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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94-RD-202 

大陸中醫藥國際化之現況與政策考察研究 

何玉鈴 1 、張永勳 2 、江倍漢 2 
1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2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研究所 

摘 要 

中草藥科技發展目前已列入我國國家發展重點，如何將中草藥科技發展

進行有制度效率之管理，以提昇我國之國際競爭力，已成為當前重要之課題。

本研究計畫除收集世界衛生組織及其所屬傳統醫學合作中心及國外相關傳統

醫藥（中醫藥）機構外，也由國內多位中醫藥專家學者共同組團，赴大陸地

區實地考察參訪中醫藥相關部門，並收集目前大陸地區中醫藥國際化之政策

與具體做法，本考察團團員包括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張永勳所長、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張淑貞副教授、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第三組林

哲輝組長、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黃坤森技士、勝昌製藥技術部研發

處周良穎經理、嘉義市藥用植物學會李文輝理事、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

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江倍漢及計畫主持人等產官學界 8 人。 
本計畫於九十四年七月廿九日至八月十一日赴大陸北京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中國中醫研究院、北京中醫藥大學、安國藥材市場、瀋陽藥科大學、上

海中醫藥大學、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雲南白藥公司、香港浸會大學

及香港中文大學等單位進行考察，收集大陸及香港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之政策

及具體作法，包括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之具體作法及政

策；各中醫藥大學國際中醫藥培訓中心現況、國際培訓人數、科技合作及技

術輸出（交流）情況；大陸培養中醫藥國際人才之實施方案；大陸各單位舉

辦或參加國際傳統醫學學會及研討會之情形；大陸中醫藥英文版教材書目；

中藥方劑及中藥材之英譯名之參考資料或書籍；香港在中醫藥國際化之推動

情形及政策，進行考察了解，作為日後國內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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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4 冊 

 - 157 -

Number: CCMP94-RD-202 

Cross Strait Exchanging Program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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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ing Ho1, Yuan-Shiun Chang2, Bei-Han Chiang2 
1Nursing Department, Hungkung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technology had been listed as top priority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became very 
important. Beside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f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foreig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stitutes, we organized a 
team to visit TCM related institut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studied their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CM. 

 From July 29, 2005 to August 11, 2005, the team with eight members visited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C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Academy of 
TCM, Beijing University of TCM, An-Kuo Chinese Herbs Market, Sheng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an-Hai University of TCM,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Yun-Nan- Bai-Yao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cluded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in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CM, PRC, current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ach TCM Institutes, foreign 
students number, exportation of TCM technology,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r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nglish version textbook 
of TCM, Books on English terms of TCM herbs or prescriptions.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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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ed will be helpful for carrying out program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CM in the future. 

Keywords：TCM, internationalization, Mainland China visit, Hong Kong visi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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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發展中草藥科技為世界之潮流趨勢，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所用之化

學藥品有毒副作用；常見病，多發病，難治病，尚未有滿意的治療藥物；回

歸自然，崇尚天然藥物及尋找新的替代療法。而從中國古老傳承所留下之中

醫藥為目前世界上記錄最完整之中草藥文獻，如何發揚光大中國之傳統醫

藥，將其配合現代化之研究管理為目前重要之課題。 

  中草藥來自於天然界，而天然藥物市場在 1990 年其產值為 100 億美元，

1994 年為 145 億美元，到了 2000 年已增至 200 億美元。其中美國之天然物

市場年增長率約為 5~20％，1994 年為 16 億美元，1995 年為 25 億美元，1996
年為 28 億美元，1997 年為 32 億美元；1996 年在歐洲地區，德國亦有 35 億

美元，法國有 18 億美元之天然物市場。1996 年在亞洲地區，中國大陸有 34
億美元，台灣有 6.5 億美元，韓國有 5 億美元的天然物市場；日本在 1997 年

也有 25 億美元之銷售金額。以目前世界上使用中草藥之成長率估計，到了

2006 年美國將有 105 億美元，德國 75 億美元，法國 42 億美元，中國大陸 70
億美元，日本 30 億美元之市場需求。以如此龐大之中草藥市場，無限之商機

及發展潛力，台灣更應該積極中醫藥推向國際化發展。 

  世界衛生大會（WHA）是世界衛生組織（WHO）191 個會員國一年一度

之聚會，我國自退出聯合國後，就一直未能參與，以致與國際醫藥界脫鈎，

因此國內醫學界及民間團體，包括台灣醫界聯盟（MPAT）及旅美熱心台灣公

共事務之人士，近年來積極推動努力，這些成員絕大部分為西醫界之人士，

國內中醫藥界過去對國際性交流較少涉及，而未能參與。但 WHO 近年來積

極推動各國傳統醫學之發展與中醫藥之方向不謀而合。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 5 月 16 日首次公布了《2002 年至 2005 年世界

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及替代醫藥全球策略》【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02-2005】。主要內容包括：各國傳統醫藥回顧、傳統醫藥/替代

醫藥將面臨的挑戰、WHO 所起作用、傳統醫藥/替代醫藥的國際及國內組織、

2002～2005 年策略及行動計畫、傳統醫藥/替代醫藥在各國的法律地位等。該

戰略的公布有助於各國開展對傳統醫藥及替代醫藥的規範化管理，使其更加

安全可靠，能被更多的民眾獲得且其資源可持續利用。 

  台灣中醫藥界除國際東洋醫學會外，過去較少參與國際性之組織，在學

學生與國際中醫藥團體之往來更少，有鑑於此，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也將培養中醫藥國際人才列為本年度重點，委託中國醫藥大學積極培養具外

語能力及國際觀之年輕中醫藥界尖兵，擴展其國際視野及語言能力，安排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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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中醫藥學習交流環境，並安排英文進行之中醫藥研習會，達到培養中醫

藥國際人才之目的。 

  另也為了促進中醫藥國際學術交流並積極參與國際傳統醫學相關學會及

組織，有必要對目前大陸中醫藥國際交流之經驗及作法進行考察及資料收

集，因此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特別將大陸中醫藥國際化之現況與政策

研究，列為本年度研究計畫徵求重點，藉由本計畫赴大陸收集大陸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之政策及具體作法，觀摩大陸幾個重點中醫藥大

學國際交流之現況，包括各中醫藥大學國際中醫藥培訓中心之現況、國際學

生人數、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各單位舉辦或參加國際傳統醫學學會及研討

會之情形，並赴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考察香港中醫藥國際化之推動

情形，收集相關資料。 

  另外也收集世界衛生組織及其所屬傳統醫學合作中心之現況，收集國外

傳統醫學相關機構與團體之資料，以了解目前國外傳統醫學之現狀及大陸推

動中醫藥國際化之具體作法，對日後加入世界衛生大會（WHA）及世界衛生

組織（WHO）作準備。進行考察了解，作為日後國內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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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陸中醫藥科技管理考察研究團員名單 

編號 姓 名 職      務 

1 張永勳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 何玉鈴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3 張淑貞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副教授 

4 林哲輝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第三組組長 

5 黃坤森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技士 

6 周良穎 勝昌製藥技術部研發處經理 
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藥經營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

7 李文輝 嘉義市藥用植物學會理事 

8 江倍漢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圖一  大陸中醫藥科技管理考察團團員合影（左起依序為何玉鈴、周良

穎、黃坤森、張永勳、林哲輝、張淑貞、李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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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陸中醫藥科技管理考察研究行程 

日 期 星期 起迄地點 工 作 內 容 住宿及電話 

7月 29 日 五 
台北香港 
香港→瀋陽 

台北出發搭機經香港、北京至瀋陽 
TPE/HKG  CI 607    10：40/ 12：25
HKG/PEK  CZ 3017  13：50/ 16：50
PEK/SHE  CA 1625   19：15/ 20：30

時代廣場酒店 
0086-24-22532828

7月 30 日 六 
瀋陽 
（柳河縣） 

上午7:00赴柳河縣參觀人蔘、五味

子、細辛栽培基地及人蔘加工廠 
同上 

7月 31 日 日 瀋陽→北京 
上午9:00參觀瀋陽藥科大學 
下午搭機赴北京 
CZ 6115  19：50/ 21：00 

廣州大廈酒店 
0086-10-66078866

8 月 1 日 一 北京 

上午9:30參觀北京中醫藥大學 
上午10:30參觀中國中醫研究院暨中

醫藥資訊研究所 
下午14:00拜會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同上 

8 月 2 日 二 北京→安國 
搭車赴安國 
下午14:00參觀祁農（安國）中藥飲片

工廠 

药都大酒店 
0086-0312-3599999

8 月 3 日 三 安國 
上午參觀安國藥材集散市場 
下午參觀中藥栽培藥園，收集中藥栽

培資訊 
同上 

8 月 4 日 四 
安國→北京

→上海 
下午購置中醫藥圖書 
搭機赴上海 CA 1589  20：30/ 22：20

靜安賓館 
0086-21-62481888

8 月 5 日 五 上海 
上午9:00參觀上海中藥標準化研究中

心及上海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同上 

8 月 6 日 六 上海→昆明 
搭飛機赴昆明 
MU 5802  11：40/ 14：35 

新紀元大酒店 
0086-871-3624999

8 月 7 日 日 昆明 參觀九鄉溶洞，購置中醫藥圖書 同上 

8 月 8 日 一 昆明 
上午9:00參觀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 
下午14:00參觀雲南白藥廠 

同上 

8 月 9 日 二 昆明→香港 
搭飛機赴香港 
CZ 341  10：35/ 12：30 

城市花園酒店 
00852-28872888 

8月 10 日 三 香港 
上午9:00參觀香港浸會大學 
下午14:00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同上 

8 月 11 日 四 香港→台北 

上午赴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加國際現

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搭機返台 
CI 804  19：2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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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陸中醫藥科技管理考察研究參訪單位名單 

參 訪 單 位 聯 絡 人 聯 絡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瀋陽藥科大學 
國際交流處-程卯生

處長（校長助理） 

校長吳春福 
畢開順副校長 
李募春處長 

瀋陽市110015沈
河區文化路103
號 

Tel：002-86-24-23843711轉3626 
002-86-24-2392-8487（畢） 

Fax：002-86-24-83890024 
手機：1390-982-0903（畢） 

1350-405-5455（孫）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台港澳交流合作中心 

陳 浩處長 
王承德主任 
廖 寧處長 
王志剛先生 

北京100026朝陽

區白家庄東里1
號院 

Tel：002-86-10-65923571 (O) 
002-86-10-6467-3672 (H) 

手機：002-86-1360-1325-326（陳） 
Tel：002-86-10-64176016（廖） 
Fax：002-86-10-64176014（廖） 
Tel：002-86-10-64160440（王） 
手機：002-86-133-6618-0800（廖） 
手機：002-86-139-0124-8577（王承德）

中國中醫研究院 
中藥研究所 
  
信息所 
外事處 

曹洪欣院長 
黃璐琦所長 
胡世林教授 
朱東生所長 
王 謙主任 

北京東城區東直

門內北新倉18號

 
北京東城區東直

門內南小街16號

Tel & Fax：002-86-10-6401-3996（黃） 
Tel：002-86-10-6401-4411 Ext. 2954（黃）

2495 
Tel：002-86-10-6401-4411 Ext. 3213（朱）

Fax：002-86-10-6401-3995 
手機：002-86-139-1008-7262（朱） 
Tel：002-86-10-6401-2317 (O) 

002-86-10-6406-0468 (H)（胡） 
手機：002-86-135-2069-0625（胡） 
Tel：002-86-10-6403-2658 

002-86-10-6401-4411 Ext. 2436（王）

北京中醫藥大學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鄭守曾校長 
傅延齡主任 

北京市朝陽區北

三環東路11號 
Tel：002-86-10-6428-6458 
Fax：002-86-10-6422-0867 

上海中醫藥大學 
中藥標準化研究中心 
國際教育學院 

陳凱先校長 
王錚濤主任

(兼中藥研究

所所長) 
金 霞小姐 

上海浦東新區張

江高科技園區蔡

倫路1200號 

Tel：002-86-1370-516-9012（王） 
Tel：002-86-21-51322507 (O) 

002-86-21-68943616 (H) 
Fax：002-86-21-51322519 
Tel：002-86- 21-51322100（金） 
Tel：002-86- 21-51322222 
Fax：002-86- 21-51322000（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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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中國科學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 
雲南白藥先進中草

藥芯片有限公 

郝小江所長 
(胡國文先生) 
楊崇仁教授 
謝文章總經理 

雲南650204昆明

黑龍潭 
Tel：002-86-871-5223036；5216332（郝）

Tel：5223424（楊O）5720336（楊H） 
1370-8724-851（楊） 

Fax：002-86-871-5150124（楊） 
Tel：86-871-4186-899 4186-166  
Fax：86-871-4186-188  
Cell：13888-484-706 （謝） 

香港浸會大學 
秘書處執行主任 
中藥課程署理主任 

趙中振教授 
明麗文女士

(Selina) 
姜志宏博士 

香港九龍塘 Tel：002-852-3411-2424 
手機：002-852-9851-9940 
Fax：002-852-3411-2461 
E-mail：zzzhao@hkbu.edu.hk 
Tel：(852)3411 2904 (O) 
Cell：(852)9375 1728 (Selina)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系 

車鎮濤教授 
Winnie Wang
小姐 
梁頌明教授 

香港新界沙田 Tel：002-852-2609-8130  
Fax：002-852-2603-7203 
Tel：852-2609-6313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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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單位紀實 

  7 月 29 日(五)，早上 6：00 搭車前往中正機場，搭乘華航 CI 607 台北→

香港 10：40 的飛機，12：25 抵達香港，在香港轉搭 CZ 3017 香港→北京 13：
50 的飛機，16：50 抵達北京，再轉乘 CA 1625 北京→瀋陽 19：15 的飛機，

21：30 分抵達瀋陽，用完晚餐後前往瀋陽時代廣場酒店下榻。 

一、東北－吉林省柳河縣人蔘栽培基地、瀋陽藥科大學 

  7 月 30 日(六)，早上在飯店用早餐後，與瀋陽藥科大學畢開順副

校長、程卯生教授及校內人員一行人，前往柳河縣參觀人蔘藥材栽培

基地，見二年生、四年生、六年生的人蔘種植在山坡地上，另有細辛

和紫蘇的栽培。後約下午 3 點，前往一位於湖畔的餐館享用烤羊排午

餐。與中國藥材集團總經理朱文泰、楊榮光執行長、陳怡君經理、吳

瀛洲先生、陳慶裕先生合影後，即返回瀋陽。 

（一）吉林省柳河縣人蔘栽培基地 

1.人蔘基地建設 

  大陸吉林省根據人蔘的種植歷史和資源情況，把人蔘種

植主產區確定為吉林省東部山區的長白、撫松、靖宇、江源、

集安、通化、輝南、安圖、敦化、汪清、琿春、蛟河、樺甸

13 個縣(市)。為了使人蔘生產與市場接軌，按照人蔘商品需要

劃分為普通蔘和邊條蔘二大產區。集安、通化的部分地區為

邊條蔘區，栽培「二馬牙」品種(農家品種)；其它縣(市)為普

通蔘產區，栽培「大馬牙」品種。吉林省人蔘栽培技術居國

際領先地位。全省人蔘單產 2.5 公斤/平方米。為了提高人蔘

的產量和品質，吉林省先後制定了《優質高產人蔘栽培技術

規程》(DB22/T 904-1998)和《優質高產人蔘種植標準

(GB/T18355-2001)，並在全省推廣實施。為了使吉林人蔘與國

際接軌，在長白、撫松等地建立了普通蔘規範化種植(GAP)
示範基地和生產基地；在集安、通化等地建立邊條蔘規範化

(GAP)種植示範基地和生產基地。通過人蔘規範化種植，可生

產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低農殘人蔘產品。計畫到 2005 年，全

省規範化種植的人蔘生產面積達到 70%以上，到 2010 年達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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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吉林省柳河縣人蔘栽培基地（左：前往人蔘栽培基地的半路與畢開順

副校長（中間）合影；右：與人蔘、細辛合影） 

 
  7 月 30 日(日)，一早前往瀋陽藥科大學參訪，後參觀其藥

園，約早上 11：00 下起雨，隨即攜行李前往本溪水洞參訪，

由路金才教授、郭海燕教授陪同參訪，晚上由路金才教授做

東，後前往機場搭 CZ6115 瀋陽 北京 19：50 飛機，21：00
抵北京，晚上住北京廣洲大廈酒店。 

（二）瀋陽藥科大學 

1.瀋陽藥科大學學校概況 

  瀋陽藥科大學是一所具有優良傳統的學校，1931 年誕生

於江西瑞金，是中國大陸歷史最悠久的綜合性藥科大學。學

校佔地面積 25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32 萬平方米，教職工 1,143
名。 

  學校目前已發展成為多學科、多層次、多形式教育的高

等藥學學府。設有藥學院、製藥工程學院、中藥學院、工商

管理學院、基礎學院、高等職業技術學院、成人教育學院以

及測試中心、計算機中心、現代教育中心、藥用植物園等。 

  學校是中國大陸政府批准有權授予博士學位、碩士學位

和招收港、澳、台地區學員及外國留學生、國內高中保送生

的院校。有藥學博士後流動站 1 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

點 2 個, 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17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20
個，本科專業 12 個，高職專業 8 個，成人本專科專業 14 個。

本科教育中有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教學人才培養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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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 

  藥劑學科是大陸國家級重點學科，藥物化學、藥物分析學

科為省級重點學科。在校研究生 1437 名（博士 352、碩士

1085）、本科生 4680 名、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學生 1239 名、成

人教育本專科生 9000 餘名。 

  學校薈萃了眾多的專家學者。有教授 56 名，副教授 205
名，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 1 名，大陸國家新世紀首批百千萬

人才工程百層次人才 1 名，大陸國家級頂尖人才 1 名，省級

以上各種人才培養工程遴選命名 52 人次。建校七十五年來已

為大陸培養了近 3 萬名高級藥學、製藥人才，他們遍佈祖國

各地，其中有很多已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專家、教授、企業家

和優秀領導者。 

  學校學術氣息濃厚，科研工作深入紮實。在藥物新劑型

設計與評價、創新藥物的合成與篩選、中藥與天然藥物藥效

物質基礎和品質標準、藥物代謝和藥物動力學、藥理與毒理

學、藥物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均居國內領先水準。學校是大

陸國家中成藥工程技術中心、瀋陽新藥安全性評價研究中心

的重要組成單位，有 4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批准的中藥

三級實驗室，6 個省市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或重點實驗室。近

4 年來，承擔各級各類科研項目 197 項，獲各級各類科技成果

獎 42 項，申請發明專利 129 項，獲得專利證書 20 項，獲得

新藥證書 50 個，發表學術論文 2,433 篇，其中 SCI 收錄論文

369 篇，出版專著、譯著 50 餘部，僅 2004 年發表論文 880 餘

篇，SCI 收錄論文 131 篇，居國內藥學類院校的首位。學校主

辦的《瀋陽藥科大學學報》和《中國藥物化學雜誌》現已成

為藥學類核心期刊。 

  學校儀器設備先進，圖書館藏豐富。擁有可供教學科研

使用的 NMR, GC/MS/MS, LC/MS/MS 等現代化儀器設備；學

校圖書館建築面積 11000 平方米，現有藏書 50 萬餘冊（件），

國內外重要期刊 2300 餘種。目前已建立了電子圖書館，通過

Internet，使師生很快瞭解國內外最新科技信息。 

  學校積極開展中國大陸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先後與

一些知名大學簽訂了合作辦學協議，實現資源共享；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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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英國、俄羅斯等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建立了校際交流與科研協作關係。 

  學校堅持「團結、勤奮、求實、創新」的校訓精神，立

足遼寧、面向全大陸，建設藥學教育領域國內一流、國際知

名的教學研究型大學。 

  
圖三  瀋陽藥科大學 

（左：與畢開順副校長等合影；右：瀋陽藥科大學藥園） 

 

二、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安國藥材市場 

  8 月 1 日(一)，上午 9：30 到北京中醫藥大學參觀，由傅延齡教授、

孫傳新教授、蘇華主任接待。11：00 再驅車前往中國中醫研究院參訪，

由鄒建華教授、王謙教授、邊寶林教授接待。下午 14：30 到大陸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由沈志祥司長、王承德主任、朱海東副秘書長接待，

於 15：30 轉往北京西單圖書城購書。 

（一）北京中醫藥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創建於 1956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成

立的高等中醫院校之一，是唯一一所進入「211 工程」建設的

高等中醫藥院校。2000 年 7 月 31 日，原北京中醫藥大學與原

北京針灸骨傷學院合併，組成新的北京中醫藥大學，並成為直

屬大陸國家教育部管理的重點大學。 

  新的北京中醫藥大學分東、西兩校區，東校區為原北京針

灸骨傷學院校區，西校區為原北京中醫藥大學校區，校本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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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校區。全校佔地面積共計 25.3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27.7
萬平方米。主要任務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高層次創新

型中醫藥人才和管理人才。建校以來，已為大陸培養了 12,753
名中醫藥專門人才，為世界 87 個國家和地區培養各類中醫藥人

才 2,049 名。在辦學層次、學科門類、科學研究、醫療水準、

辦學效益、對外合作等方面均居於全國中醫藥院校的前列，是

大陸培養高層次中醫藥人才、解決中醫藥重大科技問題、防治

重大疾病和現代難治疾病的重要基地，為中醫藥事業的振興及

其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集教

學、科研、醫療、產業四位一體的中醫藥高等學府。  

  北京中醫藥大學具有雄厚的師資力量，現有教職工 2,523
人（校本部 1,244 人），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者 654 人；校本

部專任教師 418 人，其中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者 229 人，占

55%；有博士生導師 42 名，形成了一支以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

和國內有影響的中青年教授為主的師資隊伍。 

  學校現有各類在校生 9,100 名，其中本專科生 2,879 名，碩

士研究生 313 名，博士研究生 234 名，博士後研究人員 13 名來

自 41 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 487 名，台港澳學生 305 名，成人

夜大、函授學員 2,495 名，遠程教育學生 3,000 名。 

  學校現設有基礎醫學院、中藥學院、國際學院、臨床醫學

院、針灸學院、管理學院、網絡教育學院、中醫護理系、骨傷

科研所、研究生部、繼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部、體育部、外

語部等教學機構；設有教育技術中心、圖書館、信息中心、中

藥博物館、醫史博物館及中醫藥科技發展中心等公共服務體系

和教輔機構。學校致力於構建面向新世紀的以高層次教育為主

體的人才培養體系，目前設有中醫學、中藥學、製藥工程學、

針灸推拿學、公共事業管理（衛生事業）、工商管理（中藥企業）

和護理（中醫護理）學 7 個專業。其中中醫學七年制含中醫臨

床方向、臨床科研方向、中西醫結合方向、針推對外交流方向、

醫院管理等 9 個培養方向班，分別與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對

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中日友好醫院等單位聯合培

養。 

  學校現有 6 個中國大陸國家級重點學科，6 個部局級重點

學科，9 個部局級重點實驗室，是全大陸中醫藥院校中首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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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的單位之一，設有中醫學、中藥學、中西

醫結合 3 個博士後科研工作流動站。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

結合 3 個一級學科具有博士學位授權，囊括 15 個二級學科博士

學位學科授予點；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 3 個一級學科

和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學科具有碩士學位授權，總計碩士

學位學科授予點 16 個。 

  學校擁有較強的基礎理論與臨床醫學科研力量，科研工作

以承擔大陸國家級、部局級課題為主，曾多次獲大陸「攀登計

畫」及自然科學基金重點課題資助。北京中醫藥研究院以及 5
個獨立或附設研究所，承擔著大陸國家級和部局級以上重要科

研項目，每年都獲多項成果獎，是中醫藥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創辦於 1958 年的附屬東直門醫院是學校臨床教學及醫

療、科研基地。經過半個世紀艱苦創業，已發展成為一個醫教

研力量雄厚、科室齊全、設備完善、綜合服務能力強並具有中

醫專科專病特色的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附屬東方醫院於 1999
年 12 月 12 日開診。在近三年內將建設成環境優美、佈局合理、

設備先進、人才優化、醫療水準一流、中醫特色突出、管理科

學、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大陸國家級現代化的綜合性中醫醫院。 

  近幾年來，學校先後與 16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 40 個合作

關係，與 9 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及學術團體合作開辦了教學分

院、醫院、門診部、函授教育或聯合辦學。  

  建於 1958 年的藥廠擁有雄厚的技術力量、齊全的生產設備

和先進的工藝技術，現已通過 GMP 認證。其拳頭產品「清開

靈注射液」自 1992 年以來連續三次被審定為全國中醫醫院急診

首選必備藥品。 

  為了實現學校在新世紀的騰飛，突出學校的辦學特色和辦

學優勢，在大陸全國中醫藥院校中起到示範和輻射作用，在全

國高等教育領域發揮特色、體現對外窗口效應，並進一步擴大

中國教育體系的國際影響，目前學校正就結構佈局戰略性調整

以及教學、科研、醫療和內部管理體制改革諸方面，開展全方

位的卓有成效的嘗試與實踐。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北京中醫藥大學正加快發展步伐，

主動適應大陸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培養具有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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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水準的高層次複合型創新性中醫藥人才，為把學校建設成具

有國際影響的國內一流的特色性研究型開放式大學而奮鬥。 

 

 

 

 

 

 

 

 

 

 

 

圖四  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排中間為傅延齡教授） 

 

（二）中國中醫研究院 

1.教育工作概况 

  中國中醫研究院教育機構主要有研究生部、國際針灸培

訓中心和中國中醫研究院培訓中心等。中國中醫研究院是中

國大陸衛生部最早批准的中醫藥繼續教育基地之一；大陸國

務院學位委員會最早批准的中醫藥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培養

單位；1992 年經大陸國家教委批准，獲得招收外籍留學生資

格。1995 年經勞動部人事部批准，在中國中醫研究院設立博

士後流動站；2000 年又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爲授予臨床

醫學專業學位的試點單位。現有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

合 3 個一級學科所涵蓋的所有二級學科的博士和碩士學位授

予權。面向國內外招收研究生，現有博士生導師 141 名、碩

士生導師 22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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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交流與合作 

