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中医
药、民族医药事业。如何推动中医药走向
世界？3 月 8 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全国人大
代表、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肖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达仁堂京万红
药业总经理刘文伟，做客“中经两会之
夜”，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曹洪欣委员表示，中医药行业是我
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优势领域，中医药不仅对中国人民的健
康作出贡献，而且对世界医学也产生了
深远影响。特别是进入“十一五”以
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走向世界，去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教
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加引

起世界对中药的关注。国家最近刚刚颁
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明确提出推进中医药海外发
展，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把中药国际贸易
作为重点，一方面使中医药“走出去”为
人类健康服务，另外“引进来”，利用世界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各地发展经验集大
成，共同推进中药为人类健康服务。

“中医药‘走出去’是我们中药人的
梦。”刘文伟委员认为，中药外用药在外
科领域用药的临床疗效直观，干扰因素
少，易于评价，具有西药外用药不具备
的、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医药

“走出去”应从中药外用药入手。
“但中医药走向世界还面临3个壁垒。”

曹洪欣委员说，具体讲就是文化壁垒、技

术壁垒、医疗服务中传承和弘扬的壁垒。
如何突破这 3 个壁垒？曹洪欣委员

认为，首先，国家应大力推进中医药标
准化，掌握话语权。比如在疾病的诊断
上，要推进中国中医药在国际疾病分类
ICD11 编码的建设。其次，对待中药标
准化，企业也要有积极性。肖伟代表表
示，中药标准制定比较复杂，需要从动
态、静态两方面制定形成系列标准，“只
有形成了大家都认同的标准，才能对名
方名药进一步挖掘”。

曹洪欣委员表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马上就要启动中药标准化行动。中医药

“走出去”，进入国外当地市场，也要适应
他们的标准，尊重当地文化，得到当地认
可。

要突破中医药“走出去”的壁垒，中药
企业还要加强创新。

“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肖
伟代表介绍，目前康缘中药无论是创新
药、还是拥有知识产权专利的药都是最多
的，但也面临很大的苦恼，“我们的新药上
市后很难进入医保的药品目录，也很难进
入新药名录”。

肖伟代表说，现在医保里的药品很多
都是 10 年前研发的品种，这几年获得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证书的品种
进入得不多。这样不利于调动医药企业
创新的积极性。

“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招标过程
中只要是中药，便会无端被砍 15%至
20%的价格，包括创新药。”肖伟代表
说，该公司在湖南、安徽等省失标，主
要是这些省在招标过程中对中药的政策
有歧视，再这样下去的话，中药就会被
市场边缘化。

曹洪欣委员表示，中药工业总产值
从 1995 年的 240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7302 亿元，20 年里每年以 25%的速度
增长。但是，到 2015 年，中药工业总产
值增速却慢了下来，一大原因就是砍掉
了中药在医保目录中的比例，人为忽视
中药特色优势，人为限制其在医院的使
用。按照规划，到 2020年，中国中药工
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30%以
上，将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成为支柱产业，需要全社会给中药一个
公平竞争和大胆创新的机会。”曹洪欣委
员强调。

上图 曹洪欣委员（左二）、肖伟代表

（左三）、刘文伟委员（左四）做客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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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接受中国经济网“中经在线访谈”
采访时表示，我国制造业之所以“大而不强”，一方面
是因为科技含量偏低，另一方面是因为缺少工匠精
神。有些人认为东西越便宜越好卖，特别是同行间

“互相杀价”、恶性竞争、偷工减料，造成恶性循环。
我国应发扬工匠精神，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国有些产品质量很好，但
由于缺少品牌基础，也难以受到消费者青睐。“我们
要培育自己的世界品牌。”宗庆后代表认为，市场竞
争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品牌的竞争，但总体来看，我国
品牌实力依然不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
不相称，我国品牌在国际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经济
贡献率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越
来越旺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高端需求问题也日益
突出，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出国抢购国外品牌商品的
现象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宗庆后代表建议，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
程中，要以质量创新为突破口，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引导各方面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到提高
质量和效益上来。出台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方
面的支持政策，鼓励品牌发展与创新驱动深度融
合。引导各行业下大力气把产品做专做精做优，在
全社会弘扬以质取胜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加强对中
国品牌的正面宣传，引导国内消费者破除对“洋品
牌”的消费误区、品牌迷信，增强公众对自主品牌的
认可度和自信心。

