经
外科、皮肤科等慢性病。“韩医”医生工作相对自由和没
有退休年龄限制，使得此职业很受韩国人青睐。

一些韩国企业利用“韩医”的理论和知名度，开发
出很多享誉国内外的韩药、韩方产品，推动了韩国对传
统医学的研究。以韩国最著名的韩药产品高丽参为
例，其 2013 年的市场产值高达 5869 亿韩元（约 34 亿
人民币），销售额达到 1.3 万亿韩元。在中国市场人气
最高的韩国化妆品品牌“雪花秀”和“后”实际上都是韩
方化妆品，其实实在在的功效和对皮肤的低刺激使其
受到了东方女性的青睐，这些产品的成功也带动了韩
国化妆品企业对传统韩方的开发研究。

但实际上，“韩医”在韩国并没有受到同现代医学
一样的地位。所有大型综合性医院全都是使用现代医
学技术的，这些医院里不允许使用“韩医”手段给病人
治病。而“韩医”医院的医生是不能开西药的，只能给
病人开韩药，而且“韩医”医生绝不能做手术，“韩医”医
院甚至不允许拥有化验、透视、CT 等现代化检验设备
或手段，也就是说，韩国卫生部门不支持“韩医”与西医
结合，规定“韩医”只能使用完全的传统手段给病人治
病，同时规定大型综合性医院只能使用现代医学治病。

正是这些规定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韩国老百姓对传
统医药的看法。现在韩国人更多地是把韩药当做保健
品来服用，并不过高地强调其药用价值。韩国人有进
食补药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韩药的市场。但
尽管如此，在韩国国内的药店里，韩药的销售额也只占
总销售额的 10%。

虽然韩国实行全面医保，但是韩药并不在医保范
围内，而且韩药在韩国的价格非常贵，这无形中提高了
韩国老百姓使用“韩医”的门槛。记者发现，除了美容
相关的医疗科目之外，在韩医院就诊的患者还是以中
老年人居多。统计显示，仅 2013 年韩国就有 828 家韩
医诊所倒闭，这一数字较 10 年前增长了 40%。另据韩
国保健福祉部 201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患者中去“韩
医”医院接受治疗的人数仅占总数的 6%，并且接受“韩
医”治疗的人群集中在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不少

“韩医”从业者担心，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韩医”的发
展前景岌岌可危。

韩国：
韩医职业受人青睐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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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纽约唐人街的中药店。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摄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迎来新机遇中医药国际化发展迎来新机遇

作为世界传统医药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

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尽管近年来

中医药国际化并非一路

坦途，但中医药在世界

范围内认可度仍然得到

较大的提升。随着中医

药“走出去”力度不断

加大，中医药国际化发

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中医药国际化
并非遥不可及

默 言

在外国人眼里，中医药充满着神秘感，如果没有接

触过，心里会产生疑虑和排斥。一位朋友曾向笔者抱

怨，她的洋老公就不太信任中医药，俩人常常因为使用

中药的问题发生争吵。但最近，这位朋友特意告诉笔

者，自己的洋老公已经喜欢上了中药，一不舒服就用中

药调理身体，甚至还成了“宣传员”，在朋友圈里推广起

中药来。

近年来，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不断加

快，国际化程度也逐年加深，一些外国人对中医药的态

度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接触和信任中医

药。截至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 171 个国家，中医在

29 个国家和地区以立法形式得到承认，18 个国家和地

区将中医药纳入医疗保险。

但是，东西方文化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医药与

西方社会的融合仍存在门槛和障碍。在美国，尽管中

医药已经合法化很多年，仍然受到诸多法规与行业标

准的制约，无法进入医疗保险体系。美国食品与药品

监督局对中药的审查认证也极其严苛，每年公布中成

药及中药饮片的禁用名单。在法国也是如此，中医至

今未被纳入法国国家医疗保险的体系当中。在缺少医

保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在法国看中医成了“奢侈”行

为。更有甚者，欧洲药监局要求从 2011 年起所有进入

欧洲市场的中药必须经过注册程序，英国于去年 5 月 1

日禁止在本国销售未经注册的传统药，导致中国中成

药向欧盟市场的出口额同比下降 5.85%。令人担忧的

是，欧洲药监局的政策抬高了门槛，使中药进入欧洲主

流医药市场的难度加大。

之所以出现这些阻碍和壁垒，主要原因是标准问

题。由于中医药自身的特点，难以作出西药公式化的解

释说明，这导致其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存在差异，因此欧

美国家对于扩大使用中药一直心存疑虑，中药只能作为

保健食品或食品添加剂销售。此外，在国际中药市场

上，中国在专利方面目前也不占优势，数据显示，中国拥

有专利权的药品仅为 0.3%，日本和韩国占据了中药专

利的70%以上。这使得中国虽是中药大国，但所占的国

际中药市场份额却不高，所占比例不超过5%。

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医药国际化的前景仍然值得

期待。目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中药企业自身都在

为推动中医药“走出去”作出努力。当然，“走出去”的

关键仍是过硬的产品。随着中药质量标准不断完备，

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药材来源、提取分离、研发生产、质

量控制等方面来提升中药质量，生产出的产品也逐渐

得到国外的认可。今年 6 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

癌中药——康莱特注射液在美国完成治疗胰腺癌的 II

期临床试验，并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审通过，

进入 III 期扩大临床试验。这说明中医药国际化并非

遥不可及，而是可望可及，只是需要多一些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