  中國中醫研究院作爲大陸傳統醫藥對外合作與交流的窗

口，與世界上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醫藥界、高等院校、企

業及民間團體有著廣泛友好的聯繫與交流，在國際傳統醫學

界有很大的影響, 建立了各種形式的合作關係。每年派到國外

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的學者 200 多名，接待國外、境外

來訪者 3,000 多人次。自 1980 年以來先後舉辦國際針灸班及

各種中醫藥培訓班，爲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培養了上萬名針

灸、骨傷等中醫藥專業技術人才，擴大了中醫藥的國際影響。

越來越多的外國醫藥工作者，專家、學者及各國領導人和政

府官員到此參觀訪問，並進行各種類型的中醫藥交流活動，

許多國外患者慕名前來進行中醫治療。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專

家還爲許多國家高級領導人進行醫療保健服務，受到各國政

府的高度評價。中國中醫研究院重視並致力於同海外同行的

交流與合作，特別是與海外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及企業在科

學研究方面的合作。中國中醫研究院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合作建立了中醫臨床與信息、中藥及針灸等三個傳統醫學合

作中心，與 UNDP 等國際組織建立了多邊的聯繫與合作關係。 

3.科研工作概况 

  科學研究是中國中醫研究院的中心任務，科技人員運用

傳統方法和現代科技手段，在中醫藥各學科領域—中醫基礎

理論、中藥、中醫臨床各科疾病、針灸針麻、經絡、醫史文

獻、信息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顯著成就。

尤其在疾病防治及中藥新藥開發研究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優勢

和實力。 

4.科研支撑條件 

  重點實驗室 

• 科技部規範化中藥藥理實驗室  
承建單位：中國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 
 主 任：劉建勛  

• 國家新藥（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GCP)  
 承建單位：中國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 
 主 任：王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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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中藥安全評價研究實驗室 (GLP)  
 承擔單位：中國中醫研究院 
 主 任：周鍾鳴  

5.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建設項目 

• 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 （P3 實驗室）  
 承建單位：中國中醫研究院基礎理論研究所 
 主 任：王滿霞  

• 中國中醫藥文獻檢索中心  
 承建單位：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藥信息研究所 
 主 任：陳珞珈  

• 經絡研究中心  
 承建單位：中國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 
 主任：朱兵  

• 中藥藥理學研究室  
 承建單位：中藥研究所 
 主任：薑廷良  

6.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科研三級實驗室 

  擁有 14 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科研三級實驗室，分

別是生藥分子鑒定實驗室、中藥藥理實驗室、中藥藥理（骨

傷）實驗室、中藥藥理實驗室（西苑醫院）、中藥化學實驗室

（中藥所）、中藥化學實驗室（西苑醫院）、中藥製劑實驗室、

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心血管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腫瘤細胞生

物學實驗室、血液細胞實驗室、糖尿病血管功能檢測實驗室、

針灸生理實驗室、生物力學實驗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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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中國中醫研究院 

（第一排左一為王謙主任，左三為鄒建華教授） 

 

（三）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目前，中國大陸已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台港澳地區的民

間或官方建立了傳統醫藥領域的合作關係，並與 40 多個國家

和地區開展了政府間的中醫藥交流與合作。中國大陸的中醫藥

已出口到 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

別是近些年來，人類疾病譜的變化與“回歸自然”潮流的興起，

中醫藥的發展與成就日益引起世人的注目，其國際間的交流與

合作也開始出現由民間交流向政府間合作發展的趨勢。目前，

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已合辦了各類型的中醫機構，如中醫診

所、學校、中藥貿易公司和研究中心等，並聘任國內的中醫藥

人員出國工作。許多國家和地區還紛紛成立了中醫藥學術團

體，不斷開展中醫藥的學術研究和交流活動。中醫藥已被越來

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認識和接受。同時，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也

希望更多、更深入地瞭解中醫藥，從而促進了中醫藥對外教育

的發展。到目前爲止，來大陸學習中醫藥的國外留學生一直占

據自然科學留學生人數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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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加强了與有關國際組織特別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聯

繫與合作，並取得積極成果。例如，我們與 WHO 合作先後在

中國建立了 7 個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並於 1985 年 10 月在廣州

召開了“傳統醫學在初級衛生保健中的作用”區域性研討會，向

國際上介紹和推廣中醫藥學及其爲人民健康服務的經驗；從

1989 年起，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與 WHO 駐華代表處建立例

會制度，就世界範圍內中醫醫療、中醫藥教育、科研等方面情

况定期進行交流和研討；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與 WHO 於

1991 年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國際傳統醫藥大會，40 多個國家的

學者及 20 多個國家的官員出席了會議，一致通過了以“人類健

康需要傳統醫藥”爲主題的《北京宣言》；近年來，在 WHO 的

支持下舉行了中醫療法、草藥不良反應監測等各種講習班 10
餘個。另外，1996 年全球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主任會議在北京舉

行，深入討論了傳統醫藥的發展協調工作。 

  爲了進一步促進中國大陸中醫藥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大

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 1997 年 11 月召開了全國中醫藥對外交

流合作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經驗，提出了今後的工作重點和努力

方向。並根據大陸中醫藥的現狀和國際傳統醫藥發展趨勢，制

定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規劃》對今後十年

中醫藥行業的對外交流與合作規定了具體的發展目標。今後十

年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目標是： 

  初步建立起中醫藥對外聯繫網絡，基本形成多形式、多渠

道、多層次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格局；中醫藥的標準化建設和涉

外法規較爲完善；中醫藥在世界上的應用範圍和使用率大幅度

提高；到 2008 年，世界各國對中醫藥的瞭解和認同程度大爲

增加；中醫藥在部分國家被納入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險

體系。 

  實現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宏偉目標，促進中醫藥進一

步走向世界，必須堅持“立足國內，以內促外；依靠科教，醫

藥並舉；因地制宜，雙向接軌”的戰略方針。 

  要進一步發展中醫藥事業，大力吸收世界醫學科學的先進

技術和經驗。建設好現有中醫藥機構，充分發揮中醫藥在衛生

事業中的作用，提高中醫藥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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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强中醫藥的可信度和輻射力，促進中醫藥在世界各國的

應用與發展。 

  要依靠科技進步不斷提高中醫藥學術水準和中醫藥的療

效。通過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這一重要途徑，加速中醫藥的科

技進步，進一步深化中醫藥教育改革，完善中醫藥教育體系，

提高教學品質，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各類中醫藥人才。 

  同時，根據各國各地區不同的文化背景、經濟發展水準等

實際情况，中醫藥要主動適應各國國情和與當地各種類型的醫

學相結合。 

  針對《十年規劃》所提出的目標與方針，我們還制定了具

體的實施辦法。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中醫藥在世界醫藥領域的地位發生了很

大變化，中醫藥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廣泛，爲中醫藥更廣泛地

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世界衛生組織爲實現“2000 年人

人享有衛生保健”全球目標，積極向世界各國推薦使用傳統醫

藥和中醫藥，並正式建議各國對 43 種疾病採用針灸療法。實

踐證明，中醫藥這一凝聚了中華民族智慧的傳統文化瑰寶，正

在爲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其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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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合影 
（左四為王承德主任，左五為沈志祥司長） 

  8 月 2 日（二），早上在北京廣洲大廈酒店用早餐，約 8：
30 驅車前往安國藥都大酒店下榻，用完中餐後，轉往祁農（安

國）中藥材有限公司，由劉正榮總經理和何世能先生簡報。用

完晚餐後，約下午 8：30 許回到飯店（藥都大酒店）。 

（四）安國 

  安國位於環京津和環渤海經濟圈中，北距北京 250 公里，

南距石家莊 113 公里，是全中國最大的中藥材市場。由於安國

中藥材市場發展歷史很長，在交易功能之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

中藥材種植，加工和經銷的產業鏈條，是一個綜合性的中藥材

中心。 

1.中藥材交易－東方藥城（安國中藥材市場） 

  安國的中藥材交易主要通過“東方藥城”進行。東方藥

城是中國大陸國家認定的 17 家中藥材專業市場之一，為安國

市政府擁有和經營，市場面積 60 萬平方米，分上下兩層，上

市品種 2,000 多種，年成交額超過 50 億元，年藥材吞吐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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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日交易客商超過 1 萬人。主要銷售地區遍布全國以及

日本，韓國，台灣和東南亞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 

2.在東方藥城經營的商戶有幾類： 

本地藥材經銷的個體戶： 

  規模較小的家庭式商戶，自種藥材，自己銷售。一般租

用 1-2 平方米的小攤位，位置較好的（大廳中央）年費用為

3,000-6,000 元人民幣/平方米，較差的位置（門口或者角落）

只有 300-500 元年費用。 

外來經銷商： 

  規模較小，主要從藥材原產地，如內蒙，寧夏等地，低

價採購小批量的本地優質藥材，通過東方藥城銷售至全國。

一般都有相對固定的採購管道和銷售管道。 

大商戶的銷售點： 

  是一些經銷規模較大的企業的銷售點，承擔藥材品種展

示的功能，客戶看樣後，小批量就地成交，大批量則通過設

於廳外的獨立店舖發貨和交易。 

精品交易廳： 

  針對政府重點扶植的本地企業，專門闢出相對獨立的展

示和交易廳。目前有為河北祁新中藥顆粒飲片有限公司（香

港新世界合資）設立的交易廳。 

  除在東方藥城設點交易外，部份大型經銷商和當地的中

小規模中藥生產和加工企業亦會在安國市內以獨立店舖形式

進行銷售。這些店舖一般都採取前店後廠的經營模式，廠房

和店舖用地由政府按工業工地出讓使用權。 

  安國交易市場的貨運以公路為主，鐵路為輔；出口則主

要採用海運和空運。 

3.中藥材種植基地 

  目前，安國的中藥材種植面積在 10 萬－15 萬畝左右，種

植品種達到 310 多個，其中大宗和優質地道品種約 40 個，平

均年藥材產量 2,500 萬公斤。 

  主要種植經營方式： 

本地農戶自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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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作坊，集中在低檔品種，品質較低，價值不高，主

要通過本地市場零售。目前安國 40 萬人口中 1/3 從事於中藥

材相關的業務。當地人均收入已達 3,500 元人民幣/年。 

中藥材種植試驗場： 

  同日本順天堂及河北省外貿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聯營

的北村中藥有限公司投資所建立，是中國三大藥材種植實驗

基地之一。種植面積 250 畝，品種 270 個。 

中藥材高新技術示範區： 

  安國市政府投資，佔地 2,600 畝，主要運用生物技術培育

無公害品種。 

和國內大型制藥公司合作開發的中藥材種植基地： 

  目前後 3 種的標準化種植面積達到 1.5 萬畝，品質較高。

這些本地產藥材的銷路有：通過交易市場銷售、各地製藥企

業定點定時上門收購、本地製藥企業作為原料採購。 

 

圖七  安國藥材市場交易大廳 

（左：藥材交易大廳一樓；右：藥材交易大廳二樓） 

  8 月 3 日（三），早上在安國藥都大酒店用早餐，後前往

安國藥材交易中心參觀，由湛景山所長陪同，再前往安國美威

中藥材有限公司，由王彥軍總經理接待，讓我們參觀了厚朴切

片車間，也照了些相片，最後合影留念。中午 12：00 驅車前往

飯店用餐，下午 2：30 再前往安國藥材種植試驗場及藥材交易

中心附近的一般店面，參觀新疆藥材（劉娜總經理）與藥店，

雲南紅藥、蟾蜍皮、蟲草、西紅花等，後前往藥王廟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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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安國藥材市場 

（左：與湛景山所長合影；右：安國美威中藥材有限公司座談） 

  

圖九  安國藥材種植試驗場及藥王廟 
（左：安國藥材種植試驗場合影；右：藥王廟合影） 

  8 月 4 日（四），早上 7：00 前往傳統市場參觀，用餐後，

10：00 出發往北京，13：00 抵達北京，13：30 用餐後出發至

西單圖書城購買中醫藥相關圖書，6：30 出發至機場，搭 8：40
的飛機，誤點至 22：20 才起飛，到上海已經 24：10，至靜安

賓館下榻。 

  8 月 5 日（五），早上由徐紅老師帶領，8 點半出發，9 點

半到上海中醫藥大學，由張建中書記、謝建群副校長、周吉燕

副所長、張懷琼處長、王崢濤教授、顧攸美主任、金霞主任、

吳鴻洲教授接待，參觀中藥所、中醫博物館。午餐後到第二軍

醫大學參觀藥園，由鄭漢臣教授解說、秦路平教授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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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第二軍醫大學 

（一）上海中醫藥大學 

  上海中醫藥大學原名上海中醫學院，1956 年 9 月創辦，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批建立的 4 所中醫學院之一。1993 年

12 月經大陸國家教委批准更名。1994 年 8 月，著名醫學家、第

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階平任名譽校長。上海市中醫

藥研究院於 1985 年 11 月成立。與學校合署，集教學、醫療、

科研於一體，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和優勢。在建校 30 週年和

40 週年之院，大陸江澤民主席兩次題詞祝賀。 

  上海中醫藥大學建校 40 多年來，繼承和發揚中醫中藥，基

本形成了本科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成人繼續教育、港

澳台生教育和外國留學生教育等培養高級中醫藥人才的教育體

系，成為大陸高等中醫教育和教學、中醫醫療、中醫科研的一

個重要基地。目前，全校系統有 6 千多名師生員工，其中有 6
百多名高級專業技術人員，1 名中國工程院院士。設置 5 個兩

級學院，5 個系部，3 所附屬醫院（共有 1,800 張病床，每年就

診 250 萬人次），11 個研究所，8 個研究中心，1 家出版社。圖

書館收藏中醫藥書籍 1 萬多種。有我國創建最早的醫史博物

館。中醫基礎醫學被大陸國家教委評為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

和教學人才培養基地，中醫外科學、中醫基礎理論分別是國家

教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中醫內科學、中藥學、針

灸學是上海市重點學科，中藥生物工程研究室、肝病研究中心

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有中醫內科學、中西醫結合

基礎、中藥學等 10 個博士學位授予點和 17 個碩士學位授予點，

1 個中醫專業博士後流動站。有中醫腫瘤、中醫急診、中醫推

拿、中醫膽石病等 25 個全國、市中醫專病專科協作中心，中醫

肝科、中醫外科學 9 個市醫學領先學科。已培養中醫藥本專科

和理工科學習中醫、西醫學習中醫第二學士學位畢業生等 7 千

多名，博士、碩士畢業生 5 百多名，2 名博士後工作人員出站。

80 年代以來獲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 3 百多項，其中《藥用植

物洋地黃細胞培養及其強心甙的生物轉化研究》、《高等中醫院

校教學參考叢書中醫內科學》分獲大陸國家科技進步二、三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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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醫藥大學是世界衛生組織設在大陸的傳統醫學合作

中心和國際針灸培訓中心，已為 50 多個國家培養了 3 千多名大

陸的中醫師。與日本、韓國、美國等 10 多個國家 30 多個大學、

科研、醫療機構建立合作關係。50 多名外國學者受聘擔任名譽

教授和客座教授。每年約 150 人次專家出國講學或參加國際學

術會議。該校成為大陸中醫藥學術對外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 

（二）上海中醫藥博物館 

  在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上海中醫藥大學新校區，聳立

著一座具有豐富文化內涵和獨特建築風格的博物館，這就是上

海中醫藥博物館新館。她不僅濃縮了中華醫史的恢宏場景，展

現了幾千年博大精深的中醫藥文化，而且吸引著眾多國內外觀

眾，成為上海浦東一個重要的參觀景點。 

  上海中醫藥博物館是目前大陸國內規模最大的中醫藥博物

館，它是由上海中醫藥大學/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上海中醫

藥大學中藥標本館和校史陳列館三部分組成。創建於 1938 年的

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是中國第一家中醫史專業博物館，由著

名中國醫史學家王吉民任館長。1951 年中華醫學會遷京，醫史

博物館劃屬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1959 年劃歸上海中醫學院。

2004 年該館隨上海中醫藥大學遷往浦東新校區內。中藥標本館

建於 1958 年，收藏各類中草藥標本數千件；校史陳列館建於

2004 年，收藏與上海中醫藥大學有關的史料實物 700 餘件。該

館建築面積 6,413 平方米，陳展面積約 4,000 平方米，設有 9
個展區和科普活動室、圖書資料室、多功能講演廳、文物庫房、

多媒體演示教學設施等。一些前來參觀的遊客有的在電子觸摸

屏前查閱資料，有的在觀看中醫藥文物，有的在欣賞建築造型。 

  走進大廳觀眾可以看到，沿中軸線鋪就的一條鑄銅板的浮

雕廊道，以藝術的語言抽象而含蓄地述說了中國醫學由起源到

發展的漫長歲月和奔向未來的光明前景；大廳中心的藝術造

型，在地方天圓間用動靜不同的手法，分別創造出旋轉的陰陽

和井然有序的五行（木火土金水），表現了中醫理論的哲學基

礎。正面的通壁浮雕，以醫籍善本中的字段為鋪墊，用刻陰開

陽的手法，先塑雕出遒勁有力的三個大字「精氣神」，再用陽雕

金字反排，含蓄地表述了三者間的內在聯繫和辨證關係。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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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的六塊大型石板浮雕則銘刻了中醫史上發生的重要歷史事

件和著名人物，寓示著中國醫學歷史的淵源和理論發展的足

跡。序廳裡擎起天花板的圓柱用淡黃色乳釘與八卦紋裝飾，更

增添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氛圍。廳中的燈光照明則與每組藝術部

件和諧佈置，互相配合，形成高低光、背景光、輔助光和鐳射

光，使觀眾一進入序廳，就體驗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源遠流長。 

  二樓有專題館和中醫科教館，參觀者在深入瞭解中藥方

劑、針灸推拿、養生康復和中醫文化專題內容的同時，還能親

身感知 16 種主要中醫脈象和親手點擊或觸摸人體模型的經絡

腧穴，明瞭其體位與功效；若有興致，觀眾也可以親自操縱儀

器檢測人體脈象並操練中醫推拿按摩的基本手法。 

  拾階而上，三樓西區的上海中醫大校史館不僅是新中國中

醫高等教育不斷發展的縮影，也是中醫教育人才輩出，科研成

就碩果纍纍的真實寫照。東區的中藥標本館更是琳琅滿目，異

彩紛呈，各類珍貴中藥的原藥材、浸制標本、剝制標本、臘葉

標本、藥材飲片以及中成藥、名優藥和保健製品等種類繁多，

令人目不暇接，如同走進中藥的世界。 

  整個展覽共展出了數千件與中華民族醫藥衛生活動相關的

文物藏品、史料文獻、中草藥實物標本和藝術品等，時間上涵

蓋了從石器時代到近現代的萬餘年歷史。其中史前社會的砭石

與骨針，秦下水道管，漢墓出土的香料藥物，晉王丹虎墓出土

的丹藥丸，唐三彩脈枕，宋八卦串鈴，元代大藥壇，明代熏器

和清乾隆御制小銅人，以及各種珍貴醫籍善本、幾朝御醫名醫

遺珍、醫家傳世藝術品和稀貴中藥標本等，都是罕見之瑰寶。 

  上海中醫藥博物館設計別具一格。從外觀看，新館以園方

柱幾何體的組合來表現傳統理念與現代思潮的有機融合。從內

部看，寬敞明亮的展廳，錯落有致的展品，協調搭配的色調，

明暗襯托的光線，加之「唐太醫署」和「宋趙太丞家」兩處場

景的設置，使得展覽的藝術效果與中醫文化的豐富內涵相得益

彰。尤其是展覽序廳的設計最富特色，整體建築既富麗堂皇，

藝術創作與主題內容又水乳交融，充分體現了中醫藥理論的哲

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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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悉，2004 年上海市政府將中醫藥博物館建設列入科普教

育基地改造項目。該館建成開放以來，既為上海增添了高品味

的文化藝術展示場所，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增進中外各

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友誼。 

 

 

 

 

 

 

 

 

 

 

 

圖十  上海中醫藥大學（第一排左二為張建中書記，左四為謝建群副校長；

第二排左六為吳鴻洲館長，左七為王崢濤教授） 

 

 

圖十一  上海中醫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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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軍醫大學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創建於 1949 年 9 月，1951
年定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隸屬中國人民解

放軍總後勤部。 

    學校現設訓練部、政治部、校務部、科研部、研究生院 5
個部院機關，下轄基礎部、海軍醫學系、藥學系、衛生勤務學

系、護理學系、中醫系、外訓系、研究生管理大隊、學員旅、

長海醫院、長征醫院、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南京軍醫學院以及

3 個干休所，共有教職員工 10，000 餘人。是一所為軍隊培養

衛生專業技術幹部和衛生事業管理幹部的大陸重點高等醫科

大學。 

    學校現設臨床醫學、海軍臨床醫學、臨床精神衛生學、藥

學、麻醉學、護理學、衛生事業管理學、醫學檢驗學、放射技

術、醫學實驗技術等 10 個專業，招收博士、碩士、本科、大

專等不同學歷層次的學員，是軍內唯一的醫藥學留學生培訓基

地，擁有 60 個碩士學位授權學科，45 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以

及 5 個博士後流動站（臨床醫學、藥學、生物學、基礎醫學、

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共為國防衛生事業培養輸送了 40,000
餘名醫、藥、護、技和衛生管理合格人才，形成了以本科和研

究生教育為主、專科教育為輔、各類成人教育為補充的比較完

整的辦學體系。學校於 1998 年順利跨入國家「211 工程」重點

建設院校行列。 

    學校教學、醫療和科研力量雄厚。現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

人員 776 名，中科院院士 2 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

成員 3 名，博士生導師 134 名，碩士生導師 377 名，外籍客座

教授 104 名，有 245 名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8 人在國際學

術機構擔任理事以上職務。著名肝膽外科專家、中科院院士吳

孟超教授，1996 年被中央軍委授予「模範醫學專家」稱號。長

海、長征兩所附屬醫院於 1993 年首批被評定為三級甲等醫院，

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於 1996 年被評為三級甲等專科醫院。學校

現有生理學、遺傳學、免疫學、航空航天與航海醫學、內科學

（消化系病）、影像醫學與核醫學、外科學（普外、骨外、胸

心外、燒傷）、中西醫結合臨床、藥理學等 12 個大陸國家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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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學科；燒傷醫學中心、中醫內科中心、神經外科中心、腎臟

病中心、急診醫學中心、血液病中心、消化內科中心、泌尿外

科中心、醫學免疫診斷中心、護理教育中心等 10 個全軍醫學

專科中心；胸心外科研究所、骨科研究所、血管外科研究所、

中西藥研究所、肝膽外科研究所等 5 個全軍醫學研究所；醫學

肝膽腫瘤、免疫與基因治療、神經生理、藥物化學、醫學微生

物、臨床免疫、心臟外科、消化內科、細胞生物信號轉導等 9
個軍隊醫學重點專業實驗室；肝膽外科、脊柱外科、燒傷外科、

神經外科、胸心外科等 5 個上海市醫學領先專業重點學科。「九

五」期間，共獲准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639項，經費總額11,338.9
萬元。其中，獲准大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各類項目 301 項，居

全國醫科院校第一、各類高校第十二位。曹雪濤教授作為首席

科學家，獲大陸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973」項目）資

助。1978 年以來，共獲軍隊、省市、部委級以上科技成果 1574
項，在全國醫科類院校中名列前茅。 

    學校教學環境優良。校址位於上海市東北部文教商業中心

地區，毗鄰復旦、同濟、財大等高校。學校佔地 110 萬餘平方

米，建築面積達 67 萬餘平方米，擁有現代化的教學樓、圖書

館、實驗大樓和國內一流的教學實習醫院。其中，圖書館建築

面積 1.1 萬平方米，藏書 50 餘萬冊；擁有磁共振、CT 系統、

PET 單光發射計算機斷層掃瞄（ECT）、直線加速器、透射式

電子顯微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激光活性細胞分析儀、全

自動生化儀、DNA 序列分析儀、有機合成儀等現代化教學、

醫療、科研儀器設備 21,908 台（件），總價值達 7.67 億元。 

    學校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每年都派遣人員出國留學、

參加學術會議、講學及開展學術研究；分別與 34 個國家和地

區建立了學術交流及合作關係；多次主辦中德、德中醫學協會

年會、中日整形外科會議、國際內窺鏡學術會議、國際誘變劑

會議、中美燒傷創傷外科學等大型國際學術會議；經常邀請外

國學者來校講學、合作科研，承擔外軍留學生的培訓任務。 

    學校面向全國、全軍招生。本科實行秋季提前單獨錄取，

招收地方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在 20 週歲以下，身體健康，

符合《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招收學員體格檢查標準》，語種限

報英語；研究生報考者除符合大陸國家教育部規定的條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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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有適應部隊工作需要的體魄和過硬的思想素質。每年招生