宗庆后代表对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高度关注。
“这两年食品安全形势大有好转。中国食品行业、饮
料行业的大企业质量是有保障的。”他认为，质量工
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科技、管理综合
施策，并重点解决当前制约质量提升的关键矛盾和
瓶颈问题，其中尤需着力加强的就是国家质量技术
基础建设。

宗庆后代表：

“工匠精神”擦亮中国品牌
本报记者 熊 丽

中国铁路取得了哪些成就？高铁运
行速度是否越快越好？高铁上能不能装
WiFi？3 月 8 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
铁副总工程师、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
师王梦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钟章队和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黄强做客“中经两会之夜”，就社
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谈建设
做好“1.0”，再做“2.0”

王梦恕代表表示，我国原定到2020年
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12万公里，这一数
字在 2015 年提前超额完成。我国铁路建
设具有很强的工程实力，技术水平高、价
格低、施工快。

钟章队委员指出，交通建设有长期性和
领先性，在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中，首先要
把综合交通列为优先发展的主题，进行顶层
设计，并与教育、卫生协同发展，才能把城市
建设得更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三大发
展战略，其实都定位在把交通发展特别是把
综合交通的发展作为优先发展内容。

钟章队委员表示，“十三五”时期要加
强铁路供给侧改革，加强高速铁路路网特
别是中西部高速铁路的建设，不断优化和
完善路网建设。

黄强委员表示，我国高速列车无论在
技术还是在其他方面，在国际上都领先，
当然也有很多短板，“十三五”期间首先要

解决好标准化、序列化等问题。“我的观点
是‘十三五’时期可以把 1.0 做好，稳定地
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然后再进一步升级，
做高铁 2.0”。

谈提速
“八分饱”最健康

最近一段时间，高铁是否应恢复 350
公里运行时速、提速是否安全的问题，受
到普遍关注。

王梦恕代表表示，说中国高铁不安
全，是“人为的胡闹”。高铁速度并非越快
越好，铁路运营要求安全、可靠、实用、经
济。为什么有的铁路按照 350 公里的时
速修建，却只跑 250 公里？就是因为这样
比较经济。王梦恕代表打了一个比方，

“就像人吃饭一样，八分饱最健康”。
黄强委员指出，350公里时速在我国肯

定可以实现，而且可以长时间运营。“从目前
来说，还没有考虑再把时速恢复到 350 公
里。我们是做技术的，技术工作者对怎么降
低成本、怎么更加经济，也要做功课”。

谈 WiFi
娱乐安全都要考虑

对于高铁上是否应该开通无线网络，
几位代表、委员有不同的意见。

钟章队委员表示，应大力发展高铁
车站的 WiFi，用方便快捷的技术手段，
用开放、共享的方式解决旅客的信息服
务和娱乐问题。列车上有条件的可以开
通 WiFi，但不能给原来的基础设施带来
很大压力，可以利用移动运营商的 4G 网
络来开通 WiFi。“这和飞机不一样，飞
机上很难解决移动通讯问题，但是我们
在地面上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黄强委员补充说，在开通 WiFi方面，
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车上的
WiFi 能不能和 3G、4G 连接，就要看运营
商基站的位置和速度的关系。

王梦恕代表则认为，高压电、机车供
电、信号、通信的频率都很多，很难保证相
互之间不受干扰。安装 WiFi 不仅影响安
全，还会分散司机和乘务人员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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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与推进对企业有着怎样的意
义？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工商联主席孙明做客中
国经济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孙明代表认为，深化结构性改革以及供给侧改
革的提出，为民营企业指明了方向。

民营企业虽然因为技术人才匮乏等原因，导致
创新能力不足，但是市场竞争力能力还是很强的。
深化结构性改革，将真正体现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这对民企将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机
遇。“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传统产业与新兴产
业要相互融合，走出一条创新的发展之路，这将在
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释放出很大的红利。结构性改
革对企业发展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孙明
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工匠精神，我认
为就是要创造品牌，进行个性化生产，加强资源的
有效配置，这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的完成将发挥重要作用”。

孙明代表：

供给侧改革为民企指明方向
本报记者 袁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