計畫可上網查悉或見我校每年招生簡章。地方新生入學後辦理

參軍手續，在校學習期間享受供給制待遇，家庭享受軍屬待

遇。畢業後統一分配到全軍教學、醫療、科研單位工作。 

  
圖十二  上海第二軍醫大學 

  8 月 6 日（六），強列颱風”馬莎”從台灣擦身而過，直撲上

海，原訂早上 11:00 的飛機，因機場關閉，隨即請導遊安排回

靜安飯店等待。當天晚上則安排至福州路上海書城購書。 

  8 月 7 日（日），一早吃完早餐，商請導遊在虹橋機場排候

補票，後東方航空公司加開 8 月 8 日（一）凌晨 1:20 飛機 MU 
5804，到昆明已近天亮。稍作休息後，即前往昆明植物研究所

拜會，郝小江所長、邱明準研究員，由郝小江所長簡報 70 分

鐘，約 12:15 到百草園參觀，pm 2:15 離開（由王世琼部長解說

植物）。用完午餐後，前往雲南白藥廠參觀，由謝文章博士帶

領參觀其實驗室，後參觀楊崇仁主任之實驗室，最後再參觀其

雲南白藥噴霧劑之 65 公尺生產線。pm 4:00 前往雲南白藥總部

拜會楊昌紅副總裁，先由王真副院長、謝文章博士、楊崇仁、

魏波部長陪同，先參觀雲南白藥的歷史，再由楊昌紅副總裁報

告公司近況。 

四、雲南－昆明植物研究所、雲南白藥 

（一）昆明植物研究所 

  大陸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位於有“春城”之稱的雲南省昆

明市北郊黑龍潭風景區。前身是成立於 1938 年的雲南省農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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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研究所，1950 年由中科院接管至今。雲南因其特殊的地理環

境、複雜的地形地貌和優越的氣候條件，孕育著從熱帶、亞熱

帶、溫帶、寒溫帶到寒帶豐富多彩的生物種類，具有植物種類

繁多（已知高等植物有 15,000 餘種，占全國總數的 50%以上）、

植被類型多樣、區系組成複雜的特點，素有“植物王國”之稱。

大陸老一輩植物學家嚴楚江、鄭萬鈞、汪發瓚、俞德浚、蔡希

陶、陳封懷和吳征鎰等著名植物學家曾先後在這裏工作和任

職，為本所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 

  2002 年全所經機構調整，現設有植物區系地理與民族植物

學研究室、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大陸國家重點實

驗室和植物園。建所六十多年來，在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和全所

職工共同努力下，昆明植物研究所已成為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

的植物學科研機構。本所已有 3 人獲得中科院“百人計畫”專案

支持；3 人入選“國家百千萬工程”；3 人獲得國家傑出青年科學

基金；6 人入選中科院“西部之光”培養計畫；17 人入選雲南省

學術技術候選人培養計畫，形成了在培養跨世紀科技人才方面

不同層次、不同學科領域的基本格局，有一支老、中、青相結

合、並具較強競爭實力的科研及教學隊伍。已取得各類科研成

果 511 項，獲獎成果 222 項，其中獲大陸國家級成果獎 16 項，

省部級成果獎 140 項，編撰專著 100 餘部，發表論文 2,300 多

篇。1997 年，經過全所職工的共同努力，正式列為中科院改革

試點和學科定位單位，成為中科院首批進入改革試點的 18 個研

究所之一。1999 年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批進入大陸國家知識創新

工程基地建設行列，成為中科院“西南生物資源與生物多樣性保

護與發展研究基地”試點單位之一，2001 年基地建設進入全面

推進階段。 

  研究所在職的科研和管理人員 235 人，其中有中國科學院

院士 3 人，研究員 31 人，副研究員、高級工程師和高級實驗師

42 人，30 餘人具博士學位（其中 14 人在國外獲博士學位）。昆

明植物研究所從 1979 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6 年起開始

招收博士研究生。現有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 160 餘人。本所

具有植物學博士、碩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藥物化學碩士學位授

予權。有博士生導師 15 人和碩士生導師 30 餘人。1991 年經大

陸國家人事部批准設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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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占地 934 畝，房屋建築面積 5 萬多平方米。擁有多種

大中型現代儀器設備，如 400 兆和 500 兆超導核磁共振儀、高

分辨質譜儀、超速冷凍離心機、鐳射共聚焦顯微鏡等。標本館

收藏植物標本 120 多萬份，圖書館藏書 20 餘萬冊。新建成的圖

書館和網路資訊中心、植物標本館、物業中心樓、文化廣場及

新裝修的兩幢研究生公寓為研究所全面開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

技術支撐和後勤服務。 

  本所負責編輯出版的《雲南植物研究》（1979 年創刊）是

發表大陸植物學科學論文的主要學術刊物之一，也是大陸自然

科學核心期刊之一，已發行到英、美、日、德、法等 30 多個國

家和地區，2000 年獲中國科學院優秀期刊一等獎。 

  昆明植物研究所有廣泛的學術交流和良好的國際合作關

係，歷年來在中科院均評為 A 級。利用院公派及國際合作等多

種管道，先後派遣 400 餘人次到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學術

考察、訪問、進修和參加學術會議。與日、美、英、德、法、

俄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國際合作關係。近年來與德國

Bayer 公司、美國密蘇裏植物園、麥克亞瑟基金會、福特基金

會、日本津村制藥株氏會社、日本三得利公司、日本富山中央

植物園、日本島根縣、松下電器、日本津村順天堂、英國愛丁

堡植物園、國際山地綜合開發中心、國際遺傳資源研究所、國

際混農林研究所、泰國衛生部以及國內的麗珠、三九、紅河酒

業、奧妮、雲南格桑花卉公司、雲南河口綠大地公司等企業開

展了廣泛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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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昆明植物研究所 
（第一排左三為郝小江所長，左一為邱明準研究員） 

（二）雲南白藥 

  雲南白藥公司是雲南省醫藥科工貿結合的大型綜合性企

業，主要從事藥品（以中成藥為主）的研發、生產經營及外購

藥品的批發零售。1999 年，被雲南省科委認定為高新技術企

業，2000 年被雲南省認定為大型一級企業管理評價單位，1999
年被大陸國家人事部批准建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2001 年被雲

南省品質技術監督局授予"雲南省 2000 年全國品質管理先進企

業"稱號，並被列為雲南省技術創新示範企業，並被雲南省經貿

委、財政廳評為 2001 年雲南省管理優秀達標企業，被雲南省品

質管理協會授予"2001 年度雲南省品質效益型先進企業"稱號，

並被列為雲南省技術創新示範企業。2002 年被雲南省定為支援

發展的十家醫藥企業之一。  

  2003 年，雲南白藥跨入又一個百年的發展歷程，在董事會

的領導下，公司新一屆經營班子遵循"做精品企業、做卓越企業

"的發展思路，緊緊圍繞"一個核心、四個經濟增長點"精心運

作，在做強母體、強化優勢、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上，立足

長遠，全力打造雲南白藥集團天然藥物產業鏈工程。一年來，

公司經營業績連續第四個年頭保持高速增長，主營業務收入、



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4 冊 

 - 191 -

利潤總額、實現凈利、資產收益率等各項經濟指標再創歷史新

高。在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的同時，公司經營班子還全力發掘、

豐富並提升企業價值，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

力，引領雲南白藥公司榮登"中證－亞商中國最具發展潛力上市

公司 50 強"。 

 

 

 

 

 

 

 

 

 

 

 

 

圖十四  雲南白藥公司 
（右三為楊昌紅副總裁，右四為楊崇仁教授，右七為謝文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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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8 月 9 日（二），早上 8:20 從雲南昆明新世紀大酒店出發，往昆明

國際機場搭 10:40 南方航空 CZ 341 往香港，12:40 到。下午約 2 點搭

機場巴士往 City Garden 酒店，晚上到三聯書店等書局購書。 

  8 月 10 日（三），早上用完早餐後，搭地鐵到九龍塘站，再搭 TAXI
到香港浸會大學，因趙中振教授前往美國，所以由明麗文主任、姜志

宏教授、老榮璋先生接待，參觀中藥研究相關實驗室、標本室。下午

2:00 由香港中文大學吳思琦小姐租小巴士載團員前往中文大學，由梁

頌名教授接待，聽取其簡報，參觀其診所、實驗室及校園，另也參觀

中醫藥資訊中心，由李珮珊主任接待。 

（一）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成立於一九五六年，乃一所以基督教精神為

本的高等學府，提供多項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及修課式或 研究式

高等學位課程。致力「全人教育」，藉以擴展學生視野，促進跨

系學習，鼓勵獨立思考，內省 ，強調學無止境及思想自由。大

學對教學及研究亦同樣重視。 

  香港浸會大學前身為浸會學院，首任校長為林子豐博士。

當時學院得到美南浸信會國外傳道部／港澳浸會西差會之資

助。創辦早期開設中國語文系、英國語文系、社會學系、數理

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及工商管理學系。校舍借用培正中學新校

舍一部份。經過多年的努力奮鬥和不斷爭取，學院於一九九四

年正名為香港浸會大學。而校園亦發展至擁有三個獨立校園，

分別為善衡校園、逸夫校園和浸會大學道校園。 

  大學設有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中醫藥學院、傳理學院、

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共二十六個學系，提供二十三個榮譽學

士學位課程及十二個修課式或研究式高等學位課程。此外，浸

大的持續進修學院開辦的課程科目繁多，配合不同在職人士需

要，而且層面廣泛，包括證書及文憑課程、學位課程、短期課

程，特別課程及日間預科課程。 

  為配合社會需要，浸大近年陸續開設多項全港首創的課

程，包括中醫學雙學位課程，畢業同學可獲頒中醫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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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學位、其他於近年首創的課程包括：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歐洲研究文學士（榮

譽）學位課程、翻譯學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體育及康樂

管理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傳理學文學碩士學位課程、分

析化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等。 

  中醫藥學院的教學部提供的課程主要包括五年制中醫學學

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雙學位課程、四年制中藥學學士

（榮譽）學位課程及五年制兼讀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前者著

重在科學基礎上提供全面的中醫藥訓練，使學生畢業後能從事

多方面的工作：執業中醫師，中醫藥的教學研究工作，或在醫

療系統內的機構任職。後者則主要為在職中醫師提供專業培訓。 

課程：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 
中藥學學士（榮譽） 
中醫學學士學位（五年兼讀制） 

 

 

 

 

 

 

 

 

 

 

 

 

 

圖十五  香港浸會大學（左一姜志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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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於

1963 年成立，由三所私立文理書院－新亞書院、崇基學院以及

聯合書院合併組成。而第四所成員書院－逸夫書院，則於 1986
年創立。大學提供全日制及兼讀制學士學位課程、研究院課程

和專業課程，學生人數超過一萬七千名。 

  除內外全科醫學士及護理學課程外，中文大學之學士學位

課程皆採用學分制，藉以加強課程結構之靈活性。學生可按個

別情況及興趣等確定其修業進程，於修畢指定學分數目（一般

需時三年），並符合有關課程之規定後，即可畢業。持有認可大

專學歷之學生，更可按規定之辦法申請豁免畢業所需之若干科

目及學分。 

  提供均衡教育是中文大學向來的重要教育目標之一，本科

課程之組成部份除主修課程外，亦包括通識教育課程、語文精

修課程、體育科目及／或副修課程及選修科目。中大各學系除

開設各有關學科供學生主修或副修外，亦設跨學科及跨學院課

程，以培養多類人材。 

  香港中文大學將藉著教學、研究和服務方面的成就，成為

全港研究型綜合大學之首，並在全國及亞太地區內居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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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排中間為梁頌名教授） 

 

  8 月 11 日（四），早上 9:30 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加國際

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下午 2:00 搭乘巴士前

往機場，搭香港機場下午 5:40 的飛機，晚上 7：20 抵達中正機

場，結束本次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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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大陸中醫藥國際化之現況與政策 

一、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之具體作法及
政策 

  1997年，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印發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

合作十年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該《規劃》一直是推動中醫藥國

際交流與合作，促進中醫藥國際發展的總的指導方針和具體政策措

施。全國各地中醫藥管理部門及各地政府有關部門在認真實施此規劃

中，根據本地實際，精心組織，通過廣大中醫藥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渠道和領域進一步拓寬，實質性的合作專案

不斷增加，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的交流與合作格局初步形成，中

醫藥在國際上的影響和地位有較大的提高。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

入，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各國情況和國內

環境都發生了變化。爲了進一步落實好《規劃》，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

展和更廣泛地走向世界，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於2003年11月25日在

廣東省召開了“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關
於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的指導意見”以下簡

稱“指導意見”，並於2004年2月9日印發全國。“指導意見”對當前乃至

今後一個時期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一直發揮著指導作用。 

（一）“指導意見”確定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目標和方

針。 

1.其奮鬥目標是：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精神爲指

導，以促進中醫藥事業全面發展和推動中醫藥學術進步爲依

託，進一步提高交流與合作的品質和效益，發展已建立的對

外聯繫網路，鞏固已形成的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對外交

流與合作的格局；加強中醫藥的標準化建設，完善涉外法規

建設；使中醫藥在世界上的應用範圍和使用率大幅度提高，

世界各國對中醫藥的瞭解和認同程度大爲增加，中醫藥在部

分大陸被納入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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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指導方針是： 

  立足國內，以內促外；依靠科教，醫藥並舉；因地制宜，

雙向接軌。 

（1）立足國內，以內促外。依靠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優勢，

提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能力。利用中國中醫藥事

業發展的經驗，促進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中醫藥。 

（2）依靠科教，醫藥並舉。以中醫藥科技進步和培養造就適

應世界中醫藥發展的國際型人才爲基礎，提高中醫藥對

外交流與合作的水準和效益。在推動中醫醫療國際合作

的同時，研製開發適應國際需求的中藥産品進入國際市

場，以醫帶藥，以藥促醫。 

（3）因地制宜，雙向接軌。根據各國（地區）不同的文化背

景、經濟發展水準等實際情況，吸收當地醫學的發展經

驗，建立科學、規範、適合中醫藥特點和各國（地區）

具體情況、國際認可的中醫藥國際標準。創造有利於中

醫藥進入國際市場的國際政策環境，促進中醫藥在世界

各國（地區）的應用與發展。 

3.具體實施的戰略是： 

  標準化戰略、知識産權保護戰略和人才戰略 

（1）標準化戰略。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有利條件，在

國內有關技術標準的基礎上，制定符合中醫藥特點、國

際社會認同和接受的有關中醫藥名詞術語、中醫藥教育

機構設置、中醫醫療機構設置、中醫藥診療技術、中醫

藥從業人員和中藥等國際標準，根據不同國家（地區）

的實際情況逐步應用並推廣，促進中醫藥被逐步納入各

國（地區）的醫療衛生保健體系。 

（2）知識産權保護戰略。知識産權保護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必

要措施，可以爲參與國際競爭創造條件，提高國際競爭

的能力。中醫藥是中國數千年積累的寶貴財富，蘊含著

豐富的自主知識産權和中醫藥資源。在開展中醫藥對外

交流與合作中要增強知識産權保護意識，加強中醫藥知

識産權保護研究，制定知識産權保護戰略，加大對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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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權保護的資金投入，提高自主創新和專利産品研發能

力。通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形成比較完整的中醫藥知

識産權保護體系。 

（3）人才戰略。人才是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基礎。人才戰

略的目標是構建一支富有創新能力和協作精神、年齡結

構合理、精通外語和中醫藥專業知識的複合人才、跨領

域的高級經營管理人才、熟悉國內外專利及藥品註冊法

規的專門人才，包括國際上知名的中醫藥科學家在內的

高素質的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人才隊伍。 

(二)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採取了若干有力措施 

1. 加強政府間及與國際組織的交流。拓展與各國（地區）政府有

關中醫藥及傳統醫藥的政策法規、市場准入、市場監管等方面

的交流與合作。建立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

織的對話及緊密合作機制，爲中醫藥進入國際市場營造良好的

國際環境。 

2. 加強中醫藥的國際宣傳。研究適合新形勢的宣傳方法，建立中

醫藥宣傳網路，充分利用現代資訊技術和網路技術，構建對外

交流與合作資訊服務平臺。召開中醫藥國際學術會議，加強與

海外的各類中醫藥機構合作，採取多種方式宣傳中醫藥，推廣

中醫藥。 

3. 提高中醫藥國際教育水準和品質。支援中國中醫藥教育機構發

揮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源優勢，配合教育部門擴大接收來中國

學習中醫藥的留學生的規模，提高受教育的層次。鼓勵中醫藥

教育機構在海外合作舉辦各級各類中醫藥教育，特別是開展當

地政府認可的學歷教育，組織學術機構編譯國際適用的中醫藥

教材，提高中醫藥國際教育水準和品質。 

4. 鼓勵國內社會力量，在條件成熟的國家（地區）建立或聯合建

立中醫醫療機構，特別是運用市場機制建立示範性醫療中心，

利用中醫藥在防治人類疾病中的獨特療效和中藥産品安全有效

的優勢，擴大中醫藥的國際市場。 

5. 注重科學技術在中醫藥國際交流中的作用，利用國內外科技資

源，加強中醫藥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研發一批療效確切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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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新産品，改進中藥傳統劑型，提高品質控制水準，支援培育

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中藥企業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提

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水準和效益。 

6. 加強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中醫藥資源保護的研究，正確處理

中醫藥資源保護與國際市場利益的關係，制定與中醫藥發展相

適應的資源保護方法和措施，加強與國際國內有關資源保護組

織或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使中醫藥能夠得到持續發展。 

7. 支援民族醫藥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民族醫藥是中國傳統醫藥的

重要組成部分，結合大陸國家區域開發戰略支援中國民族地

區，依據各民族傳統醫藥特點，開展民族醫藥的國際交流合作，

促進民族醫藥的發展。 

8. 充分發揮中醫藥學術和仲介機構的作用。建立仲介評估制度，

完善評估體系。鼓勵和支援總部設在中國的世界中醫藥學會聯

合會、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制定和推行國際中醫藥行業標準，

積極參與中醫藥知識産權保護事務。採取多種方式，加強與世

界各國（地區）中醫藥學術團體、世界各種醫藥學術團體間的

交流與合作，不斷擴大中醫藥在國際社會的影響。 

9. 充分發揮港澳臺地區在對外交流與合作中的作用。港澳臺地區

在人才交流、資本運作、基礎設施、資訊渠道、經營管理和與

國際市場結合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近年來中醫藥得到很大

發展，要與港澳臺地區在人才培養、成果轉化、開拓國際市場

上互相交流合作，優勢互補，加速中醫藥走向世界。 

10.加強領導，全面推進中醫藥的對外交流與合作。 

  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不斷加強對全國中醫藥行業對外交流

與合作的指導與協調，認真研究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規律，

制定交流與合作的政策和戰略規劃，提供資訊，努力構建服務平

臺。加強與世界衛生和貿易等國際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世界衛

生組織全球傳統醫學戰略推進行動。鞏固已有的政府間合作，促

進與有條件的國家和地區建立新的政府間合作關係。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醫藥管理部門積極協調有關部門發

揮本地優勢，調動中醫藥院校、醫療科研單位和企業的積極性，

開闢資訊渠道，鼓勵支援其與有條件的國家（地區）建立合作夥

伴關係。利用本地與世界各國（地區）友好城市等合作關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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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政府層次的溝通對話，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推動開展本地

區重大合作專案。 

  各類中醫藥企事業單位是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生産和

經營活動的主體，不斷利用現有對外渠道，進一步鞏固合作關係，

樹立品牌意識，重視誠信，提高合作品質。同時他們積極穩妥自

主地開拓新渠道、新市場，擴大合作領域。 

（三）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境外傳播專案”正式啟動 

  2004 年 10 月 18 日，在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與中國中醫

藥衛星電視傳媒網在京聯合舉辦的“中國中醫藥境外傳播專案

工作會議”上，“中醫藥境外傳播專案”正式啓動。大陸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及相關部委領導、31 個省市中醫藥管理局部門領導、

全國 100 多名醫院院長參加了會議。 

  中醫專科專病的最新經驗將編譯成冊並拍成電視片，在專

門的衛星電視頻道上向全球播出，國外民衆可以通過衛星接收

電視裏的生動實例來瞭解中醫特色和療效。 

  當前中國中醫藥對外傳播工作還不能適應中醫藥對外交流

工作的要求，國外一些政府民衆對中醫藥缺乏基本認識，甚至

在某些媒體誤導下對中醫藥産生誤解。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國際合作司沈志祥司長介紹，“中醫藥境外傳播資料編譯系列專

案”將編譯一批適合國外傳播要求的中醫藥對外宣傳示範資

料，如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介紹資料和中國中醫藥年鑒境外

版、中醫藥法律法規彙編、中醫藥專科專病最新經驗及科研成

果的電視片和資料彙編、中醫藥基本知識介紹及科普宣傳材

料、全國中醫院校、中藥廠及著名中醫介紹手冊等。資料編譯

後，將通過國內外媒體對外傳播，或通過代表團互訪，駐外使

館、國際組織等途徑對外贈送。 

（四）2005年中醫藥外事工作重點 

  2005 年中醫藥外事工作重點是“一個加強，三個戰略”。即

加強中醫藥對外高層交流、合作，實施標準化戰略、人才戰略、

知識産權保護戰略。其中，標準化戰略是今後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商標和專利保護方面中國並沒有優勢，因此要積極推進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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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的標準化建設，爭取把中國的標準變成國際標準，進而推動

中醫藥走向世界。 

  2005 年將是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工作不斷深化、不斷提升

層次的一年。各地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

劃》，加強政府間的交流與合作，重點落實已簽署的中醫藥領域

雙邊協定和備忘錄，召開區域間國際專題會議；加強與 WHO、

WTO、UNESCO 的合作，與 WHO 合作制定發佈中醫術語標準

以及中醫藥防治 AIDS、瘧疾和老年病的標準和指南，與 WHO
聯合召開傳統醫藥知識産權研討會，做好向 UNESCO 申報世界

遺産的籌備工作；抓好中醫藥對外專案的實施工作，開展中醫

藥境外傳播、國外培訓及智力引進專案，進行國外中醫藥標準

的制定與推廣。 

二、各中醫藥大學國際中醫藥培訓中心現況、國際培訓人數、

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情況 

（一）中國中醫研究院培訓中心 

1.培訓中心現況 

  中國中醫研究院是中國中醫藥研究中心和醫療教學的重

要基地，設有十幾個研究所，五個附屬醫院，並擁有中國最

大的中醫藥圖書館和中醫藥資訊檢索中心及出版近十種中醫

藥雜誌，全院現有職工五千餘人，其中研究員、副研究員一

千餘名。近年來，中國中醫研究院與世界衛生組織共同建立

了傳統醫學、針灸、中藥三個合作中心，並不斷加強與世界

各國的學術交流。 

  中國中醫研究院是培養高級中醫藥人才的基地，有博

導、碩導 300 多人，到目前爲止，共培養近 800 名碩士、博

士研究生（包括外籍研究生 20 名），曾舉辦了 40 多期國際中

醫、針灸、推拿培訓班，爲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培養了中醫、

針灸和推拿人才，並派出專家學者赴國外講學。 

  中國中醫研究院培訓中心成立於 1994 年，是中國中醫研

究院繼續教育與職業培訓機構。該中心旨在充分利用中國中

醫研究的教育資源，爲國內外在職中醫師、中藥師、針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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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師以及有志從事中醫藥事業的人士提供一個學習、深造

交流的機會，幫助他們提高醫療、技術和學術水準。中心自

成立以來，每年開辦數十個班次的培訓課程，包括專門針對

外國學員的國際培訓和針對國內學員的國內培訓班。 

  中心常設國際班培訓課程包括：  

（1）針灸基礎班：一～二個月。 
（2）針灸提高班：二周～一個月。 
（3）推拿按摩基礎班：二周～一個月。 
（4）推拿按摩提高班：一周～二周。 
（5）中藥學習班：一個月。 
  該中心除全年定期招生，舉辦各類初、中、高級學習班

外，中心還承辦中國國際中醫水準考試和國際針灸、推拿水

準考試前期培訓專案。從 2000 年開始，中心還開展中醫藥在

線培訓及遠端教學，爲海內外學員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教學

服務。 

地址：北京東直門內南小街 16 號  中國中醫研究院培訓中心 
郵編：100700 
電話：（010）64010876，64062096，64035470，64028399  
傳真：（010）64062096 
電郵：tcm2598@yahoo.com.cn， 

training2009@yahoo.com.cn，shali@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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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中醫藥交流與合作中心 

1.培訓中心現況 

  主要培訓專案 

（1）國際中醫專業人員 

  水準考試培訓班承辦國際及臺灣地區中醫、中藥、

針灸、中醫骨傷、中醫按摩推拿專業人員水準考試考前

培訓班（含中、日、朝、英、法、西班牙文）。 

（2）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考試考前培訓班 

  承辦已畢業的來華留學生及港、澳、臺地區學生的

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考試考前培訓班。 

（3）中醫藥專業人員培訓班 

  承辦境外及港、澳、臺地區的中醫藥專業人員短期

（1 個月以下）、長期（1 個月以上）培訓班（含課堂教

學、學術講座、臨床進修）。 

（4）開展中醫藥非學歷教育 

  承擔與境外及港、澳、臺地區的醫藥機構、學術團

體聯合辦學專案，開展中醫藥非學歷教育。 

地址：中國北京朝陽區北三環東路 11 號 
郵編：100029  
電話（傳真）：(08610)64286698 
E-mail:iecc@bjucmp.edu.cn 

2.國際培訓人數 

  建校 48 年來，爲大陸培養了 2 萬名中醫藥專門人才，爲

世界 87個國家和地區培養各類中醫藥學歷教育人才 2,342名。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1）承擔與境外及港、澳、臺地區的醫藥機構、學術團體聯

合在境內、外開辦醫藥機構專案，開展醫療及藥品經營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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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擔向境外及港，澳、臺地區推廣科技成果、新藥産品

及中藥飲片、中成藥産品、保健品、醫療器械及其它商

品專案。 

（三）中國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 

1.培訓中心現況 

  中國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創辦於 1975 年，是大陸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在北京舉辦的對外針灸培訓機構。中心設在中

國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 

  其所用教材《中國針灸學》已爲美國等國家採用，並作

爲針灸醫生考試藍本。有十七所教學經驗豐富、可爲學員提

供臨床實習的中醫醫院。每年除固定的三期培訓班（兩期基

礎班和一期進修班）外，中心因需施教，設立了各種短期及

不定期培訓班，滿足了不同層次具有不同要求學員的各種需

求。中心創辦二十六年來，不但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對外針灸

教學經驗，而且造就了一支精湛的師資與翻譯隊伍。中心現

有專職教員 12 人，全部由經驗豐富的教師組成，另有兼職客

座教授 30 人，他們大部分是國內著名的針灸專家和教授。中

心擁有一支 22 人組成的專業翻譯隊伍，他們可以承擔包括

英、法、德、日、意等在內的 7 個語種的翻譯工作。 

地址：中國北京東直門內南小街 16 號。 
郵編：100700 
電話：010－64035765 
傳真：010－64013968 

2.國際培訓人數 

  爲世界逾 100 個國家和地區的 6000 多名醫務工作者提供

了針灸培訓。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派專家赴美、英、日、法、瑞、荷等十幾個國家從事針

灸培訓、醫療及學術交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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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高等中醫藥培訓學校 

1.培訓中心現況 

  隨著世界各國對中醫的逐步認識，中醫在國際上的地位

越來越高，許多國家的中醫愛好者、海外華人均想學習中醫。

爲滿足海外學習者的願望，該校特聘具有臨床經驗豐富的專

業教師舉辦中醫、針灸、推拿、中醫養生、刮痧、足底按摩、

藥浴等具有傳統中醫特色培訓班，學校可提供多種語言教

學。開設足底按摩班、針灸與中醫藥減肥美容班、特色針灸

班、中醫推拿班、高級按摩師班。 

（五）首都醫科大學國際教學部 

1.培訓中心現況 

  首都醫科大學建校於 1960 年。設有基礎醫學院、生物醫

學工程學院、中醫藥學院、首都醫科大學國際教學部等學院、

部門；附屬醫院包括宣武醫院、北京友誼醫院、北京朝陽醫

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北京安貞醫院、北京口

腔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北京婦産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復

興醫院、北京中醫醫院和康復醫學院。 

  現有教職員工和醫護人員 18767 人。院士 5 人，正高職

稱 700 餘人，副高職稱 2000 餘人。現有在校生一萬餘人。現

有 3 個大陸國家級重點學科，有 31 個博士學位授予權學科，

55 個碩士學位授予權學科和 2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學校具有較強的學術發展與科研實力，在校本部和附屬

醫院建有一批大陸國家級和市級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建

有高水準的大陸國家級或市級研究和培訓機構。 

  首都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創建於 1978 年，2002 年並入首

都醫科大學。共設有中醫、中藥等 6 個專業及 2 個專業方向。

在校學生 800 餘人，教職工 156 人，其中高級職稱 80 餘人。

20 多年來，已爲北京地區培養輸送了畢業生 2000 餘人。 

地址：首都醫科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中心辦公室 
電話：010－63051095 
傳真：010－63051045 
E-mail：overseas@cpum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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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培訓人數 

  首都醫科大學建校 40 多年來，尤其是近 15 年先後接待

了：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義大利、奧地利、比利時、

瑞典、荷蘭、德國、丹麥、阿根廷、巴西、日本、澳大利亞、

及臺灣、香港、澳門等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來訪客人 8000 多

人次。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近年來，學院廣泛開展對外交流，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

者、專家來學院參觀訪問，並先後與日本、美國、加拿大、

巴西、以色列、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教學、醫療單位

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學院也多次派專家、學者出國參觀講

學，爲弘揚中國中醫藥文化而不懈努力。 

  首都醫科大學建校初期即向世界敞開大門。60 年代初期

首屆來自印度尼西亞及其它國家歸僑，華僑子弟 120 多人伴

隨著年青的首醫開始了五年的校園生活。現保存我校世界上

早已絕迹印度尼西亞爪窪虎標本及印尼小棕熊標本是老院長

吳階平與原印尼已故總統蘇加諾友好的交流象徵。步入 80 年

代隨著國門的逐步打開，首醫的對外交流伴隨著時代前進的

步伐，時至今日先後與世界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科研院所，

友好院校簽訂了交流協定，締結了姊妹學校，友好學校。 

（六）上海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上海中醫藥大學創辦於 1956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後首批建立的 4 所中醫學院之一。學校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

織傳統醫學合作中心。 

  學校系統有 6000 多名師生員工，其中有 1 名中國工程院

院士，500 多名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學校設置 3 個兩級學院，

3 個附屬醫院，11 個臨床各科研究所，8 個研究中心，l 家出

版社。學校圖書館內收藏中醫藥書籍 1 萬多種。 

  學校設有中醫內科學、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藥學等 17 個

碩士學位授予點、10 個博士學位授予點和 1 個中醫學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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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站。已培養出中醫藥本專科和理工科學習中醫、西醫學

習中醫第二學士學位畢業生 7000 多名，碩士、博士畢業生 600
多名，2 名博士後工作人員出站。 

  上海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是全國中醫院校中第一

個成立的國際教育學院，它包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留學生

教育中心、傳統醫學教育中心、漢語教育培訓中心四個中心。

已成爲中國中醫藥學術對外文流的一個重要窗口。 

    依託上海中醫藥大學的教育資源，是學校專設的面向海

外的中醫藥高等教育機構，學院還設有世界衛生組織委託建

立的國際針灸培訓中心，擁有英語、日語、法語、韓語等四

個專業翻譯區域，能以多種語言開展教育交流活動。 

地址：中國上海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蔡倫路 1200 號 
郵編：201203 
傳真：021－51322276 

2.國際培訓人數 

  國際針灸培訓中心已爲 50 多個國家培養了 3,000 多名中

醫專業技術人員。學院現有長期留學生 440 餘名，每年短期

留學生人數 1,000 餘名。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學校與日本、韓國、美國等 10 多個國家 30 多個大學、

科研、醫療機構建立合作關係。50 多名外國學者受聘擔任名

譽教授和客座教授。每年約有 150 人次專家出國講學或參加

國際學術會議。已成爲中國中醫藥學術對外文流的一個重要

窗口。 

（七）天津中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1992 年經大陸國家教育委員會批准，爲該院加掛了“中國

傳統醫藥國際學院”的牌子，成爲由大陸國家批准的大學一級

的中醫藥對外教育基地。 

  爲了適應留學生學習和生活的需要，經過多方籌集資金

建成了國際學院教育中心大樓，建築面積 22,400 平方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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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層主教學樓和 16 層公寓樓組成。教學樓內教室寬敞明亮，

電教設備完善。公寓樓擁有各類客房 354 間（套），450 個床

位，與之相配套的有會議廳、報告廳、餐廳及娛樂廳；樓內

中央冷暖空調、電話、有線電視和自動消防報警系統設備先

進，是一幢集教學、住宿、餐飲、文娛活動於一體的現代化

大樓，能爲來校學習的各國留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 

  中國傳統醫藥國際學院成立以後，不斷拓寬對外交流與

合作渠道，與國外的友好院校與醫療單位進行教學、科研、

醫療合作。該院教師分別到日本、加拿大、印度尼西亞、德

國、英國、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進行中醫講學、合作科

研及醫療指導。目前有來自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 400
多名在校學習。該院始終堅持“保品質、保特色、保聲譽”的
辦學宗旨，堅持把提高教學品質放在首位，在國際上産生了

很好的影響。 

地址：天津市南開區玉泉路 88 號 
郵編：300193 
電話：022－23051082 
傳真：022－27374931 

2.國際培訓人數 

  1992 年當年開始招收外國本科生、研究生 40 餘名，目前

已發展到 2002 年在校學歷教育本科、碩士、博士生 400 餘名，

短期教育學生年均 120 餘名。10 年來，該院的教育外事工作

不斷發展壯大，在校留學生人數始終保持積極、穩步的增長

勢頭，辦學規模不斷擴大，辦學層次逐步豐富，取得了可喜

的成績。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從 1996 年 10 月開始，該院成功舉辦了四屆中國天津國

際中醫學術會議，每屆都有來自美國、德國、日本、韓國、

港澳臺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百餘名代表到會，進行學術交

流。提高了該院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和聲譽。第一附屬醫院

也從 1990 年起連續舉辦了八屆國際針灸臨床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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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廣州中醫藥大學成立於 1956 年，位於廣州市三元里風景

秀麗的白雲山麓，占地面積 40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 33 萬

平方米，設備總值一億八百多萬元，有藏書 77 萬冊。 

  學校下設第一臨床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基礎醫學

院、中藥學院、國際學院、成人教育學院、針灸推拿學院和

管理學院、護理系、社會科學部、13 個研究所、六家附屬醫

院，是中國第一批有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之一，現

有 16 個碩士點、15 個博士點對外國及港澳臺地區招收研究

生，有 8 個專業對外國及港澳臺地區招收本科學生。全校有

教職工 3296 名，其中獲高級職稱者 483 人。目前，在校全日

制學生 8000 多人，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 800 多人。 

  該校的外事與港澳臺事務現歸口外事處管理，由校長直

接主管。外事處成立於 1980 年 3 月，由外國留學生工作辦公

室和外事辦公室合併而成。1991 年 6 月，該校成立中國廣州

國際中醫藥培訓中心，該中心挂靠在外事處，1997 年更名爲

國際學院，與外事處實行一套人員兩個牌子。現設有外事科、

外國留學生工作辦公室、港澳臺學生工作辦公室、國際學院

辦公室、教研室和生活管理科 6 個科室。 

地址：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機場路 12 號 
      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 
郵編：510407 
電話：020－36585509 
傳真：020－36586715 
E-mail：guoji@gzhtcm.edu.cn 

2.國際培訓人數 

  學校自 1974 年開始招收外國留學生和港澳臺學生以來，

已爲 113 個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培養了 1,192 名高級中醫人才；

舉辦了 290 多期中醫藥學、針灸學短訓班，接受來自 50 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 4,338 名短期培訓班學員前來進修學習。目前，

現有外國留學生及港澳臺學生 500 多人在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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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和中醫藥學在國外及港澳臺地區影響

的不斷擴大，該校與境外的友好往來日益頻繁，先後與日本、

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義大利、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以及香港、澳門、臺灣等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醫藥團體建

立了友好合作關係。從 2001 年至 2003 年，共接待了來自 5
大洲 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82批 1,406人次來校參觀訪問和進

行學術交流；從 2001 年 5 月至 2004 年 3 月，先後派出了 399
人次分別到 53 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參觀考察，學術交流、技術

培訓、講學以及醫療服務。 

  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簽署合作協定，雙方共同開辦中醫

學學士學位課程。越南學生在河內學習二年，完成漢語培訓

及少量的醫學基礎課程，然後在廣州中醫藥大學學習四年。 

（九）成都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成都中醫藥大學建校於 1956 年，現已發展成爲以本科和

碩士、博士研究生爲主，另有博士後、專科、預科等完整的

高等教育層次。學校設有基礎醫學院、臨床醫學院、針灸推

拿學院、藥學院、國際教育培訓中心、成人教育學院；中醫、

中藥、針灸、中醫骨傷、中醫五官、中藥藥理、中藥制藥、

推拿、護理、藏醫、衛生事業管理等 8 個專業；有一所規模

齊全、設施完備的綜合性附屬醫院。藏書 40 餘萬冊。學校現

有教授副教授 300 餘人；在校學生 2,800 餘人。 

  成都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是 1996年由四川省教委批

准設立的二級學院機構。國際教育學院現有教職員工 17 人，

高級職稱 5 人，另聘有外教一名。 

  目前，國際教育學院正著手對外教育。在學校領導的指

導幫助下，在各部門的配合支援下，國際教育學院有關對外

教育工作的正式開展，將逐步理順關係，明確職責，從宣傳、

諮詢、聯繫、手續辦理到留學生管理等進一步規範化，使對

外教育的管理逐步走向正軌，使該校對外教育的規模走向一

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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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四川成都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郵編：610075  
電話：028－87717385  
傳真：028－87763471  
電郵：hjl@cdutcm.edu.cn 

2.國際培訓人數 

  自 1983 年以來，學校舉辦了 50 多期國際中醫藥、針灸

培訓班，爲世界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培訓了 1,000 餘名中醫、

針灸人員。現有來自韓國、日本、美國、德國、瑞士、法國、

義大利、以色列、比利時、馬里等許多國家的留學生。近年

來，學校也招收和培訓了許多臺灣學生。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學校先後有 100 餘名專家、教授赴美國、德國、法國、

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色列、韓國、馬來西亞和非洲等

國家講學和開展醫療服務。     

（十）南京中醫藥大學（中國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 

1.培訓中心現況 

  中國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設立在中國著名的中醫高等

學府—南京中醫藥大學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於 1975
年經世界衛生組織提名的國內最早的國際針灸培訓中心，現

已成爲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合作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承

擔爲世界各國培訓中國傳統醫學人才的任務。 

  培訓班類別： 

（1）定期培訓班  

○1 國際針灸基礎班   ○2 國際針灸進修班 
○3 中藥學習班     ○4 中醫推拿學習班 

（2）短期學習班 

○1 臨床學習班     ○2 專題講座班。 
地址：中國南京市漢中路 282 號 
郵編：210029 
電話：025－86798167，8679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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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5－86798168，86798078 
E-mail：iec@njutcm.edu.cn 

2.國際培訓人數 

  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港澳臺教育中心，十年

來不斷擴大接受境外學生的規模，至今已爲 100 多個國家和

地區培養了 6,000 多名專業人員。到 2004 年 9 月，有來自美

國、德國、挪威、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等學歷教育的

長期境外學生 890 多名，短期班學員 300 多人次，境外學生

的教育規模在江蘇高校中名列前茅。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澳大利亞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與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

開設了中醫學系，成爲西方國家正式設立中醫學系的第一所

大學。 

（十一）浙江中醫學院國際教育中心 

1.培訓中心現況 

  浙江中醫學院座落在歷史文化名城杭州錢塘江南岸。學

校校園占地面積 715 畝，建築面積 19 萬平方米，圖書館藏書

82 萬冊。1987 年經原大陸國家教委和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批准首批獲得可對港、澳、臺地區招生權。 

    學校現有覆蓋醫學、管理學、理學、工學、文學五大學

科門類的 20 個本科專業。設有十二系、二院、二部、一中心

（國際教育中心）。設有博士後流動站 1 個（中醫學），博士

點 4 個，碩士點 18 個。目前共有全日制在校學生 9,106 人，

其中全日制本專科生 8,643 人，博士研究生 58 人，碩士研究

生 405 人。另有境外學生 178 人。學校已爲大陸國家培養了

近萬名高級中醫藥人才和有中醫藥背景的複合型人才。 

  有直屬附屬醫院 3 所。學校現有教職員工 2,270 人，其中

正高職稱 141 人，副高職稱 377 人，大陸國家級名老中醫 30
人，浙江省名中醫 24 人。 

    學校有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建設學科 2 個，有大

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科研三級實驗室 3 個。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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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9 個。近五年來，承擔了各級各類科研專案近千項，

其中大陸國家級 25 項。獲得各級各類科技成果獎近 300 項，

其中大陸國家級獎 3 項。2003 年獲大陸國家和省部級專案 39
項，其中大陸國家 863 計畫 3 項。 

  學校主辦《浙江中醫學院學報》、《浙江臨床醫學》等兩

種學術期刊。 

  學校與美國、巴西、日本等 30 個國家與地區的教學、科

研、醫療等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開展教育合作、學術交流

和科學研究。設立國際教育中心，招收了韓國、美國等 24 個

國家及地區的博士、碩士研究生、本專科生及各類進修生。 

地址：杭州市濱江區濱文路 
郵編：310053 
網址：www.zjtcm.net 

2.國際培訓人數 

  先後招收了來自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000 多位元留學

生來院學習。目前在該院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

利亞、以色列、新加坡、埃及、瑞士及港澳臺等 10 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各類學生（包括漢語生、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進修生）近百人。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該院先後與日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巴西庫裏提巴公共

衛生學院、奧地利格拉茨大學、美國新英格蘭針灸學院、荷

蘭神州醫藥中心、美國環球藥業有限公司、日本東京科技研

究所、馬來西亞中醫學院、巴西格裏格多大學、馬來西亞菩

提中醫院、澳大利亞國泰中藥有限公司、香港大學中醫藥學

院、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中醫臨床研究會診中心、韓國尚志

大學校韓醫科大學、加拿大渥太華聖特國際有限公司、波蘭

波羅的海人文大學、多瑙大學威廉·東格爾中國保健中心、美

國天臣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澳大利亞 ASE 有限公司、紐

西蘭國際教育交流中心、南非聖藥中醫學院、美國五系中醫

學院、英國天田有限公司、以色列起源中醫學院、日本東京

滋慶學院集團、日本新大阪齒科技工士專門學校、臺灣朝陽

科技大學、臺灣中國醫藥學院、臺灣輔英科技大學等 30 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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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科研、醫療單位建立了合作關係。近年

來，我院每年均派出專家赴美國、巴西、荷蘭、葡萄牙、香

港等國家和地區開展教育、科研和醫療工作。   

  先後接待了來自美國、加拿大、瑞士、巴西、英國、德

國、法國、荷蘭、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以色

列、臺灣、香港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境）外友人 400
多批 1,200 多人次。 

  近五年來，該院先後選派了 150 多批 220 多人次赴美國、

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荷蘭、奧地利、丹麥、日本、

韓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及港澳臺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參

加國際學術會議、技術培訓、合作研究、考察訪問、專案洽

談醫療援外等。 

  該院先後有近百人赴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留學、工

作，有些已成爲當地的學術骨幹力量，在海外的校友也積極

地爲學院的發展獻計獻策、捐款等，並且成立了浙江中醫學

院海外校友會，爲學院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爲了促進學術交流，進一步在國際上推廣中醫藥，該院

先後聘請了十多位在美國、日本、奧地利、澳大利亞等國具

有一定影響力的專家學者爲學院客座教授. 

（十二）湖南中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和中國湖南國際針灸培訓中

心 

1.培訓中心現況 

  湖南中醫學院 1964 年成立。現學校占地 1,366 畝，建築

面積 35 萬平方米。現有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近億元。圖書

館藏書 100 萬冊。設有 23 個基礎教學實驗室，2 個 SPF 實驗

動物中心，30 個科研實驗室，其中有 4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三級中醫科研實驗室，2 個省級重點實驗室。    

  學校設 11 個學院（基礎醫學院、針灸推拿學院、國際教

育學院等）、3 個部、10 個研究所、6 個中心（湖南國際針灸

培訓中心、現代教育技術中心等）、1 個圖書館、6 所附屬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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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中醫學院有 13 個博士學位授予點、16 個碩士學位授

予點，並設有中醫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現有 17 個本科專業。

在校學生 9,865 人（全日制本科生 6,858 人，研究生 532 人，

港澳臺和外國留學生 141 人）。 

  學校有 1 個大陸國家重點學科；3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重點學科。 

  學院現有教師 623 名，其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 373 人，

博士生導師 38 人，碩士生導師 199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

專家 45 人。近五年來，承擔科研課題 929 項，獲科研成果獎

376 項，開發中藥新藥 48 個，獲大陸國家專利 18 項，科技成

果轉讓 38 項。創辦《湖南中醫學院學報》、《湖南中醫雜誌》。    

    學校招收國外和港澳臺留學生，爲適應對外交流和發展

留學生教育的需要，學校成立了國際教育學院和湖南國際針

灸培訓中心。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13 號 
郵編：410007 
電話：0731－5381049，5381048，5381047 
傳真：0731－5532948 
E-mail: hncstcm@hotmail.com,  

overseastcmedu@hotmail.com, pqhz_520@163.com， 
網址：http://www.hnctcm.com/ 

2.國際培訓人數 

  在校港澳臺和外國留學生 141 人。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1990 年以來，學校先後多次選派專家、教授赴美國、英

國等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留學訪問，並派出數批醫療隊赴俄羅

斯、馬來西亞、英國、瑞士、以及非洲的多個國家爲國外朋

友防病治病，傳授中醫藥知識，擴大了學校在國際上的影響。

近年來，學校的國際交流不斷擴大，先後與美國、英國、法

國、加拿大、德國、挪威、瑞士、荷蘭、日本、韓國等國的

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開展了合作，與加拿大國際中醫學院、

香港東華三院、澳門科技大學等建立了醫療、教學、科研合

作關係。學院接待了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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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度尼西亞等 26 個國家共 400 多人次的團體和個人來

訪、講學。 

  該院的“中國湖南國際針灸培訓中心”，已完成了 3 期聯

合國多邊合作專案—國際針灸培訓班的培訓任務，爲世界五

大洲 20 多個國家培訓了針灸醫生。 

（十三）湖北中醫學院海外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湖北中醫學院創建於 1959 年，座落在風景秀麗的武漢市

武昌花園山下，占地 2016 畝。現有藏書 38 萬餘冊。學院校

本部現有教職工 732 人，正、副教授 153 人，碩士生導師 132
人，博士生導師 18 人。學院現設有七年制中醫專業（本碩連

讀），中醫學、中藥學、藥學等 12 個本科專業，9 個專科專業。

現有各類在校生 7500 人。 

  現有 4 個博士點、11 個碩士點。該院是 1993 年被大陸國

家教育部確定爲全國第一批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的高等院

校之一。經教育部、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批准，學院享有

對港、澳、臺地區招收本科生、研究生資格。 

  學院現有中醫內科腎病學 1個大陸國家局級重點學科， 7
個省級重點學科；10 個研究所；1 個省級重點實驗室，2 個大

陸國家中醫藥科研三級實驗室。學院現有附屬醫院 4 所，教

學醫院 13 所，實習醫院 19 所。  

  學院自 1986 年開始接受來華留學生的培養以來，先後成

立外事處、國際培訓部和港澳臺辦公室機構。滿足更多的各

國求學者的需要，2001 年經省教育廳批准，成立了“海外教育

學院”，承擔了培養教育海外學生的教學、行政與後勤管理等

職責，形成了教學管理與生活管理相對獨立的對外高等教學

實體。 

地 址：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曇華林特 1 號 
湖北中醫學院海外教育學院 

郵 編：430061 
電 話：027－68889170，88910230 
傳 真：027－6888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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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btcm@public.wh.hb.cn 
網址：www.hbtcm.edu.cn 

2.國際培訓人數 

  十多年來，學校已先後爲韓國、日本、德國、美國、英

國、加拿大、法國、瑞典、義大利、比利時等 20 餘個國家和

地區培養了進修生、本科生 1000 餘人。目前，海外教育學院

有來自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200 餘名在校的學生，其中涵蓋

了本科生、研究生、進修生各個教育層次。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先後與美國、澳大利亞、德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國

的高校和醫院聯合辦學或聯合辦醫，並與韓國大田大學、越

南河內國家大學、韓國傳統醫學研究院、馬來西亞大中華醫

藥康復中心、俄羅斯薩拉托夫州國立醫科大學、日本福岡柔

道整複專門學校、美國加州阿姆斯壯大學、日本療術學院、

美國針灸中醫藥研究院、日本白川針灸治療院、加拿大中央

學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加利亞翰林學院、香港德明

書院、墨西哥東方文化大學、香港華夏書院、西班牙中醫高

等學校、中台醫護技術學校、英國普次茅斯大學藥學院、美

國德克薩斯州東方針灸中醫藥學院等建立了校際交流合作關

係，與德國開通了遠端診療系統，在香港開設了中醫醫院。 

（十四）河南中醫學院海外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河南地處中原，以醫聖張仲景的故鄉而享譽海內外。創

建於 1958 年，建院四十五年來，培養了兩萬餘名中醫藥高級

專門人才。 

  1994 年，大陸國家教育部將學院列爲能夠招收外國留學

生和港、澳、台學生的全國 200 所高等院校之一。 

    河南中醫學院設有基礎醫學院、第一臨床醫學院、第二

臨床醫學院、骨傷學院、針灸推拿學院、海外教育學院等 12
個直屬二級學院，另有美豫國際中醫學院、針灸推拿職業學

院（洛陽）、黃河學院等 3 所聯合辦學的二級學院。學院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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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工、文等四個學科門類和 14 個本科專業方向；21
個碩士學位授權專業，其中中醫內科學、中醫兒科學、方劑

學、中藥學、針灸推拿學等 5 個學科爲省級重點學科；目前

有博士生導師 9 人，正高 94 人，副高 425 人。學院已發展成

爲具有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三個培養層次和普通高等教

育、成人教育、留學生教育三種辦學模式，面向全國 21 個省

和國際及港、澳、臺地區招生的開放型、綜合型高等中醫藥

學府，現有在校生 10,000 餘人。 

  學院圖書館藏書 50 餘萬冊，國內外各種期刊 2,000 餘種。

學院主辦的《河南中醫》、《河南中醫學院學報》兩種期刊爲

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省級雜誌。 

  目前，學院承擔大陸國家及部省廳局級科研課題 300 餘

項。其中大陸國家“九五”、“十五”科技攻關專案 10 項，大陸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3 項，教育部重點研究專案 3 項，大陸國

家中醫藥管理局攻關課題及診療技術專案 15 項。 

    對外交流與合作不斷發展。近年來接待了來自韓國、日

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瑞士、巴西、義大利、奧地利

及港澳臺來賓多批。 

2.國際培訓人數 

  現有海外留學生和港、澳、台學生近百人。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與澳大利亞科廷科技大學、日本濱松醫科大學、韓國大

邱韓醫大學等建立了聯合辦學和技術合作。與紐約大學醫學

院共同組建“美豫國際中醫學院”，2003 年起面向海內外招

生，開設中醫藥學、針灸、推拿、護理等專業。目前，河南

中醫學院美豫國際中醫學院已和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廣泛的

合作關係。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文化形式的多樣化，世

界上掀起了中醫藥熱潮，河南中醫學院美豫國際中醫學院抓

住機遇，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擴大對外交流，拓寬辦學渠

道。 

  由韓國醫生金宗赫與河南中醫學院在仲景故鄉合作創辦

的中韓雲陽傳統中醫藥職業技術學校，是一所專門招收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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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國際性中醫藥學校，向全世界廣泛傳播中醫。 

（十五）福建中醫學院海外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福建中醫學院創建於 1958 年。學院現有 9 個系（部），7
個本科專業和 8 個專科專業，其中中醫骨傷科專業和中西醫

臨床醫學專業爲全國首創專業。中醫骨傷科學爲大陸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博士授權點，全院高級專業技術人員

350 名，其中博士導師、碩士導師 218 人。現在校各類學生規

模已達 5,000 人。 

  海外教育學院成立於 1995 年，是福建中醫學院對外、對

台、港、澳教育與培訓的基地和視窗，負責海外教育招生、

教務、教學和後勤管理。早在 1986 年，福建中醫學院就開始

招收海外學生，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逐步形成了博士、

碩士、學士、專升本、短期進修等多層次、多形式、多規格

的海外教育格局，成爲學校辦學的特色之一。 

  海外教育學院以優美的學習環境、良好的教學設備和豐

富的教學經驗得到了廣大海外學生和家長的好評，也得到了

大陸國家上級主管部門的肯定。1998 年大陸國家教育部批准

福建中醫學院對臺灣實行單獨招生，這是全國唯一所享有這

一政策的中醫藥高等院校。我院從 2002 年開始接受歷屆海外

本科畢業生參加大陸國家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考試的申請。 

地址：中國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282 號  
郵編：350003 
電話：0591-83570276，83570028  
傳真：0591-83571164 
網址：www.fjtcm.edu.cn    
E-mail：hwxy@fjtcm.edu.cn 

2.國際培訓人數 

  學院現有在校攻讀學位的台港澳生和外國留學生 201
人，其中 90%以上爲臺灣學生，學生數居全國中醫院校的前

列。 

  到目前爲止，該院已培養了近 300 名具有本科以上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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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港澳學生和外國留學生、培訓了近千名海外短期進修生。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通過海外教育和交流，該院結交了一批海外朋友，在海

內外産生了良好的影響。學校先後與臺灣、香港、日本、馬

來西亞、新加坡、德國、奧地利、芬蘭、美國、巴西、澳大

利亞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1999 年臺灣《投資中國》雜誌將該院列爲大陸辦學實力和辦

學水準較高的五所高等中醫藥院校之一。 

（十六）雲南中醫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雲南中醫學院始建於 1960 年，占地總面積 140 餘畝。經

省政府批准，學院將整體搬遷到昆明大學園區，在 1,000 畝土

地上新建校區辦學。現有教學、科研設備總價值達 1,000 餘萬

元。圖書館藏書 24 萬餘冊。學院現有 1 個中藥標本館，其中

“神農本草經標本室”和“滇南本草標本室”爲全國中醫藥院校

獨有。 

    學院教育層次完整，以本科、碩士研究生教育爲主，兼

有專科、高職教育；分全日制教育、成人教育、民族醫藥教

育及對外教育等多種教育類型。學院設四院三部一系。擁有 4
所附屬醫院，2 所教學醫院、10 所實習醫院。現有 10 個研究

機構，8 個綜合性實驗室，2 個院級重點實驗室。有省級重點

學科 5 個。近 10 年來，全院取得科研成果 34 項。 

  全日制教育涵蓋醫學、理學、工學、管理學等多學科門

類。全日制教育設有 11 個專業及專業方向。 

  學院博士生導師 3 人、碩士生導師 54 名，教授 221 人，

副教授 33 人。大陸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 1 人，省級有突出

貢獻專家 3 人；享受大陸國家級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7 位；

享有雲南省名中醫、名譽名中醫稱號 6 人。建校以來，學校

已爲大陸國家培養了 10,000 餘名高級中醫藥人才，他們大多

數已成爲雲南省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管理等崗位上的

骨幹和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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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中醫學院具有接收外國留學生學歷教育資格和港澳

臺學生學歷教育資格，是雲南較早進行對外合作的高等院校

之一，也是全國較早在國外辦學的中醫藥院校之一。 

地址：雲南省昆明市關上雙橋路 201 號 
    雲南中醫學院外事辦公室 
郵編：650200   
電話：0871－7150983 
傳真：0871－7150983  
E -mail： yutcmwu@sina.com.cn 
網址：http://www.ynutcm.edu.cn 

2.國際培訓人數 

  學院先後接受了來自瑞典、美國、英國、法國、德國、

西班牙、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的留學

生 300 多人次。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學院通過國際、國內的互訪互聘等多種形式，積極加強

與國內外兄弟院校的交流與合作，在教學、科研、管理和資

訊等方面建立了廣泛的聯繫。1994 年 10 月，與西班牙聯合開

辦“中國·雲南—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中醫學院”；隨後與法國波

比尼大學醫學院合作開辦“歐洲中醫文憑教育培訓中心”；與

德國慕尼黑自然醫學研究院合作在德辦醫；與香港大學中醫

藥學院立互派學者等合作交流關係；與泰國宋卡王子大學、

泰南大學、曼谷潘雅醫院簽訂了多項合作協定；與美國美洲

國際中醫藥大學合作開辦“國際中醫學院”，培養外向型、國

際型、高素質複合型中醫藥人才。     

（十七）安徽中醫學院國際教育交流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安徽中醫學院創建於 1959 年，占地總面積 25 萬平方米，

校舍面積 20 萬平方米。 

    學校現有中醫臨床學院、針灸骨傷臨床學院、國際教育

交流學院等 10 個學院，2 所省級附屬中醫院，9 個中醫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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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機構和 80 餘家省內外臨床實踐教學基地。 

    學校現有本專科專業 33 個，基本形成以中醫中藥學科爲

主體，醫、藥、針、推、護、管、工、貿等多學科協調發展

的學科專業體系。現有全日制本專科生 7,500 人，碩士生 236
人，國外留學生 60 多人，各類繼續教育學生近 3,000 人。學

校現有教職工 864 人，教授 55 人，副教授 171 人，博導 5 人，

碩導 77 人。 

  承擔大陸國家級科研專案 12 項、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專案 12 項，其他省部級科研專案 57 項。獲省級以上科研獎

勵 8 項。《安徽中醫學院學報》向國內外發行，其影響因數、

總被引頻次在全國中醫院校學報中名列前茅。 

  1996 年，學校獲准招收國外留學生，2001 年，開始招收

碩士學位國外留學生。 

地址：合肥市梅山路 103 號（校本部）、 
合肥市史河路 45 號（西校區） 

網址：教育網：www.ahtcm.edu.cn 
電信網：www.ahtcm.com    

2.國際培訓人數 

  學校現有國外留學生 60 多人。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新安醫學文化館、中藥標本中心、藥用植物園、名醫堂、

古籍陳列部等每年接待外賓數千人次。學校對外交流與合

作。與境外締結的友好姊妹學校（單位）有 13 所。 

（十八）廣西中醫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廣西中醫學院創建於 1956 年，位於廣西首府南寧，占地

總面積 1,766 畝學。現設有基礎醫學院、第一臨床醫學院等

11 個二級學院，5 所附屬醫院，10 個研究所。擁有教師及專

業技術人員 1,600 多人，其中正高 81 人，副高 383 人，碩導

172 人，博導 6 人。設有中醫學、針灸推拿學等 18 個本科專

業，有 14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3 個博士培養協作點。學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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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藏書 70 萬冊。 

  此外，還是廣西開展留學生教育最早的高校之一，於 1984
年開始招收留學生，至今已爲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培養了中醫藥專業留學生，教育層次涵蓋了

本科生、研究生和進修生，在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具有較大的

影響。 

地址：中國廣西南寧市明秀路 179 號 
    廣西中醫學院外事辦公室 
郵編：530001 
電話：0771－3137401，3122127  
傳真：0771－3135812 
E-mail：wsb@gxtcmu.edu.cn，linzhongjin2000@yahoo.com.cn  

（十九）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創辦於 1959 年，占地面積 35 萬平方

米，建築面積 29 萬平方米。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現有教職工

2,212 人，正、副高級職稱 577 人，其中享受國務院、省政府

特殊津貼者 31 人，博導 43 人，碩導 171 人。有 7 所學院（基

礎醫學院、針灸推拿學院、國際教育學院等）、6 所附屬醫院、

有七年制本碩連讀的中醫學專業和 9 個普通本科專業。有大

陸國家級重點學科 2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 4
個。現擁有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 3 個一級學科，15
個博士學位授權點，20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具有中醫學、中

藥學 2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我校現有在校生 5102 人，其中

博士生 124 人，碩士生 422 人，本專科生 4,297 人，留學生

74 人。 

    我校自 1986 年就接收了來自美國的第一批留學生，至今

已有 17 年對外教育歷程。留學生教育也由最初的短期實習、

專題研修發展到短期研修、本科、碩士、博士多層次水準。 

地址：中國哈爾濱市動力區和平路 24 號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郵編：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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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51－82126902，82193621  
傳真：0451－82112786  
E-mail：hljutcm@yahoo.com.cn  
網址：www.hljucm.net 

2.國際培訓人數 

  接收來自美國 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加拿大、俄

羅斯、塔吉克斯坦、烏克蘭、日本、韓國、北朝鮮、新加坡、

馬來西亞、伊朗、以色列以及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等 18 個國

家和地區的留學生 4,000 餘人次。 

  在籍學生：本科、碩士、博士研究生、短期實習研修等

共計 74 人。分別來自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加拿大、俄羅

斯、美國、新加坡、伊朗、以色列、臺灣及香港地區。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與 32 個國外教育與研究機構建立了交流與合作關係。有

韓國東義大學、株式會社藥聖、臺灣天一中醫資訊技術研究

中心、美國現代中醫藥發展公司、香港健恒醫藥集團公司中

醫藥教育中心、俄羅斯中國文化、醫藥和科學技術中心、日

本明治藥科大學、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韓國海振教育開

發院、香港中國文化醫藥學院等。 

（二十）河北醫科大學中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河北醫科大學座落在華北平原，是由河北醫學院、河北

中醫學院、石家莊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於 1995 年合併組建的。

全校占地面積 1,123 畝，建築面積 73 萬平米，儀器設備總值

14,700 萬元，圖書館藏書 80 多萬冊。 

  設有 16 個學院、15 個本專科專業。建有基礎醫學、臨床

醫學、中西醫結合三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14 個學科具有博

士學位授予權。47 個學科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 

  全日制在校生 13,000 多人，成人教育註冊學生 2 萬多人，

另外還招收了 80 多名韓國、日本等國的留學生。 

  河北醫科大學師資力量較強，全校系統共有教職工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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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人。校區編制職工 2,197 人，高級職稱 550 多人，博導 83
人，碩導 618 人。其中工程院院士 1 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

貼的專家 112 人，省管優秀專家 13 人，有突出貢獻的大陸國

家和省級中青年專家 67 人。 

  河北醫科大學下設 6 所醫院。學校有一個大陸國家級重

點學科，9 個省級重點學科、6 個省級重點實驗室、7 個省級

研究所。全校年承擔科研課題近 200 項。此外還承辦編輯出

版 3 種大陸國家級和 8 種省級學術刊物。  

  河北省是醫藥學的發源地，歷史上名醫輩出。例如脈學

的創始人秦越人（扁鵲），以及後來的劉完素、李杲、張元素、

王好古、王清任、張錫純等等。 

  河北醫科大學中醫學院在河北醫科大學西校區，位於河

北省省會石家莊市西南高教區新石南路，河北醫科大學中醫

學院前身爲河北中醫學院，建院於 1958 年，是全國建校較早

的中醫高等院校。現有教職工 110 名，其中高級職稱 57 人。

享受大陸國家政府津貼專家 5 人，省管優秀專家 1 人，博導 3
人，碩導 23 人。學院設有 3 個系，開設有中醫、針推、中藥

3 個專業，在校學生 1,700 餘人。學院目前擁有 4 個大陸國家

級重點協作建設學科，3 個校級重點建設學科。近 3 年來，共

獲得 7 項省級科技進步獎，2 項省級教學成果獎。目前學院共

承擔政府資助課題 40 餘項，其中大陸國家級課題 1 項。 

  國際教育交流專案： 
  漢語（漢語短期、漢語長期）； 
  中醫（本科：中醫學、針灸推拿學、中藥學；碩士學位：

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學、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

臨床、中藥學；博士學位：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臨

床）。 
地 址：河北省石家莊市新石南路 326 號 

河北醫科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郵編：050091 
傳真：0311－3831950 
網址：www.hebmu.edu.cn   
E-mail：fanghebm@heinfo.net 

 



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4 冊 

 - 226 -

2.國際培訓人數 

  學院招收了 80 多名韓國、日本等國的留學生。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近年來，河北醫科大學已成爲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

窗口，學校先後與日本、韓國、美國、法國的十幾所醫學院

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比較密切的協作關係，聘請了 24 名外國

專家擔任學校的名譽職務，派出 400 多名專家教授出國講學

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與該校建立友好院校（所）關係的海外院校和科研機構：

日本信州大學、鳥取大學、日本松本齒科大學、日本名古屋

公衆醫學研究所、日本長野縣須阪病院、日本山梨縣國際交

流研究會事務局、馬里蘭州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日本大分

醫科大學、韓國慶山大學校、韓國圓光大學校、日本濱松醫

科大學、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醫學院、美國中華國際醫科大

學、瑞典 Karalinska 骨科研究所、日本香川大學醫學部、印

度尼西亞瑪拉納達大學、愛爾蘭歐洲教育學院、美國庫克學

院、俄羅斯聖彼得堡梅師尼科夫醫科大學、韓國全州大學校

醫科大學等。 

（二十一）山東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山東中醫藥大學創建於 1958 年，占地 220 畝，建築面積

16 萬平方米，設備總值 4841 萬元，館藏圖書 83 萬冊(其中電

子圖書 32 萬冊)。 

  學校現設有基礎醫學院、藥學院、針灸推拿學院、國際

教育學院等 9 個學院。現擁有中醫基礎理論和中醫醫史文獻

2 個大陸國家級重點學科，另 2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

點建設專科，4 個三級實驗室。 

  學校現有教職醫護員工 3,340 人，其中校本部 904 人。

有專任教師 467 人，終身教授 2 人，博導 38 人、碩導 204 人，

高級職稱 600 多人。有 36 位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學校擁有較完備的教育層次。有中醫學和中藥學 2 個博

士後科研流動站，9 個博士學位授予點，19 個碩士學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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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現設有 14 個本科專業，29 個專業方向。 

  有 2 所直屬附屬醫院。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8049 人，其

中普通本專科生7,052人，研究生743人。各類在校生近14,000
人。 

  1991 年以來榮獲大陸國家科技進步獎、大陸國家發明獎

等大陸國家級科技獎勵 6 項，獲部、省、廳級科技獎勵 237
項，有 60 餘項科研成果得到轉化。現承擔大陸國家級重大科

研專案 2 項、大陸國家級課題 14 項、省部級課題 44 項。主

辦《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山東中醫雜誌》等雜誌。   

  國際教育學院是學校面向海外的中醫藥教育機構。國際

教育學院大樓位於校園內，集教學、辦公、食宿、娛樂爲一

體,可提供良好的教學條件和生活環境。常年接收各種學歷層

次、中醫藥各學科的外國留學生和台港澳學生可以用英語、

日語、韓語等多種語言爲留學生提供教學服務。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經十路 53 號 
郵編：250014 
電話：0531－2613221 
傳真：0531－2613221 
網址：www.sdutcm-iec.com 
E-mail：sutcm@public.jn.sd.cn 

2.國際培訓人數 

  現有本科以上學生 194 人。每年招收各類短期學習和進

修生 100 餘人。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先後與日本、韓國、德國、英國、澳大利亞及東南亞等

國家和地區的十餘所大學建立並保持長期友好合作關係。與

德國、英國的有關醫療機構聯合在國外辦醫，經教育部批准

與馬來西亞中醫學院聯辦 7 年制本碩連讀班。留學生規模位

居省內院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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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遼寧中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國際交流合作處 

1.培訓中心現況 

  遼寧中醫學院創建於 1958 年，占地 807 畝，建築面積

32 萬平方米，設備總值 5,328 萬元；在校生 5,650 人，其中

在校本科生 5,074 人（含留學生 386 人），碩士生 469 人，博

士生 107 人，博士後科研流動站進站人員 4 人，圖書館藏書

61.6 萬冊。  

  有 3 所直屬附屬醫院和 4 所非直屬附屬醫院，均爲全國

三級甲等醫院；直屬附屬醫院擁有局級重點專科、專病醫療

中心 5 個，省級重點專科、專病醫療中心 11 個。 

  學校設有基礎醫學院、第一臨床學院、第二臨床學院、

第三臨床學院、針灸推拿學院、國際教育學院等 13 個二級學

院；擁有 1 個中醫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6 個博士學位授權

學科，17 個碩士學位授權學科，4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重點學科，2 個大陸國家級重點實驗室，5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

管理局科研三級實驗室。 

  學校現有教職工 4,210 人，其中專任教師 627 人，高級

職稱 400 人。 

  2000 年以來，學校承擔了 298 項科技專案，承擔大陸國

家科技部的科技攻關、新藥基金和大陸國家自然基金專案 33
項，國際合作專案 4 項，共 49 項獲獎成果；12 項發明專利。  

    遼寧中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國際交流合作處是遼寧中醫

學院執行涉外政策、協調國際交流下合作事物的職能部門的

辦事機構，其主要職責是：起草全院國際合作工作的發展規

劃；爲院系的教學、科研和國際學術交流提供資訊和聯繫服

務；外國留學生的歸口管理，包括發展規劃的制訂、招生、

外事和教學管理、生活服務；境外辦學的聯絡、審核和報批

等。 

2.國際培訓人數 

  在校留學生 36 人。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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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先後與美國、日本、義大利、澳大利亞、韓國、紐

西蘭、俄羅斯等 20 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醫院或學術團體建

立了友好合作關係。學校與日本的慶應大學，韓國的慶熙大

學、大田大學、東新大學，美國的西南密蘇西裏州大學等結

成友好院校，並在日本建立了兩所分校；學校在義大利建立

了長期醫療合作點，在澳大利亞與維多利亞大學建立了合作

辦學關係，在美國與南加州中醫學院聯合辦學。 

（二十三）江西中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江西中醫學院創辦於 1959 年，校園占地面積 2,308 畝，

居全國中醫院校之首。建築面積 35 萬平方米，教學、科研儀

器設備總值 7,674 萬元，設中醫系、針灸骨傷系、中藥系、

國際教育學院、科技學院等 15 個教學機構，擁有 1 個大陸國

家工程研究中心、1 個大陸國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 個博士

後科研工作站以及 7 所附屬醫院。 

  學院校本部教職工 812 人，有博導 13 人，碩導 209 人，

有 70 人獲國務院特殊津貼。近三年來，該院共承擔科研課題

317 項，其中大陸國家級課題 27 項，省部級課題 129 項。 

  學院現有 19 個碩士學位授予點，25 個本科專業，2 個大

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8 個省級重點學科。 

  學院是大陸國家教育部首批確認的有資格接受外國留學

生和港、澳、台學生的高等院校。招收有美、日、韓等 10 個

國家的留學生和港、澳、臺地區的本科學生。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灣裏區雲灣路 18 號 

郵  編：330004  

電  話：0791－7119528，7119529  

網  址：www.jxtcmi.com 

E-mail：zjb@jxtcmi.com 

2.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與美國、法國、比利時、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國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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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教育機構建立了合作辦學關係。2003 年 9 月，經教育部

批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了“江西中醫學院香港教學中

心”。  

（二十四）長春中醫學院國際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長春中醫學院始建於 1958 年，占地面積 850 畝，總建築

面積 26 萬平方米。 

    學校設有基礎教學部、中醫系、藥學院、針灸推拿學院、

國際學院等 11 個教學單位，有 2 所直屬三級甲等附屬醫院，

5 所非隸屬關係附屬醫院，10 所專科專病醫院，11 個研究所，

69 個教學實習基地。 

    現有教職工 1,545 人，具有高級職稱人員 430 人。博導

13 人，碩導 85 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33 人。全日制在校

學生總數 7,618 人，其中本科生 4,784 人，博士、碩士研究生

457 人，留學生 164 人。 

    學校現設有 13 個本科專業和 3 個專業方向，擁有博士授

權一級學科 1 個（中藥學），博士授權二級學科 1 個（中醫內

科學），碩士學位授予權學科 17 個。現有 1 個大陸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重點學科，5 個省級重點學科。5 年來，獲省優秀教

學成果獎 51 項。  

  學校現有儀器設備總值 8,250 萬元，館藏圖書 68 萬冊。

出版並發行《吉林中醫藥》、《長春中醫學院學報》2 種學術

刊物。 

    學校現有 1 個大陸國家科技部規範化中藥藥理實驗室，5
個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三級實驗室，1 個博士後科研工作

站。近 5 年，學校承擔大陸國家級科研專案 24 項，承擔大陸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課題 42 項，獲省部級以上科技進步獎 31
項。 

    學校擁有一支英、韓、日、俄語較強的學術隊伍，與許

多國家和地區開展了較爲頻繁的中醫藥交流與合作。 

地址：長春市淨月潭旅遊經濟開發區博碩路 10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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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編：130117 

2.國際培訓人數 

  留學生教育層次齊全，共培養了 11 屆本科生和研究生，

培訓各類短期留學人員千餘人，留學生工作發展到七個國家

及一個地區。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先後與 6 所國外院校建立姊妹校關係。在美、日、韓等

國建立了駐外辦事處。聘請了國外客座教授 35 名。近年來共

召開了 8 次中醫藥國際學術會議，簽定了科學研究合同 18
項。幾年來，先後有美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 20 餘個國

家和地區的學者、友人相繼來校訪問。   

（二十五）貴陽中醫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貴陽中醫學院創建於 1965 年，占地 120 畝，擁有建築面

積 8 萬平方米。由院本部、第一附屬醫院、第二附屬醫院三

大部分組成。共有職工 1,700 餘人，院本部有在職職工 627
人，其中高級職稱 130 人，中級職稱 212 人。設有醫學系、

針灸系、骨傷系、基礎部、社科部、臨床醫學一部、臨床醫

學二部、成人教育、微量元素研究所、骨傷研究所、實驗動

物研究所、血液病研究所、科技開發中心、實驗藥廠、印刷

廠等教學、科研、生産機構及各種實驗室、語音室、電教室、

微電腦室等教學輔助機構。藏書 30 萬冊。2 所附屬醫院。學

院作爲貴州省中醫藥科研中心基地之一，科研力量雄厚。面

向全國出版了《貴陽中醫學院學報》、《微量元素與健康研究》

正式期刊。承擔各級各類科研專案，部分成果先後獲省、部

級科技成果獎。 

  學院現有 11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可向國內外招收碩士研

究生，從 2001 年起與中國中醫研究院聯合培養中藥學、中醫

骨傷科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可向港、澳、臺地區招收碩士研

究生。 

地址：中國貴州省貴陽市市東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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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編：550002 
電話：0851－5928633 
傳真：0851－5926551 

2.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學院先後多次選派專家學者、中青年骨幹參加大陸國家

援外醫療隊並赴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

大等國訪問、講學與交流。先後有來自歐美、日本等國的團

體、個人來學院參觀、交流和任教。與港、澳、臺地區之間

的學術交流更加密切。 

（二十六）山西中醫學院國際教育中心 

1.培訓中心現況 

  山西中醫學院 1989 年成立，是全國最年輕的高等中醫藥

院校，占地 20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3 萬平方米。 

  學院現有研究生、本科生、留學生等各類全日制在校生

7,000 餘人。學院師資力量雄厚，現有專任教師 407 人，其中

半數以上具有副高以上職稱。學院設有中醫一系、中醫二系、

針推系、國際教育中心等 15 個教學單位，6 個研究所，3 所

附屬醫院。學院圖書館藏書 22 萬冊。 

  五年來共中標省級以上課題 48 項。其中獲省科技進步獎

1 項。 

  山西中醫學院國際教育中心正式成立於 2003 年，下設公

共英語教研室、醫學英語教研室等部門，擁有多名專家、教

授，師資隊伍力量雄厚，素質過硬。負責留學生教育工作和

中醫學醫學英語方向教學工作，承擔全院研究生、本專科生

的公共英語教學任務。近年來，國際教育中心多次接待國外

留學生，爲他們提供了滿意的住宿和學習環境。  

地址：山西太原晉祠路 169 號  山西中醫學院國際教育中心 
郵編：030024 
電話：0351－2272240 
傳真：0351－2272240 
網址：www.sxt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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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xgjzx88@yahoo.com.cn 
2.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已連續五年成功舉辦了“國際針灸培訓班”，得到了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數百餘名外國學者以及大陸國家經貿委的高度

評價。 

（二十七）海南醫學院中醫學系 

1.培訓中心現況 

    中醫學系成立於 2001 年。現設有二個本科專業，中醫臨

床本科和中西醫結合臨床本科。教師 18 名，其中正高 2 名，

副高 9 名。海南醫學院圖書館有圖書 14 萬餘冊，外文圖書

1.55 萬冊。 

實習基地有： 
  海南醫學院附屬醫院、海南省中醫院、海南省人民醫院、

海口市中醫院、瓊海市中醫院等五家醫院。 

目前開展的研究有： 
  肝病研究、抗骨質增生研究、風濕病研究、子午流注針

灸法研究、面癱和脫髮研究。 

  每年都有進修生和實習生近 100 人，有本省的也有國外

的進修生。 

（二十八）寧夏醫學院中醫系 

1.培訓中心現況 

  寧夏醫學院位於創建於 1958 年，占地 455 畝，建築面積

14 萬平方米。 

  學院設有基礎學院、臨床學院、中醫學院等 11 個二級學

院，有 7 個科學研究機構。在辦學層次上，有研究生、本科、

專科 3 個辦學層次，並招收外國留學生。學院現有教職工 811
人，其中教授 87 人，副教授 339 人。有“全國突出貢獻的中

青年專家”1 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 32 人。 

    學院現有全日制在校學生 7,500 餘人。建院以來，已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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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學生 20,812 人。  

    1986 年建立中醫系。2004 年中醫消化病學被大陸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遴選爲西部地區重點建設學科。1978 年學院開始

招收研究生，現有在校研究生 364 名。學院目前擁有附屬醫

院 2 所（直屬附屬醫院和銀川市第一人民醫院），教學醫院 4
所。設有 3 個本科專業，1 個專科專業。共有教授 12 人，副

教授 18 人。先後承擔了各級各類科研課題 29 項。 

  中醫系十分重視首次外國留學生的中醫教育。無論在教

材選擇、課時計畫方面，還是教師的配備方面，都做了精心、

合理的安排。 

地址：銀川市新市區文萃北路 
電話：0951－2077800－209 
郵編：750021 

2.國際培訓人數 

  中醫系首次招收德國留學生一人。 

（二十九）內蒙古醫學院中蒙醫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大陸第一所中蒙醫學院—內蒙古中蒙醫學院 2004年 9月
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所專門培養中、蒙醫學結合方面中

高級人才的院校。 

  中蒙醫學院隸屬於內蒙古醫學院，其前身內蒙古醫學院

中蒙醫學系，是中國西醫院校中設置民族醫學專業最早的院

系，也是內蒙古乃至全國培養中蒙醫藥中高級人才的主要教

學基地。 

  中蒙醫學系始建於 1958 年，建系之初只有中醫和蒙醫 2
個專業，目前已發展到 3 個系，4 個本科專業，16 個教研室，

中蒙醫專業教師 70 餘名，在校生近千名。 



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4 冊 

 - 235 -

（三十）新疆醫科大學中醫學院 

1.培訓中心現況 

  新疆醫科大學位於烏魯木齊市，座落在風景秀麗的鯉魚

山腳下，1998 年，經大陸教育部批准由原新疆醫學院和原新

疆中醫學院合併成立。 

  全校占地面積 2,473 畝，建築面積 62 萬平方米，設備總

價 10.2 億元；藏書 41 萬冊；學校教職工 5,432 人，其中專業

技術人員 4,404 人，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人員 784 人，博

導 27 名，碩導 259 名。全校有 41 名專家享受大陸國家政府

特殊津貼。現有各類在校生 15,192 名，其中博士、碩士研究

生 802 名；普通本、專科生 6,735 名；外國留學生 87 人。 

  新疆醫科大學現設有十三個學院，兩部，四系，四所附

屬醫療機構。擁有臨床醫學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 1 個，博

士學位點 3 個，碩士學位點 66 個。目前正在進行的省廳級以

上科研專案有 72 項。 

  新疆醫科大學到今天的 57 年歷程中，已累計爲社會培養

了各級各類醫藥專門人才 37,693 名，其中普通本專科生

13,240 名，碩士生 1,176 名，博士生 90 名。 

地址：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新醫路 8 號 
電話：0991－4362325  
傳真：0991－4361554 
網址：www.xjmu.edu.cn/index.htm 

2.國際培訓人數 

  現有在校外國留學生 87 人。 

3.科技合作及技術輸出（交流） 

  學校已連通互聯網和教育科研網，並開通了輻射全疆的

衛生部衛生衛星網和上海遠端醫學教育網，目前正同美國

3CX 公司開展教學網路課件製作和網路課程學習方面的合

作。學校同美、英、法、日、俄、哈薩克斯坦等 17 個國家的

大學或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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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培養中醫藥國際人才之實施方案 

（一）國際人才培養的重要性 

  人才是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基礎。人才戰略的目標是構

建一支富有創新能力和協作精神、年齡結構合理、精通外語和

中醫藥專業知識的複合人才、跨領域的高級經營管理人才、熟

悉國內外專利及藥品註冊法規的專門人才，包括國際上知名的

中醫藥科學家在內的高素質的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人才隊

伍。 

（二）提高中醫藥國際教育水準和品質 

  支援中國中醫藥教育機構發揮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源優

勢，配合教育部門擴大接收來中國學習中醫藥的留學生的規

模，提高受教育的層次。鼓勵中醫藥教育機構在海外合作舉辦

各級各類中醫藥教育，特別是開展當地政府認可的學歷教育，

組織學術機構編譯國際適用的中醫藥教材，提高中醫藥國際教

育水準和品質。 

（三）培養一批合格的國際型中醫藥人才隊伍 

  面向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事業需求，培養一批合格的

國際型中醫藥人才隊伍。要充分認識培養國際型中醫藥人才、

造就一大批合格的國際型中醫藥人才隊伍的重要性和緊迫

性，從工作需要和事業長遠發展需求出發，積極利用中醫藥院

校、科研機構和其他相關教育機構的力量，對中醫藥管理幹

部、專業技術人員等進行有關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業務、當

代科技發展以及國際合作規則和法律法規等的培訓，同時注重

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中，在中醫藥臨床、教育、科研、

生産、貿易等實踐中培養人才。鼓勵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大力

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借鑒國外在人事制度方面

先進的管理經驗，建立有利於人才成長的運行機制與環境。要

把吸引、培訓人才與使用人才相結合，爲人才充分發揮聰明才

幹提供機會和舞臺，創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用人機制，營造

實施人才戰略的體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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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視海外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改革開放後一大批奔赴海外求學、創業的中醫藥專家群體

也是重要的人才資源，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中更具有

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要創新引進人才工作機制，吸引和用好

一切有利於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事業發展的海外專家，共同

發展中醫藥事業。 

（五）鼓勵中國中醫藥教育機構在海外辦教育 

  在重點支援中國中醫藥機構發揮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源優

勢，擴大接收來華中醫藥留學生的規模，提高受教育的層次的

同時，也要鼓勵中國中醫藥教育機構在海外辦學，特別是建立

當地政府認可的中醫藥學歷教育。協助、支援海外中醫藥人員

在世界各地主辦的中醫藥教育機構。編譯適合世界各地的中醫

藥教材。要加強管理，提高辦學品質。 

四、大陸各單位舉辦或參加國際傳統醫學學會及研討會之情
形 

（一）2004年統計 

  根據不完全統計，2004 年度，中外共有 256,822 人蔘加大

陸各單位舉辦或世界各國（地區）舉辦的國際傳統醫學學會及

研討會。（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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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04 年大陸各單位舉辦或參加國際傳統醫學學會及研討會之情形 

會 議 名 稱 
舉  辦 
時間地點 

主 辦 單 位 與 會 人 數 

2004 成都中醫

藥國際博覽會 
2004年 4月 24
日成都 

國家科技部、衛生部、

食 品 藥 品監 督 管理

局、中醫藥管理局和中

國科學院共同支援，四

川省人民政府主辦、成

都市人民政府承辦。 

15000 多人參會。 

第四次亞洲藥

品註冊會議 
2004 年北京 

國 際 制 藥商 聯 合會

（IFPMA）和國家食品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局

（SFDA）中國醫藥國

際交流中心聯合主辦 

來自亞洲各國及地區藥品

管理當局的政府官員和醫

藥工業界人士共 200 多人 

世界自然醫學

大會 
2004 年 5 月泰

國清邁市 

聯合國國際交流醫科

大學、國際自然科學

院、泰國拉芒卡拉大

學、泰國衛生部和泰國

旅遊局等共同舉辦 

中國中醫研究院楊玉峰等

20 多位中國醫藥學者及

1200 多名來自各國的自然

醫學專家參加。 

2004 當代國際

醫藥管理與研

發論壇 

2004 年 5 月天

津 

中國醫藥國際交流中

心、美國華人醫藥科學

家協會主辦 

來自全國各地的醫藥企

業、科研單位的 200 多名

代表參加。 

2004 世界制藥

原料中國展天

津論壇 

2004 年 6 月

天津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

口商會主辦，天津中

新藥業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承辦 

來自中國、美國、加拿

大、澳大利亞、瑞士、義

大利等 18 個國家和地區

的 300 多位元專家學者出

席。 

2004 年澳門中

醫藥學術研討

會 

2004年 8月 27
－31 日澳門 

澳門衛生局與局台港

澳交流中心共同舉辦 

來自世界各地的中醫藥專

家、學者、衛生部門代表 250
餘名。 

首屆（2004）堪

培拉國際中醫

藥論壇 

2004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堪培

拉 

由雲南中醫學院與澳

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澳

大利亞國立大學、澳大

利亞堪培拉理工學院

及 中 國 遼寧 中 醫學

院、南京中醫藥大學同

共發起。 

近百名專家、學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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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舉  辦 
時間地點 

主 辦 單 位 與 會 人 數 

21 世紀醫藥國

際學術大會暨

2004 上海國際

生物技術與醫

藥研討會 

2004年 7月 24
－27 日上海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

科學院、上海市現代生

物醫藥産業辦公室、美

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

生技醫藥分會共同主

辦 

近 200 名中外專家與會。 

2004 國際現代

化中醫藥及健

康産品展覽會

暨會議 

2004年 8月 12
日至 13 日香

港 

香港貿易發展局與現

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合作 

來自中國內地、香港、臺灣

以及澳大利亞、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美

國等地 172 家公司參展。

232,000 人出席。 

第六屆國際高

原醫學大會暨

第五屆中華醫

學會高原醫學

分會年會 

2004年 8月 12
日至 19 日西

寧市、拉薩市 
 

來自美國、日本、英國、法

國、加拿大、秘魯等 23 個

國家的160多名外國知名專

家和國內230多名高原醫學

及相關醫學領域的專家學

者參加。 
第 20 屆全國（亳

州）中醫藥交易

會暨首屆中醫

藥博覽會 

2004 年 9 月 7
－10 日亳州 

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國

國 際 貿 易促 進 委員

會、中國中藥協會聯合

主辦。 

來自國內外的 3280 名嘉賓

參加。 

第五屆國際天

然藥物大會 
2004 年 9 月瀋

陽 
遼寧中醫學院 

來自美國、日本、韓國、新

加坡等國的 40 多名天然藥

物專家以及中國200多名中

醫藥專家出席。 

首屆草藥協調

國際論壇 
2004 年 9 月上

海 
 

來自中、日、韓、美、法等

國家和地區的100多位元專

家出席。 

國際中醫藥學

術交流會 
2004 年天津 

中國傳統醫藥國際學

院 

來自德國、日本、美國、韓

國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近

100 名專家參加。 
2004 南京國際

中醫藥論壇暨

第二屆世界中

醫藥大會 

2004 年 10 月

20 日南京 

南京中醫藥大學與澳

洲墨爾本理工大學共

同舉辦 

來自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近 500 名境內外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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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舉  辦 
時間地點 

主 辦 單 位 與 會 人 數 

第六屆世界針

灸學會聯合會

會員大會暨學

術大會 

2004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2
日澳洲布裏斯

班 

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

針聯總部聯合舉辦 

來自 40 多個國家逾 800 名

針灸界、中醫藥界代表出

席。 

第三屆國際傳

統醫藥大會（北

京 2004） 

2004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

北京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世

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

來自世界 33 個國家和地區

的 2000 多名代表出席。 

鄧鐵濤學術思

想國際研討會 
2004 年 11 月

18 日廣州 
 

來自 12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300 名出席。 

2004 級留學生

開學典禮 
2004年 11月 8
日江西 

江西中醫學院 
來自尼泊爾和印度的202名
留學生等。 

中華醫藥國際

合作研討會 
2004 年 12 月

澳門 

澳門基金會資助，澳門

大學、北京大學、香港

科技大學、康橋大學、

哈佛大學醫學院聯合

主辦。 

來自中國、英國、美國以及

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

50 餘名專家學者出席。 

首屆中國整脊

學學術交流大

會 

2004 年 11 月

27－28 日北京 

中 華 中 醫藥 學 會主

辦、北京光明骨傷醫院

承辦。 

來自澳大利亞、美國、馬來

西亞、新加坡以及中國香

港、臺灣等地的代表 210 餘

人蔘加。 
第五屆東華三

院王定一中西

醫藥治療研討

會 

2004 年 11 月

29 日－30 日

香港 

香港東華三院、香港中

文大學和中國中醫研

究院聯合主辦。 
100 多名專家學者出席。 

世界中醫藥學

會聯合會美容

專業委員會成

立大會 

2004 年 12 月

12 日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

會 

來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名會

員出席。 
 

世中聯內科腎

臟病專業委員

會成立大會 
2004 年 12 月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

會 
來自海內外的100餘名腎臟

病專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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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5年上半年統計 

  根據不完全統計，2005 年上半年，中外共有 1000 人左右

參加大陸各單位舉辦或世界各國（地區）舉辦的國際傳統醫學

學會及研討會。（見下表） 

 

表二、2005 年上半年大陸各單位舉辦或參加國際傳統醫學學會及研討會之情形 

會 議 名 稱 
舉  辦 
時間地點 

主 辦 單 位 與 會 人 數 

2005ISCM 國際

中醫藥學術會議 
2005 年 4 月 1
日澳門 

國際中醫藥學會 
（ＩＳＣＭ）。 

來自亞洲、大洋洲、北美洲

及歐洲的近100名中醫藥界

的專家、學者出席。 

第一屆東方醫藥

學術研討會 
2005 年 4 月 18
日－20 日大邱

北京中醫藥大學、韓

國大邱韓醫科大學、

日本富山醫科大學共

同主辦。 

中方 4 人。 

第 76 屆國醫節 
2005 年 3 月 12
日美國 

 700 位中醫藥界人士 

第二屆中俄藥學

論壇 

2005 年 5 月俄

羅斯布拉戈維

申斯克市 
阿穆爾國立醫學院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的 14 名

教授。 

中華養生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05 年 5 月 25
日青島 

青島市嶗山文化研究

會 

來自國內的中醫專家、養生

學者、高道與名僧以及德

國、法國、荷蘭、義大利等

國的人士出席。 

一體化醫學研討

會 
2005 年 6 月 18
日－20 日北京

由世界自然醫學基金

會主席兼國際交流醫

科大學執行校長于海

若博士主持。 

約190名中西醫結合專家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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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陸中醫藥英文版教材書目 

表三、大陸中醫藥英文版教材書目 

序 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年代 備註 

1 英漢對照－中醫骨傷科學 黃桂成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2 英漢對照－中藥學 唐德才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3 英漢對照－中醫兒科學 汪受傳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4 英漢對照－中醫婦科學 談 勇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5 英漢對照－中醫眼科學 丁淑華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6 英漢對照－中國針灸  趙京生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7 英漢對照－中醫外科學 翟亞春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8 英漢對照－中醫內科學 汪 悅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9 英漢對照－中醫養生康復學 王旭東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10 英漢對照－方劑學 樊巧玲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11 英漢對照－中醫診斷學 王魯芬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12 英漢對照－中醫耳鼻喉科學 嚴道南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13 英漢對照－中國推拿 金宏柱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14 英漢對照－中醫基礎理論 吳昌國 上海中醫藥出版社 2002  

15 推拿手法圖解(漢英對照) 沈國權 上海科技 2002  

16 
中醫骨傷科治療手法圖解(漢
英對照) 

韋貴康 上海科技 2002  

17 針刺手法圖解(漢英對照) 劉 炎 上海科技 2002  

18 漢英對照金匱要略 
阮繼源 
張光霽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3  

19 方劑學（英文版） 劉持年 科學出版 2000  

20 人體解剖學（英文版） 嚴振國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04  

21 針灸學(英文版) 母建華    

22 (英漢對照)中國養生康復學 王旭東
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

社 
2003  

23 
(英漢對照) 新世紀漢英中醫

辭典 
左言富 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4  

24 
(英漢對照) 新編實用中醫文

庫 
左言富

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

社 
2003  

25 （英漢對照）中藥學 唐德才
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

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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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外國進

修生教材方劑學 
楊育周 人民衛士出版社 2001  

27 
推拿學（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

外國進修生教材） 
張義勝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2 30.5元

28 中醫中藥教材第一卷:英文 
國家中

醫藥管

理局 
新世界出版社 1996  

29 中醫中藥教材第二卷:英文 
國家中

醫藥管

理局 
新世界出版社 1997  

30 中醫中藥教材第三卷:英文 
國家中

醫藥管

理局 
新世界出版社   

31 中醫中藥教材第四卷:英文 
國家中

醫藥管

理局 
新世界出版社   

32 中國中成藥(英文版) 陳可冀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  

33 《天然藥物化學實驗與指導》  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03  

34 中醫基礎理論（英文版） 
耿俊英 
蘇志紅

新世界出版社 1996  

35 
《高等中醫藥院校外國進修

生教材．方劑學》 
李 飛 人民衛生出版社   

36 簡明中醫內科學（英漢對照）  江蘇科技出版社 2004  

37 
現代高級中國針灸治療學（英

文） 
 新世界出版社 2000  

38 實用中醫方劑（英文版）  新世界出版社   

39 漢英對照獨穴針灸療法 劉 昭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5  

40 中醫舌診圖譜（中英對照） 丁成華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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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藥方劑及中藥材之英譯名之參考資料或書籍 
表四、中藥、方劑及中藥材之英譯名之參考資料或書籍 

序 號 書  名 作者 出 版 社 年代 備 註 

1 《藥學名詞》 

全國科
學技術
名詞審
定委員
會 

科學出版社 1999 
附英漢和
漢英索引
/定價 35
元 

2 《中醫藥基本名詞》  科學出版社   

3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英
文版—部) 

國家藥
典編委
會 

化學工業出版社 2000  

4 中醫藥常用名詞術語英譯 謝竹藩 中國中醫藥出版
社  

含中藥與
方 劑
1221 條 

5 《漢英（拉）中藥名稱及鑒
別加工術語詞典》 胡本祥 學苑出版社 1993  

6 
《中藥藥理與臨床》雜誌英
文 版 《 Chinese Journal of 
Herbal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aties》 

 中國科學技術出
版社   

7 英文版《中藥》  英國 Ashgate 出版
社 1999  

8 新編漢英中醫藥分類辭典 謝竹藩
等 外文出版社   

9 《實用英文中醫辭典》 馮曄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2  

10 《香港中藥材圖鑒》英文版 趙振中 浸大中醫藥學院
出版 2004 港幣 428

元 

11 中醫藥學臨床驗案範例（英
文版）  新世界出版社 2001  

12 實用中草藥（英文版）  新世界出版社 1998  
13 中國甘草（英文版）  科學出版社 2004  

14 中醫英語 劉毅，
徐江 

天津科技翻譯出
版公司 2002  

15 中醫英語翻譯技巧 李照國 人民衛生出版社   
16 新世紀漢英中醫辭典 左言富 人民軍醫出版社  112 元 

17 實用中醫方劑（英）  中國圖書進出口
總公司  39 元 

18 漢英常用中醫處方手冊  中國圖書進出口
總公司  210 元 

19 中醫方劑基礎  中國圖書進出口
總公司  76 元 

20 中國藥材資源地圖集(外文
版)    1200 元 

21 中國中藥資料庫 英文版  中國中醫研究院   
22 中國藥學文獻資料庫  中國中醫研究院   

23 中國中醫藥文獻資料庫  英
文版  中國中醫研究院   

24 《漢英（拉）中藥名稱及鑒
別加工術語詞典》 胡本祥 學苑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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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香港在中醫藥國際化之推動情形及政策 

  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香港中醫藥界先後出現多件令人矚目的事

件，一是全港中醫師公會聯合會成立，象徵港九中醫藥界正加緊團結，

爲爭取中醫藥專業地位向前跨進了一步；二是香港中醫學會成立給中

醫藥界帶來新的希望；三是國際中醫藥學術研討會在香港首次召開，

這些都是令人振奮的事情。根據香港的地域、經濟影響以及傳統市場，

香港一直是全國中藥集散出口的重要基地，回歸後的香港在中國中藥

出口創匯中起到關鍵性作用；另外，由於香港的高科技優勢及資金優

勢，其中醫藥學術研究也將成爲國內中醫藥領域的有力補充，對促進

中醫中藥走向世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002 年 9 月 2 日，由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港澳臺合作交流中心、

中國中醫藥科學院共同主辦的“香港中醫藥展暨食療旅遊論壇”，邀請

了內地、香港中醫藥等各界人士近 200 人蔘加，以展示中藥精品，探

討中醫藥走向世界的途徑爲主題，借助旅遊、展覽、講座等多種活動，

實施中醫藥全球推廣戰略。 

  香港中醫藥科學院已確定了以內地爲基地，以香港爲櫥窗，以世

界爲市場，促進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方針。其具體措施是：以經濟發展

快，人口密度高的地區爲重點，逐步輻射拓展；以文化交流爲先導，

採取醫療、貿易、培訓的經營方針，全方位加深海外對中醫藥的瞭解；

聯合國內外先進的中醫藥科研、醫療教學、經營、生産技術和人員，

建立一個集中醫、中藥、保健、養生於一體的中國中醫藥展銷中心。  

  中醫藥一直廣爲香港市民所接受。特別是香港回歸後，中醫藥得

到了長足的發展。香港政府特首董建華在其 1997-1998 年施政報告中，

提出了把香港發展爲國際中醫藥中心的構想。爲實踐這個理想，特區

政府推出了包括成立法律規管架構，設立良好的教育和培訓系統及促

進科研發展等多項措施，在公共醫護架構內增設中醫藥服務，並積極

推動中醫藥産業發展。1997 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了關於加強和促進中

醫藥的規範管理及發展的設想，並規劃了綜合發展藍圖。1999 年特區

政府制定了《中醫藥條例》，並獲立法會通過。根據《中醫藥條例》

香港成立了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並制定和出臺附屬條例。該條例中對

中醫註冊進行了嚴格的規範，規定香港所有中醫師必須註冊。從事批

發及零售中藥材的個人或團體需進行資格審定，合格者方可獲取營業

執照。同時，特區政府加強對中藥材、中成藥規範的管理，要求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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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具備安全性，必須符合品質和療效標準，並對生産商、批發商、

進口商實施一系列的監督檢查措施。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以保障中醫中藥健康發展及確定其應有的地位。此外，特區政府通過

辦巡迴展覽、發放健康教育宣傳單、設立電話熱線和中醫藥管理委員

會網頁，以及借助媒體等多種形式推廣中醫理念，宣傳中醫藥療效，

加大對中醫中藥的推廣和宣傳力度。通過上述努力，近年來香港的中

醫藥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衛生署下一步要做的工作：一是繼續加強

有關中醫藥的規範和管理工作；二是抓緊研究制定常用中藥材標準，

目前是進一步規範和管理中醫專業水準，提供優質安全和有療效的中

藥；三是設立藥物不良反應的監控制度；四是加大對循證醫學臨床研

究的支援力度，以循證醫學驗證爲基礎，逐步提高醫生的醫療水準；

五是推動産業發展和保護知識産權，積極培養中醫藥的專業人才，建

立國際化的中醫藥診療，邀請經驗豐富的老中醫來香港服務，把內地

科研技術商品化，促進中藥貿易的發展；六是加強地區及國際合作。

地區合作主要是指國內合作，包括與國內有關單位在科研、教育、産

業方面的合作；國際合作，包括與學校、研究機構的合作。通過合作

交流，加快發展，把中醫藥這個瑰寶推向全世界。 

香港各院校積極培訓中醫藥人才 

  爲了推動香港成爲國際中醫藥中心，香港各主要院校目前正積極

展開中醫藥人才培訓和科研探索工作。自香港特區政府 1998 年撥款支

援香港浸會大學開辦全港首個學士學位中醫學理課程以來，在特區政

府的支援下，至 2004 年，香港共有 3 家大學開辦有關課程。除浸會大

學的中醫學理課程外，還有香港大學的中醫藥藥劑學士及中醫藥學士

學位課程、香港中文大學的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理學士學位課程。愈

來愈多的學子報考這些課程，希望將來能夠成爲註冊中醫。 
  特區職業訓練局在 2000 年開辦了關於中醫配劑及製造的高級文

憑課程；雇員再培訓局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也合作開辦《中藥初

級配劑員證書》課程。此外，浸會大學及香港大學均以自資形式合辦

中藥配劑的課程，每年招生超過 135 人。這些課程對提升香港中醫藥

業的整體專業水準起到很大作用。 
  香港的各院校還紛紛設立有關中醫藥的研究中心。香港大學爲了

統籌教學及科研工作而設立了中醫藥學院；香港浸會大學早在 1997 年

已成立中醫藥研究所，全力發展中醫藥教育及科研，其後還成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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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藥及天然藥物學會，對研究中草藥進一步分工；香港中文大學；

轄下則設有中醫中藥研究所，目前正將西藥的優良臨床測試模式用於

中藥研究上。據介紹，該計畫旨在利用中醫藥療法爲乙型肝炎、常見

婦女疾病、兒童哮喘病和心血管保健等多種西方仍無有療效法的疾病

提供解決方法。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也設立科研機構開展有

關研究，希望開拓中藥産品的國際市場。業內人士表示，通過持續的

大學培訓、進修和學術交流，香港的中醫醫療水準將不斷提高。 

八、世界衛生組織及其所屬傳統醫學合作中心 

（一）世界衛生組織及其辦事處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總部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dquarters Office in Geneva 
地址：Avenue Appia 20, 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瑞士日內

瓦） 
電話：41-22-791-2111 
傳真：41-22-791-3111 
網址：http://www.who.int 
E-mail: info@who.int 

 
WHO 西太平洋地區辦事處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地址：P.O. Box 2932, 1000 Manila, Philippines（菲律賓馬尼拉） 
電話：63-2-528-8001 
傳真：63-2-521-1036 或 63-2-536-0279 
網址：http://www.wpro.who.int 
E-mail: Postmaster@who.org.ph  

 
WHO 東地中海地區辦事處 
The Wou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地址：WHO Post Office, Abdul Razzak Al Sanhouri Street, N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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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Cairo 11371, Egypt（埃及開羅） 
電話：20-2-670-2535 
傳真：20-2-670-2492 
網址：http://www.who.sci.eg 
E-mail: salahia@who.sci.eg  
 
WHO 美洲/泛美地區辦事處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Americas/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地址：525, 23rd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7 U.S.A.（美

國華盛頓特區） 
電話：1-202-974-3000 
傳真：1-202-974-3663 
網址：http://www.paho.org 
E-mail: postmaster@paho.org  

 
WHO 東南亞地區辦事處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South-East 
Asia 
地址：World Health House Indraprastha Estate Mahatma Gandhi 

Road, New Delhi 110002 India（印度新德里） 
電話：91-11-337-0804  
傳真：91-11-337-9507  
網址：http://www.whosea.org 
E-mail: PANDEYH@whosea.org  

 
WHO 歐洲地區辦事處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地址：8, Scherfigsvej, DK-2100 Copenhagen Ø, Denmark（丹麥

哥本哈根）  
電話：45-39-171-717  
傳真：45-39-171-818  
網站：http://www.who.dk 
E-mail: fap@who.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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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非洲地區辦事處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Africa 
地址：Parirenyatwa Hospital, P.O. Box BE 773, Harare, Zimbabwe

（津巴布韋哈拉雷） 
電話：263-4-703-580 
傳真：263-4-479-0146 
網址：http://www.whoafro.org 
E-mail: regafro@whoafr.org 
 

（二）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合作中心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非洲地區 African Region  
加納植物藥研究中心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 Plant Medicines, Mampong- 
Akwapim, Ghana  
 
馬達加斯加國家藥物應用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Application des Recherches Pharmaceutiques 
(CNARP), Antananaviro, Madagascar  

 
馬里國家藥物研究所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s en Santé Publique, Bamako, Mali  

  
美洲地區 Region of the Americas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健康與人類服務部替代醫學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Bethesda, USA  

 
美國芝加哥依利諾斯大學藥學院 
College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hicag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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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地中海地區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蘇丹醫學研究委員會傳統醫學研究所 
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Institut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Khartoum, Sudan  

 
 

歐洲地區 European Region  
義大利米蘭州立大學生物氣象學、生物技術與自然醫學研究中

心 
Centre of Research in Bioclimatology, Biotechnologies and Natural 
Medicine, State University of Milan, Milan, Italy  

 
東南亞地區 South-East Asia Region  
朝鮮傳統醫學研究院 
Academy of Traditional Korean Medicine, Pyongyang,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西太平洋地區 Western Pacific Region  
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es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藥資訊研究所 
Institute of Clinic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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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京中醫藥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上海醫科大學針刺原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Research, Shanghai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上海中醫藥大學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韓國慶熙大學東西醫學研究所 
East-West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Kyung Hee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韓國漢城大學天然物科學研究所 
Natural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日本富山醫科藥科大學傳統醫學學部 
Department of Japanese Oriental Medicine, Toyama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Toyama, Japan  

 
日本北裏研究所東方醫學研究中心 
Oriental Medicine Research Centre, The Kitasato Institute, Tokyo, 
Japan  

 
越南傳統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Hanoi, Viet Nam  
 



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4 冊 

 - 252 -

九、國外傳統醫學相關機構與團體之資料 

國際/洲際組織 
國際醫學針灸與相關技術委員會（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edical Acupuncture and Related Techniques 
(ICMAR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地址：Dr. Francois Beyens, Rue del` Amazone 62, 1050 Brussels, Belgium  
網址：http://www.icmart.org 
E-mail: fbeyens@arcadis.be  

 
歐洲針灸協會 
European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AEA) 
網址：http://aea.ifrance.com/aea 
E-mail: contact@aea-org.com 

 
歐洲中醫協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ATCM) 
網址：http://www.eatcm.net 
 
歐洲中醫基金會 
European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網址：http://www.mtc.es/fundacion.htm    
 
歐洲草藥師協會 
European Herbal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 (EHPA) 
地址：45A Corsica Street, London N5 1JT, UK 
電話：44-20-7354-5067 
傳真：44-20-7354-3605.  
網址：http://www.euroherb.com   
E-mail: info@euroherb.com 
 
全歐洲中醫藥學會聯合會   
Pan European Federation of TCM Societies (PEFOTS) 
地址：Geldersekade 67-73,1011 E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20-623-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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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31-20-623-3636  
網址：http://www.pefots.com 
E-mail: info@pefots.com  
 
澳大利亞 Australia 
澳大利亞藥物管理局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TGA) 
地址：PO Box 100,Woden ACT 2606, Australia 
電話：61-2-6232-8644 
網址：http://www.health.gov.au/tga 
E-mail: tga.website@health.gov.au 
 
澳大利亞藥物管理局替代醫學評價委員會 
The Complementary Medicines Evaluation Committee (CMEC)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d Care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地址：PO Box 100, Woden ACT 2606 Australia 
電話：61-2-6232-8474 
傳真：61-2-6232-8577 
網址：http://www.health.gov.au/hfs/tga/docs/html/cmec/cmec.htm 
E-mail: fiona.cumming@health.gov.au 
 
澳大利亞中醫針灸協會 
Australian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LTD 
地址：PO Box 5142  West End  QLD  4101  Australia 
電話：61-7-3846-5866 
傳真：61-7-3846-5276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org.au 
E-mail: aacma@acupuncture.org.au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草藥學會 
The Queensland Herb Society Inc. 
地址：PO Box 2127, Fortitude Valley, B.C. Queensland, 4006 Australia 
網址：http://www.powerup.com.au/~sage 
E-mail: sage@powerup.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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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國家草藥師協會 
National Herbalist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NHAA) 
地址：33 Reserve Street, ANNANDALE, NSW 2038 Australia 
電話：61-2-9560-7077 
傳真：61-2-9560-7055 
網址：http://www.nhaa.org.au 
E-mail: nhaa@nhaa.org.au 
 
澳大利亞傳統醫學會 
Australian Traditional-Medicine Society 
地址：PO Box 1027 Meadowbank NSW 2114 Australia 
電話：61-2- 9809-6800 
傳真：61-2-9809-7570 
網址：http://www.atms.com.au 
E-mail: enquiries@atms.com.au 
 
 
奧地利 Austria 
奧地利針灸學會 
Austrian Society for Acupuncture  
網址：http://www.akupunktur.at  
 
奧地利自然療法醫學會 
Austrian Medical Society for Neuraltherapy  
地址：Simmeringer Hauptstrasse 147/91110 Vienna, Austria 
電話：43-1-749-4240 
傳真：43-1-2169-2636 
E-mail: office@oenr.at 
 
 
阿塞拜疆 Azerbaycan   
阿塞拜疆國立針灸協會 
Azerbaycan National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Moskova Cad. N°82/1, Baku, Azerbaycan 
電話：994-1266-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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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994-1247-9878 
E-mail: inam_med@mail.az  
 
比利時 Belgium 
比利時醫學針灸師協會 
Belgian Association of Medical Acupuncturists (BVGA) 
地址：Wilde Tijmstraat 2 1080 Brussel Belgium 
電話：32-2-569-6245   
傳真：32-2-414-3024 
網址：http://www.acupunctuur.be 
比利時RJ醫學針灸學會 
Medical Acupuncture Society of RJ (SOMA RJ) (Brazil) 
網址：http://www.acupuntura.org/somarj 

 
比利時Bahia針灸醫學協會 
The Acupuncture Medical Association of Bahia (AMAB) (Brazil) 
網址：http://www.bitsnet.com.br/~senise/ingles.html 
 
 
巴西 Brazil  
巴西醫學針灸協會 
Brazilian Medical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Rua Carlos Steinen, 578-Paraíso-São Paulo-SP-CEP 04004-012  

Brazil 
電話：55-11-3884-3700 
傳真：55-11-3884-3700 
網址：http://www.amba.org.br 
E-mail: amba@rc.com.br 
 
 
保加利亞 Bulgaria  
保加利亞針灸協會 
Bulgarian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地址：P.O. Box 33  
1463 Sofia, Bulg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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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359-2-952-6191 
傳真：359-2-952-0241 
 
 
白俄羅斯 Byelorussia 
白俄羅斯衛生部針灸協會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Byelorussian Ministry of Health  
地址：Masherova Street, 47/1-170 220035 Minsk, Byelorussia 
電話：375-172-235-058 
傳真：375-172-455-235 

 
 

加拿大Canada 
加拿大衛生部天然保健品辦公室 
Office of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ONHP)Health Canada 
地址：A.L. 0900C2 Ottawa, Canada K1A 0K9 
電話：1-613-957-2991 
傳真：1-613-941-5366 
 
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自然療法協會 
The British Columbia Naturopathic Association (BCNA) 
地址：2238 Pine Street 

Vancouver, BC, V6J 5G4 Canada 
電話：1-604-736-6646  
傳真：1-604-736-6048 
網址：http://www.bcna.bc.ca 
E-mail: bcna@bcna.ca 
 
加拿大中醫針灸協會 
The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of Canada（CMAAC） 
地址：154Wellington St. 

London, Ontario, N6B 2K8 Canada 
電話：1-519-642-1970 
傳真：1-519-642-2932  
網址：http://www.cma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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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icma@skynet.ca 
 
加拿大針灸基金會 
Acupuncture Foundation of Canada Institute (AFCI) 
地址：2131 Lawrence Avenue East, Ste.204 Scarborough, ON M1R 

5G4 ,Canada 
電話：1-416-752-3988 
傳真：1-416-752-4398 
網址：http://www.afcinstitute.com 
E-mail: info@afcinstitute.com 

 
加拿大醫學針灸學會 
Canadian Medical Acupuncture Society  
地址：9904 – 106 Street,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5K1C4 
電話：1-780-426-2764 
傳真：1-780-426-5650  
E-mail: skhaung@yahoo.com 
 
 
克羅地亞 Croatia  
克羅地亞醫學針灸協會 
Croatian Medical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Krajiska 16/IV, 

41000 Zagreb, Croatia 
電話：385-1-370-7159  
傳真：385-1-483-0317  
E-mail: jasna.lukic-nagy@zg.hinet.hv 
 
 
塞浦路斯 Cyprus 
塞浦路斯 Pancyprian 針灸醫學會 
Pancyprian Medical Society of Acupuncture  
地址：57 Aeschylos Street, Nicosia, Cyprus 
電話：357-2-76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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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357-2-767-829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  
捷克針灸醫學會 
Czech Medical Society of Acupuncture  
地址：533 52 Stare Hradiste, Ceska republika, Czech Republic 
電話：420-40-664-7025 或 420-60-618-6222 
 
 
 
丹麥 Denmark 
丹麥針灸醫學協會 
Danish Medical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網址：http://www.acumed.dk/index.htm 
 
 
愛沙尼亞 Estonia  
愛沙尼亞針灸協會 
Estonian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EAA) 
地址：Tallinna Keskhaigla, Ravi 18, 10138 Tallinn, ESTONIA     
電話：372-620-7225  
傳真：372-6207002 
網址：http://www.ngonet.ee 
E-mail: d.trisong@neti.ee 
 
 
芬蘭 Finland  
芬蘭醫學針灸學會 
Finnish Medical Acupuncture Society  
地址：Punakorvaantie 10, SF-24800, Halikko, Finland 
電話：358-2-772-3650  
傳真：358-2-772-3230 
E-mail: seppo.junnila@halikko.salonseutu.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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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France 
F. A. FOR. ME. C. 
Fédération des acupuncteurs pour la formation médicale continue 
Siège social  
地址：148 avenue de Wagram 75017 PARIS  
電話：33-1-4622-9980  
傳真：33-1-4622-8828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medic.com/home.htm 
 
 
Ecole Francaise d’ Acupuncture (EFA) et Association Scientifique des 
Medecins Acupuncteurs de France (ASMAF)  
地址：2, rue du General de Larminat,75015 Paris, France   
電話：33-1-4273-3726 
傳真：33-1-4065-9489 
網址：http://www.meridiens.org 
 
Group Lyonnais d’ Etudes Medicales (GLEM)  
地址：49, rue Merciere,69002 Lyon, France  
電話：33-4-7241-8008  
傳真：33-4-7837-5513 
網址：http://www.upml.fr/glem/eindex.html 
E-mail: isabelle.glem@accersinternet.com 
 
法國針灸協會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upuncture  
地址：9, Avenue Bosquet,75007  Paris France  
電話：33-1-4551-5349  
傳真：33-1-4556-0633 
 
Association de Formation Medicale Continue et de Recherche pour le 
Diplome d’Acupuncture de l’Ouest (FMC R DAO) , 
地址：Chemin du Bois Durand, F-85300 Soullans France. 
電話：33-2-5168-2131 或 33-2-5159-0550 
傳真：33-2-5149-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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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針灸學會 
Society d’Acupuncture d’Aquitaine  
地址：4 rue de Fleurus,33000 Bordeaux, France 
電話：33-5-5624-5336 
E-mail: philippe.castera@wanadoo.fr 
 
Woldwide Auricular Acupuncture Organisation, Auriculo Sans 
Frontieres (WAAO, ASF) 
地址：59, rue de Kerjulaude, 56100 Lorient, France 
傳真：33-2-9737-6714 
E-mail: yves.rouxeville@santeffi.fr 
 
 
德國 Germany  
德國針灸及耳科醫學研究院 
Germ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Auricular Medicine  
網址：http://www.akupunktur-arzt.de   
E-mail: akademie@akupunktur-arzt.de 
 
德國針灸醫學協會 
German Medical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DÄGFA) 
電話：49-89-710-050  
傳真：49-89-710-0525   
網址：http://www.daegfa.de 
E-mail: info@daegfa.de 
 
德國針灸與自然療法學會 
German Society of Acupuncture and Neuraltherapy (DGfAN)  
地址：07368 Ebersdorf/Thüringen  Mühlweg 11 Germany 
電話：49-36651-55075   
傳真：49-36651-55074 
網址：http://www.dgfan.de 
E-mail: dgfan@t-onlin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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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草藥協會 
German Phytomedical Society 
地址：Lehrstuhl für Phytopathologie,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Am Hochanger 285350 Freising, Germany 
電話：49-8161-71 53 92, 
傳真：49-8161-71 41 94 
網址：http://dpg.phytomedizin.org 
E-mail: geschaeftsstelle@dpg.phytomedizin.org  
 
 
希臘 Greece 
北希臘醫學針灸協會 
Medical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Greece 
地址：Dim. Gounari 454621 Thessaloniki Greece 
電話：30-31-239-955 
傳真：30-31-234-450 
網址：http://users.med.auth.gr/~karanik/english/associat.htm 
E-mail: karanik@med.auth.gr 或 alexlio@spark.net.gr  
 
希臘醫學針灸協會 
Hellenic Medical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Papadiamantopoulou & Alkmanos 211528 Athens Greece 
電話：30-1-722-0542 
傳真：30-1-729-3345 
網址：http://users.med.auth.gr/~karanik/english/associat.htm 
E-mail: karavis@ath.forthnet.gr 
 
希臘醫學針灸學會 
Panhellenic Medical Acupuncture Society 
地址：Solonos 3410673 Athens Greece 
電話：30-1-363-7064 
傳真：30-1-600-4707 
網址：http://users.med.auth.gr/~karanik/english/associ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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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Hungary 
匈牙利醫學針灸協會 
Hungarian Medical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Bajcsy-Zsu. 1 

9021 Gvor, Hungary 
電話：36-96-327-477 
傳真：36-96-315-948 
E-mail: drpeszten@mail.matav.hu 
 
 
以色列 Israel  
以色列醫學針灸協會 
The Israe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Acupuncture     
地址：32 Hirsfeld Street,Rishon-Le-Zion, P.O.Box 260, Israel 
電話：972-3-964-2402 或 972-3-522-9990      
傳真：972-3-523-6502 或 972-3-967-1135 
 
以色列醫學協會針灸醫學會 
The Medical Society of Acupuncture of the Israeli Medical Association 
(MSAIMA) 
地址：P.O.Box 3167, Bat-Yam 59 131, Israel 
傳真：972-3-528-5298 
 
 
義大利 Italy 
義大利針灸協會  
Associazione Medica per lo Studio dell'Agopuntura (A.M.S.A.)  
Italian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Via Lussemburgo, 3167100 L'Aquila, Italy 
電話：39-862-314-666  
傳真：39-862-313-500 
網址：http://www.agopuntura.org 
E-mail: amsaaq@tin.it或amsarm@t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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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順勢、針灸及心理療法臨床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in Clinical Homeopathy, Acupuncture and 
Psychotherapy (CSOCAP) 
地址：Via Sabotino 200195 Roma, Italy 
電話：39-6-3751-6391  
傳真：39-6-372-4797 
E-mail: osponzilli@nexus.it 
 
義大利反射、針灸及耳針療法學會 
Italian Society for Reflexotherapy, Acupuncture and Auriculotherapy 
(SIRAA)  
地址：Via G. Dandini 19, 00154 Rome, Italy 
電話：39-6-578-2760 
傳真：39-6-578-2744 
 
義大利針灸醫學協會 
It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MIA)  
地址：Piazza Navona 49  00186 Rome, Italy 
 
 
日本 Japan 
日本厚生勞動省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地址：1-2-2 Kasumigaseki Chiyoda-ku Tokyo,100-8916 Japan  
電話：81-3-5253-1111 
網址：http:// www-admin@mhlw.go.jp 
 
 
韓國 Korea 
韓國針灸學會 
Korea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Society 
網址：http://www.acumoxa.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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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 Latvia  
拉脫維亞醫學會針灸與相關技術協會 
Latvian Medical Society.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Related Techniques 
地址：Dzirciema str. 16,Riga. LV - 1007, Republic of Latvia 
電話：371-704-2784 或 371-7-767-198 
傳真：371-2-539-524 
E-mail: tcmlv@mail.lv 

 
 

立陶宛 Lithuania  
立陶宛中醫針灸醫師協會 
Lituanian Medical Doctors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地址：Postfach 233 007, Akademieklinik, Kaunas, Litauen   
 
 
盧森堡 Luxemburg  
盧森堡針灸醫學協會 
Luxemburg Medical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地址：Rue Origer 5, L-2269 Grand Duche de Luxemburg 
電話：352-402-226  或 352-336-222   
傳真：352-495-630 
 
 
荷蘭 The Netherlands 
荷蘭針灸醫師學會 
Netherlands Medical Doctors for Acupuncture Society (NAAV)  
地址：Postbus 8547  3503 RM Utrecht ,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30-247-4630 
傳真：31-30-247-4439 
網址：http://www.acupunctuur.com 
E-mail: naav@vva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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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針灸協會 
Dutch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NVA）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oor Acupunctuur 
地址：PO Box 2198 3800 CD Amersfoort,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33-461-6141 
網址：http://www.acupunctuur.nl 
E-mail: nva@acupunctuur.nl 
 
荷蘭針灸 
Nederlands Genootschap voor Acupunctuur(NGVA) 
地址：Postbus 177 1200 AD Hilversum,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35-623-2753  
傳真：31-35-623-1113 
網址：http://www.ngva.com/index.html 
 
 
挪威 Norway 
挪威針灸醫學協會 
Norwegian Medical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地址：Valbergveien 10, N-4250 Kopervik, Norway 
電話：47-5281-6666     
傳真：47-5281-8144     
E-mail: rismyhr@online.no 
 
 
菲律賓 Philippines 
菲律賓衛生部傳統與替代醫學研究院 
the Philippine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Health Care 
(PITAHC) 
地址：Bldg. 10, San Lazaro Compound, Sta. Cruz, Manila, Philippines 
電話：63-2-711-66-70 或 63-2-781-88-38 
網址：http://www.doh.gov.ph/pitahc/pitahcmain.htm 
E-mail: pitahc@doh.go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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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Poland  
波蘭針灸協會 
Polish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Winnicka Str. 1002-093 Warsaw, Poland 
電話/傳真：48-22-659-8323 或 48-22-659-8266 
 
 
羅馬尼亞 Romania  
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替代醫學協會 
Romanian Association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Transylvania”  
地址：str. Progresului nr. 17 P.O.Box 35 4800 Baia Mare, Romania 
電話：40-994-14-073  或 40-994-14-521 
 
 
俄羅斯 Russia 
俄羅斯中醫針灸協會 
Russian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地址：2 Kostushko Street 196247 Saint Petersburg, Russia 
電話：7-812-555-9933  或  7-812-552-5329   
傳真：7-812-273-0039  或  7-812-251-7228 
 
俄羅斯綜合醫學協會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地址：2, Abrikosovsky per., Moscow, Russia 119992  
電話：7-095-248-1052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中醫管理委員會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Board 
地址：3 Second Hospital Avenue, Level 4 
Health Promotion Board Building 
Singapore 168937 
電話：65-236-1080 
傳真：65-23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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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醫師公會 
地址：640, Lorong 4 Toa Payoh, Singapore 319522. 
電話：65-251-3304 
傳真：65-254-0037 
網址：http://www.singaporetcm.com 
E-mail: assoc@scpa.org.sg 
 
 
斯洛伐克共和國 Slovak Republic 
斯洛伐克醫學協會針灸醫學會 
Slovak Medical Society of Acupuncture in the Slovak Medical Association 
地址：Fibichova 9 821 05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電話：421-7-4329-2396   
傳真：421-7-4333-8287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斯洛文尼亞中醫針灸協會 
Slovenian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地址：Polanskova 3,1231 Ljubljiana, Slovenia 
電話：386-61-143-8161      
傳真：386-61-161-3457       
E-mail: prozman@mf.uni.lj.si 
 
 
西班牙 Spain 
塞維亞黃帝針灸科學協會 
Scientific Association of Medical Acupuncturists of Sevilla  
地址：Avenida de la Borbolla 47,Sevilla 41013,Spain   
電話：34-95-423-1990       
傳真：34-95-423-6050 
網址：http://www.acmas.com 
E-mail: rcobos@acm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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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po Master Universitario de Acupunctura 
地址：Calle Virgen de Consolacion 14, 3°D,41011 Sevilla, Spain 
電話：34-95-427-6570   或  34-939535785   
傳真：34-95-427-8711 
E-mail: jccrespo@cica.es 
 
 
瑞典 Sweden  
瑞典醫學針灸學會 
Swedish Medical Acupuncture Society  
地址：Florencekliniken Måsvägen 14 S-227 33 LUND, Sweden 
電話：46-46-389-040 
傳真：46-46-157-512 或 46-46-389-093  
E-mail: akusyd@swipnet.se 
 
 
瑞士 Switzerland  
瑞士中醫針灸學會聯合會 
Association of Medical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of Switzerland  
網址：http://www.akupunktur-tc.ch 
 
瑞士日內瓦醫學針灸協會 
Medical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of Geneva (AGMA) (Switzerland) 
網址：http://www.akupunktur-tc.ch 
 
Societas Medicinae Sinensis （SMS）(Switzerland) 
網址：http://www.akupunktur.ch 
 
瑞士中醫針灸學會 
Swiss Medical Society for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SAeGAA) 
(Switzerland)  
網址：http://www.akupunktur-tc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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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耳科及針灸醫學會 
Swiss Medical Society for Auricolo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SAGA-TCM)  
網址：http://www.saga-tcm.ch 
 
瑞士中醫協會 
Association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GTCM) 
網址：http://www.akupunktur-tc.ch 
 
 
土耳其 Turkey 
土耳其針灸學會 
The Turkish Academic Acupuncture Society  
地址：Gazeteciler Mh Saglamfikir s N: 23 
   80300 Esentepe, Istanbul, Turkey 
電話：90-212-3092 或 90-212-3152   
傳真：90-212-3153 

土耳其針灸協會 
Turkish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Rumeli Cad. Efe Sk. 18/2 Osmanbey, Istanbul, Turkey 
電話：90-216-355-2432 或 90-532-266-5109 
傳真：90-212-233-0800  
E-mail: dokme@superonline.com 
 
 
英國United Kingdom  
英國醫學針灸學會 
The British Medical Acupuncture Society (BMAS) 
地址：BMAS, 12 Marbury House, Higher Whitley,  
Warrington, Cheshire, WA4 4QW  UK 
電話：44-1925-730-727  
傳真：44-1925-730-492,  
網址：http://www.medical-acupuncture.co.uk 
E-mail: Admin@medical-acupunctur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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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替代醫學研究委員會 
Research Council For Complementary Medicine (RCCM) 
網址：http://www.rccm.org.uk 
 
英國註冊針灸醫師協會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Physiotherapists (AACP) 
地址：AACP Secretariat, Mere Complementary Practice, 
Castle Street Mere Wiltshire, BA12 6JE UK 
電話：44-1747-861-151 
傳真：44-1747-861-717 
網址：http://www.aacp.uk.com 
E-mail: sec@aacp.uk.com  
 
英國中醫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122A Acomb Road, York YO2 4EY UK 
電話：44-1904-785-120 或 44-1904-784-828 
網址：http://www.demon.co.uk/acupuncture/index.html 

英國綜合醫學基金會 
The 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Medicine(FIM) 
地址：International House 59 Compton Road London N1 2YT UK 
電話：44-20-7688-1881 
傳真：44-20-7688-1882 
網址：http://www.fimed.org 
E-mail: enquiries@fimed.org 
 
英國針灸委員會 
The British Acupuncture Council (BAcC) 
地址：63 Jeddo Road, London, W12 9HQ UK 
電話：44-20-8735-0400  
傳真：44-20-8735-0404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org.uk 
E-mail: info@acupunctur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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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整體醫學協會 
British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BHMA) 
地址：59 Lansdowne Place, Hove, East Sussex BN3 1FL UK 
電話/傳真：44-1273-725-951 
網址：http://www.bhma-sec.dircon.co.uk 
E-mail: bhma@bhma.org 
 
英國中醫藥學會 
The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CM) 
地址：ATCM, P.O. Box 1136, Headington D.O. OX3 8XP UK 
電話：44-941-125-239 
網址：http://www.cmauk.org/cmauk/Atcmuk.html 
E-mail: info@cmauk.org 
 
英國國立草藥醫師協會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dical Herbalists 
地址：56 Longbrook Street, Exeter EX4 6AH, UK 
電話：44-1392-426-022 
傳真：44-1392-498-963 
網址：http://www.nimh.org.uk 
E-mail: nimh@ukexeter.freeserve.co.uk 
 
英國國際諮詢草藥醫師會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er of Consultant Herbalists  
地址：32 King Edward’s Road, Swansea SA1 4LL UK 
電話/傳真：44-1792-655-886 
網址：http://www.irch.org 
E-mail: office@irch.org 
 
英國中醫藥會 
The Register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網址：http://www.rchm.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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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美國白宮補充與替代醫學政策委員會 
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 (WHCCAMP) 
地址：6707 Democracy Boulevard 

Suite 880, MS-5467 
Bethesda, Maryland 20892 U.S.A 

電話：1-301-435-7592 
傳真：1-301-480-1691 
網址：http://whccamp.hhs.gov 
E-mail: WHCCAMP@mail.nih.gov 
  
美國國立替代醫學中心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地址：NCCAM Clearinghouse  

P.O. Box 7923 Gaithersburg, Maryland 20898 U.S.A 
電話：1-301-519-3153 
網址：http://nccam.nih.gov 
E-mail: info@nccam.nih.gov 

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地址：5600 Fishers Lane, Rockville, Maryland 20857 U.S.A  
網址：http://www.fda.gov 
 
美國紐約針灸學會 
Acupuncture Society of New York   
地址：1858 Pleasantville Road Suite 112 Briarcliff, NY 10510-1038 U.S.A 
電話/傳真：1-914-923-0632     
網址：http://www.asny.org 
E-mail: info@as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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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北美針灸與替代醫學學會 
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Acupuncture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地址：816 Frederick Road 

Catonsville, Maryland 21228 U.S.A 
傳真：1-410-788-1452 
網址：http://www.nasa-altmed.com/contact.htm 
E-mail: info@nasa-altmed.com 
 
美國東方醫學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Medicine(AAOM) 
地址：433 Front St. Catasauqua, PA 18032 U.S.A 
電話：1-610-266-1433 
傳真：1-610-264-2768 
網址：http://www.aaom.org  
E-mail: aaom1@aol.com  
 
美國國立針灸與東方醫學認證委員會 
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NCCAOM） 
地址：11 Canal Center Plaza, Suite 300 

Alexandria, VA  22314 U.S.A 
電話：1-703-548-9004 
傳真：1-703-548-9079 
網址：http://www.nccaom.org 
E-mail: info@nccaom.org 
 
美國亞洲 Bodywork 療法組織 
The American Organization for Bodywork Therapies of Asia   (AOBTA) 
地址：1010 Haddonfield-Berlin Road, Suite 408 Voorhees, NJ 08043-3514 

U.S.A 
電話：1-856-782-1616 
傳真：1-856-782-1653 
網址：http://www.aobta.org  
E-mail: aobta@prodi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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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針灸與東方醫學學院委員會 
Council of Colleges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CCAOM) 
地址：7501 Greenway Center Drive, Suite 820 Greenbelt, MD 20770 U.S.A 
電話：1-301-313-0868  
傳真：1-301-313-0869 
網址：http://www.ccaom.org 
 

美國國立針灸解毒協會 
National Acupuncture Detoxification Association (NADA) 
地址：P.O. Box 1927, Vancouver, WA 98668-1927 U.S.A 
電話：1-360-254-0186 
傳真：1-360-260-8620 
網址：http://www.acudetox.com 
E-mail: nadaclear@aol.com 
 

美國國立針灸與東方醫學聯合會 
National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Alliance(NAOMA) 
地址：14637 Starr Road SE, Olalla WA 98359 U.S.A 
電話：1-253-851-6896 
傳真：1-253-851-6883 
網址：http://www.acuall.org 

美國醫學針灸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Medical Acupuncture (AAMA) 
地址：4929 Wilshire Boulevard, Suite 428,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0 

U.S.A 
電話：1-323-937-5514 
網址：http://www.medicalacupuncture.org 
E-mail: JDOWDEN@prodigy.net 
 
美國醫學針灸研究基金會 
Medical Acupuncture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4929 Wilshire Boulevard, Suite 428,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0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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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1-323-937-5514 
網址：http://www.medicalacupuncture.org 
E-mail: JDOWDEN@prodigy.net 
 
美國國立運動針灸協會 
National Sports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NSAA) 
電話/傳真：1-206-374-2505 
網址：http://www.sportsacupuncture.com 
E-mail: Inquiries@sportsacupuncture.com 
 
美國加州中醫學會 
The California State Oriental Medical Association (CSOMA). 
地址：CSOMA, 2710 X Street, Suite 2A, Sacramento, CA 95818 U.S.A 
電話：1-916-455-0347  
網址：http://www.csomaonline.org 
E-mail: office@csomaonline.org 
 
美國針灸與生物能量醫學協會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Bio-Energetic Medicine 
(AAABEM) 
地址：2512 Manoa Road, Honolulu, HI 96822 U.S.A 
電話：1-808-946-2069  
傳真：1-808-946-0378 
網址：http://www.healthy.net/AAABEM 

美國東西醫學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East-west Medicine (FEWM) 
地址：2512 Manoa Road, Honolulu, HI 96822 U.S.A 
電話：1-808-946-2069 
傳真：1-808-946-0378 
網址：http://www.healthy.net/AAABEM 
 
美國國際獸醫針灸學會 
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Acupuncture Society  
地址：P.O. Box 271395, Ft. Collins, CO 80527-1395 U.S.A 
電話：1-970-266-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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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1-970-266-0777 
網址：http://www.ivas.org 
E-mail: office@ivas.org 
 
美國日美針灸基金會 
Japanese American Acupuncture Foundation 
地址：21 Tamal Vista Blvd, Suite 110,Corte Madera CA 94925 U.S.A 
 
美國整體醫學協會 
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 
地址：6728 McLean Village Drive, McLean, VA 22101-8729 U.S.A 
傳真：1-703-556-8729  
網址：http://www.holisticmedicine.org 
E-mail: info@holisticmedicine.org 
 
 
美國推拿療法協會 
American Massage Therapy Association (AMTA) 
地址：820 Davis Street, Suite 100, Evanston, IL 60201-4444 U.S.A 
電話：1-847-864-0123 
傳真：1-847-864-1178 
網址：http://www.amtamassage.org 
 
 
美國推拿療法協會基金會 
American Massage Therapy Association Foundation  
地址：820 Davis Street, Suite 100, Evanston, IL 60201-4444 U.S.A 
電話：1-847-869-5019  
傳真：1-847-864-1178  
網址：http://www.amtamassage.org 
 
美國氣功協會 
American Qigong Association(AQA) 
地址：450 Sutter St, Suite 2104,San Francisco CA 94108 U.S.A 
電話：1-415-788-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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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1-415-788-2242 
網址：http://www.eastwestqi.com 
E-mail: eastwestqi@aol.com 
 
美國伊利諾斯州針灸協會 
Illinois State Acupuncture Association 
地址：1525 E. 53rd Street, Suite 705, Chicago, IL 60615 U.S.A 
電話：1-773-363-0370  
傳真：1-773-955-9953  
網址：http://www.illinoisacupuncture.org 
E-mail: isaa@illinoisacupuncture.org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自然療法醫師協會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Naturopathic Physicians 
地址：112 Douglas Blvd, Roseville, CA 95678 U.S.A 
電話：1-800-521-1200  
網址：http://www.canp.org  
E-mail: info@canp.org  
 
美國華盛頓自然療法醫師協會 
Washington Association Of Naturopathic Physicians 
地址：4224 University Way, Suite J Seattle, Washington 98105-5833 

U.S.A 
電話：1-206-547-2130 
傳真：1-206-547-2549 
網址：http://www.wanp.org 
E-mail: executive@wanp.org  
 
美國植物藥委員會 
American Botanical Council (ABC) 
地址：P.O. Box 144345, Austin, TX 78714-4345 U.S.A 
電話：1-512-926-4900 
傳真：1-512-926-2345 
網址：http://www.herbalgram.org 
E-mail: abc@herbal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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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草藥研究基金會 
Herb Researsh Foundation 
地址：1007 Pearl Street, Suite 200, Boulder, CO 80302 U.S.A 
電話：1-303- 449-2265  
傳真：1-303-449-7849 
網址：http://www.herbs.org 
E-mail: info@herbs.org 
 
美國自然療法醫學會 
The American Naturopathic Medical Association (ANMA) 
地址：P.O. Box 96273, Las Vegas, Nevada 89193 U.S.A 
電話：1-702-897-7053  
傳真：1-702-897-7140  
網址：http://www.anma.com 
E-mail: webmaster@anma.com 
 
美國自然療法醫師協會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aturopathic Physicians (AANP) 
地址：8201 Greensboro Drive, Suite 300, McLean, VA 22102 U.S.A 
電話：1-703-610-9037  
傳真：1-703-610-9005  
網址：http://www.naturopathic.org 

 

十、國外相關傳統醫藥（中醫藥）機構 

澳大利亞Australia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醫學院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P.O. Box 123, Broadway NSW 2007, Australia 
電話：61-2-9514-2500   
傳真：61-2-9514-7866 
網址：http://www.science.uts.edu.au/health/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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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自然醫學學院 
Australian College of Natural Medicine 
地址：362 Water Street, Fortitude Valley, Brisbane, Qld. 4006 Australia 
電話：61-7-3257-1883   
傳真：61-7-3257-1889   
網址：http://www.acnm.edu.au 
E-mail: info@acnm.edu.au  
金海岸校園： 
地址：1 Nerang Street, Southport, Qld. 4215 Australia 
電話：61-7-5503-0977     
傳真：61-7-5503-0988   
E-mail: infogc@acnm.edu.au  
墨爾本校園： 
地址：368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電話：61-3-9662-9911  
傳真：61-3-9662-9414   
E-mail: infomelb@acnm.edu.au  
Box Hill 校園： 
地址：10 Ellingworth Parade, Box Hill, Vic. 3128 Australia 
電話：61-3-9890-5599    
傳真：61-3-9898-8260   
E-mail: infobox@acnm.edu.au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大學中醫課程 
Chinese Medicine Unit, Faculty of Hum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Victoria University 
地址：St Albans Campus (S087), PO Box 14428, Melbourne City MC  

Vic 8001 Australia 
電話：61-3-9365-2830 
傳真：61-3-9365-2832 
網址：http://www.staff.vu.edu.au/tcm 
 
澳大利亞醫學針灸學院 
The Australian Medical Acupuncture College (AMAC) 
網址：http://www.ozacupunc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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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dmitch@merlin.net.au 
 
澳大利亞西悉尼大學 
School of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地址：Campbelltown Campus, Building 24,Locked Bag 1797, Penrith 

South DC NSW 1797, Australia 
電話：61-2-9852-5222 
網址：http://www.uws.edu.au/exhs/tcm 
E-mail: ja.turner@uws.edu.au 
 
澳大利亞整體醫學研究所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olistic Medicine 
網址：http://www.aihm.wa.edu.au 
 
澳大利亞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 
地址：PO Box 2303U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電話：61-3-9660-5156 
傳真：61-3-9663-6925 
網址：http://www.ip.rmit.edu.au 
E-mail: isu@rmit.edu.au 
 
澳大利亞國際替代醫學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 
地址：PO Box 876, Runaway Bay, Queensland 4216 Australia 
電話：61-7-5530-8899  
傳真：61-7-5530-8877 
網址：http://www.healthaustralia.com/hsa_right.htm 
E-mail: enquiries@healthaustralia.com 
 
澳大利亞珀斯自然療法研究院 
Perth Academy of Natural Therapies 
地址：PO Box 97 Bentley WA 6982 Australia 
電話：61-8-9350-6152  
傳真：61-8-9350-6207  
網址：http://www.pant.w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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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admin@pant.wa.edu.au 
 
澳大利亞 Southern Cross 大學自然與替代醫學學院 
School of Natur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地址：PO Box 157, Lismore NSW 2480 Australia 
電話：61-2-6620-3383 
傳真：61-2-6620-3307 
網址：http://www.scu.eud.au 
E-mail: naturopathy@scu.edu.au 
 
澳大利亞南方自然療法學院 
Southern School of Natural Therapies  
地址：PO Box 303 Fitzroy VIC 3065 Australia 
電話：61-3-9417-6588     
傳真：61-3-9417-4361 
網址：http://www.ssnt.vic.edu.au 
E-mail: ssnt@ssnt.vic.edu.au     
 
澳大利亞 Robynn Morro 自然醫學學院 
Robynn Morro's College of Natural Medicine 
地址：64-66 Thuringowa Drive, Kirwan Qld 4817 Australia 
電話：61-7-4723-9818  
網址：http://www.robynnmorro.com.au 

奧地利 Austria 
奧地利 Ludwig Boltzmann 針灸研究所 
Ludwig Boltzmann Institute for Acupuncture (Austria) 
網址：http://www.akupunktur.at/english 
 
 
比利時 Belgium  
比利時中醫學院 
College of Trad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kerkgate 89-B 9700 Oudenaarde,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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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32-55-456-120  
傳真：32-55-456-576   
網址：http://www.otcg.be 
E-mail: otcg@online.be  
 
 
加拿大 Canada  
加拿大多倫多中醫臨床研究院 
Academy of Clinical Chinese Medicine of Toronto (A.C.C.M.T.) 
地址：18 Wynford Drive, Suite 606, North York, Ontario  M3C 3S2  

Canada 
電話：1-416-385-2848 或 1-416-510-2557 
網址：http://members.home.net/accmt 
E-mail: accmt@canadal.com  
 
加拿大東方醫學院 
Canadian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238 Davenport Rd., Suite 383,Toronto, Ontario M5R 1J6 Canada 
電話/傳真：1-416-352-5341 
網址：http://www.ccom.ca 
E-mail: admin@ccom.ca  
 
加拿大針灸與中醫研究所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ada) 
地址：779 Chelsea Court, Unit no. CL2, Brockville, Ontario K6V 6J8 

Canada 
電話：1-613-498-3906   
傳真：1-613-498-1886  
網址：http://www.recorder.ca/acupuncture 
E-mail: iatcm@recorder.ca  
 
加拿大中醫與針灸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Canada  
地址：154 Wellington Street  London, Ontario N6B 2K8 Canada 
電話：1-519-642-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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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1-519-642-2932  
網址：http://www.cmaac.ca/icma/school 
E-mail: icma@skynet.ca  
 
加拿大國際替代醫學大學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Alternative Medicines (Canada) 
地址：107 Leitch Drive Grimsby, Ontario L3M 2T9 Canada   
電話/傳真：1-905-563-8930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ca/education/THE_INTERNATIONAL_ 

UNIVERSITY/index.htm 
E-mail: zusanli_2000@yahoo.com o 或 deqi_2000@yahoo.ca  
 
加拿大 Michener 應用衛生科學研究所 
The Michener Institute for Applied Health Sciences (Canada) 
地址：222 St. Patrick St.,Toronto, Ontario M5T 1V4 Canada  
電話：1-416- 596-3101   
傳真：1-416-596-3180 
網址：http://www.michener.ca/academic/programs/uniacupu.php 
E-mail: info@michener.ca 
 
加拿大安大略中醫學院 
Ontario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ada) 
地址：145 Sheppard Ave. East，North York, Toronto, Ontario, M2N 6S3, 

Canada 
電話：1-416-222-3667 或 1-416-737-1882  
網址：http://www.octcm.com 
 
加拿大多倫多中醫學校 
Toronto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ada) 
地址：2010 Eglinton Avenue West, Suite 302, Toronto, Ontario M6E 2K3 

Canada 
電話：1-416-782-9682    
傳真：1-416-782-9681   
網址：http://www.tstcm.com 
E-mail: info@tst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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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東方傳統科學研究院 
Academy of Classical Oriental Sciences (Canada) 
地址：303 Vernon Street, Nelson, B.C. V1L 4E3 Canada  
電話：1-250-352-5887   
傳真：1-250-352-3458   
網址：http://www.acom.org 
E-mail: acos@acos.org  
 
加拿大針灸與東方醫學院 
Canadian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551 Chatham Street Victoria, B.C. V8T 1E1 Canada 
電話：1-250-384-2942   
傳真：1-250-360-2871    
網址：http://www.ccaom.com 
E-mail: ccaom@islandnet.com  
 
加拿大國際中醫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CTCM)  
地址：769 Pandora Avenue, Victoria, B.C. V8W 1N9 Canada 
電話：1-250-388-4266   
傳真：1-250-380-6738      
網址：http://www.tcminternational.com 
E-mail: info@tcminternational.com  

加拿大溫哥華國際中醫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Vancouver 
地址：Suite 201, 1508 W. Broadway Vancouver, B.C. Canada V6J 1W8 
電話：1-604-731-2926    
傳真：1-604-731-2964  
網址：http://www.tcmcollege.com 
E-mail: info@tcmcollege.com  
 
加拿大 Tai Shan 國際中醫學院 
International Tai Sh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ada） 
地址：206-370 East Broadway Vancouver, B.C. V5T 4G5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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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傳真：1-604-872-1695  
網址：http://www.taishancollege.com 
E-mail: studytcm@taishancollege.com  
 
加拿大 Oshio 針灸與草藥學院 
Oshio College of Acupuncture & Herbology （Canada） 
地址：Suites 110/114-1595 McKenzie Avenue, Victoria,  BC, V8N 1A4 

Canada  
電話：1-250-472-6601  
傳真：1-250-472-6611    
網址：http://www.oshiocollege.com 
E-mail: oshio@home.com  
 
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上海中醫學院 
Shang Hai TCM College of BC Canada  
地址：#212-4885 Kingsway, Burnaby, B.C, V5H 4T2 Canada  
電話：1-604-430-5838   
傳真：1-604-430-5878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college.com 
E-mail: info@acupuncture-college.com  
 
加拿大 Alberta 針灸與中醫學院 
Alberta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125, 4935-40th Ave NW Calgary, Alberta, T3A 2N1 Canada  
電話：1-403-286-8788 
傳真：1-403-247-4648 
網址：http://www.acatcm.com 
E-mail: acatcm@cadvision.com 
 
加拿大 MacEwan 學院 
Grant MacEwan College  
電話：1-780-497-5168   
網址：http://www.hcs.gmcc.ab.ca/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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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指壓學校 
Shiatsu School of Canada 
地址：547 Colle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6G 1A9 Canada 
電話：1-416-323-1818 
傳真：1-426-323-1681 
網址：http://www.shiatsucanada.com 
E-mail: info@shiatsucanada.com 
 
加拿大自然療法醫學院 
The Canadian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地址：1255 Sheppard Avenue East, Toronto, Ontario, M2K 1E2  Canada 
電話：1-416-498-1255 
傳真：1-416-498-1576 
網址：http://www.ccnm.edu 
E-mail: info@ccnm.edu 
 
加拿大 Dominion 草藥學院 
Dominion Herbal College 
地址：Dominion Herbal College (Est. 1926), 7527 Kingsway, Burnaby,  

BC, V3N 3C1 Canada 
電話：1-604-521-5822  
傳真：1-604-526-1561 
網址：http://www.dominionherbal.com 
E-mail: herbal@uniserve.com  

加拿大 Wild Rose 自然療法學院 
Wild Rose College of Natural Healing 
地址：#400, 1228 Kensington Road N.W.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N 

4P9 
電話：1-403-270-0936 
傳真：1-403-283-0799 
網址：http://www.wrc.net 
E-mail: coordinators@wr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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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 Colombia  
哥倫比亞生物醫學中心 
Centro de Medicina Biologica 
地址：Carrera 26 No 2-38,Cali, Colombia 
電話：57-2-554-1287 
傳真：57-2-554-1268 
網址：http://www.cmbobyrne.com     
 
 
法國 France 
法國 CHUZHEN 中醫研究所 
Institut CHUZHEN de Médecine Chinoise  
地址：10, Bd Bonne Nouvelle Paris France 
電話：33-1- 4800-9418  
傳真：33-1-4800-9918  
網址：http://perso.magic.fr/chuzhen 
E-mail: infos@chuzhen.com  
 
 
日本 Japan  
日本 GOTO 醫學藝術與科學學院 
GOTO College of Medical Arts and Sciences 
網址：http://www.lifence.ac.jp 
E-mail: lifence-admin@lifence.ac.jp 
 
日本明治針灸大學 
Meiji University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Hiyoshi-cho, Funai-gun, Kyoto, Japan 629-0392  
電話：81-771-72-1181  
傳真：81-771-72-0326  
網址：http://www.meiji-u.ac.jp 
 
日本 Kansai 東方醫學院 
網址：http://www.kansai.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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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Korea 
韓國東方醫學研究所 
Korea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網址：http://www.kiom.re.kr 
 
 
荷蘭 Netherlands  
荷蘭 Qing-Bai 研究院 
Academie Qing-Bai 
地址：6503 CK Nijmegen Netherland 31412 
電話：31-24-355-9224 
傳真：31-24-355-0238 
網址：http://www.qing-bai.nl 
E-mail: qing-bai@wxs.nl 
 
荷蘭 Anglo-Dutch 東方醫學研究所 
The Anglo-Dutch Institute for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Postbus 10, 2050 AA Overveen, the Netherlands 
網址：http://www.theanglodutch.com 
E-mail: info@theanglodutch.com 
 
荷蘭神州中醫藥大學 
Shenzhou Open University of TCM 
地址：Geldersekade 67-73, 1011 E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20-623-5060 
傳真：31-20-623-3636 
網址：http://www.shenzhou.com  
 
 
紐西蘭 New Zealand  
紐西蘭針灸中醫學校 
NZ School of Acupuncture & TCM  
地址：PO Box 11076, Wellington, New Zealand 
電話：64-4-473-9005 
傳真：64-4-473-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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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acupuncture.co.nz 
E-mail: nzsatcm@acupuncture.co.nz 
 
紐西蘭 Canterbury 自然醫學學院 
Canterbury College of Natural Medicine 
地址：PO Box 4529 Christchurch Canterbury New Zealand 
電話：64-3-366-0373  
傳真：64-3-366-5342 
網址：http://www.ccnm.ac.nz 
E-mail: ccnm@ihug.co.nz 
 
紐西蘭南太平洋自然療法學院 
The South Pacific College of Natural Therapeutics (NZ)  
地址：P.O. Box 11311 Ellerslie Auckland New Zealand  
電話/傳真：64-9-579-4997  
網址：http://www.naturopathy.ac.nz 
E-mail: admin@naturopathy.ac.nz  
 
紐西蘭 Wellpark 自然療法學院 
Wellpark College of Natural Therapies 
地址：PO Box 78-229, Grey Lynn, Auckland, New Zealand 
電話：64-9-360-0560  
傳真：64-9-376-4307  
網址：http://www.wellpark.co.nz 
E-mail: wellpark@ihug.co.nz 

中國大陸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上海中醫藥大學海外代表處 
Allway International: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verseas Representitive) 
地址：P.O. Box 261993, Plano, Texas 75026-1993, U.S.A.  
電話：1-469-467-6285  
網址：http://www.dhc.net/~allway/sutcm 
E-mail: allway@dh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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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Portugal  
葡萄牙中醫學院 
Escola Superior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電話：351-347-5605 或 351-347-6726    
傳真：351-342-6804   
網址：http://www.esmtc.pt 
E-mail: esmtc1@ip.pt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中醫學院 
地址：640, Lorong 4 Toa Payoh, Singapore 319522. 
電話：65-2503088 
傳真：65-3569901 
網址：http://www.singaporetcm.com/college.html 
E-mail: assoc@scpa.org.sg 
 
 
西班牙 Spain 
西班牙中醫學院 
Escuela Superior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網址：http://www.mtc.es 
巴賽隆納校園: 
地址：Avda. Madrid, 168-170 Etlo. A 08028 Barcelona Spain 
E-mail: intermtc@mtc.es  
馬德里校園: 
地址：Ferrocarril, 16-18-3ª planta 28045 Madrid Spain 
E-mail: mtcmadri@mtc.es  
VALENCIA 校園: 
地址：Plaza Mestre Ripoll, 10, entlo. izqda.46022 Valencia Spain 
E-mail: mtcvalen@mt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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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United Kingdom  
英國北方中醫研究所 
Northern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178 St Albans Road, Lytham St Annes, Lancashire, FY8 3NQ. UK 
網址：http://www.tenchijin.com 
 
英國西南中醫學院 
South West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35 North View, Westbury Park, Bristol, BS6 7PY UK 
電話：44-117-907-8891 
傳真：44-117-907-8860 
網址：http://www.swcom.org.uk 
E-mail: info@swcom.org.uk 
 
英國國際東方醫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Green Hedges House, Green Hedges Avenue, East Grinstead, West 

Sussex, RH19 1DZ, UK 
電話：44-1342-313-106 
傳真：44-1342-318-302 
網址：http://www.orientalmed.ac.uk 
E-mail: info@orientalmed.ac.uk 
 
英國北方針灸學院 
Northern College of Acupuncture    
地址：61 Micklegate York YO1 6LJ UK  
電話：44-1904-343305 
傳真：44-1904-330370 
網址：http://www.chinese-medicine.co.uk 
E-mail: info@chinese-medicine.co.uk   
 
英國針灸學院 
British College of Acupuncture   
地址：8 Hunter Street, London, WC1N 1B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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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傳統針灸學院 
College of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UK   
地址：Tao House, Queensway, Royal Leamington Spa, Warks,CV31 3LZ 

UK 
電話：44-1926-422-121 
傳真：44-1926-888-282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coll.ac.uk 
E-mail: info@acupuncture-coll.ac.uk 
 
英國倫敦針灸與東方醫學院 
The Londo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LCTA, First Floor, HR House, 447 High Road, North Finchley, 

London N12 0AZ UK 
電話：44-20-8371-0820 
傳真：44-20-8371-0830 
網址：http://www.lcta.com 
E-mail: college@lcta.com 
 
英國五行針灸學校 
The School of Five Element Acupuncture, 
地址：13 Mandela Street, London NW1 0DU, UK 
電話：44-20-7383-5553 
傳真：44-20-7383-5503 
網址：http://www.sofea.co.uk 
E-mail: SOFEA@clara.co.uk  
 
英國綜合醫學學院 
College of Integrated Chinese Medicine  
地址：FREEPOST RG3599,19 Castle Street, Reading, RG1 7ZZ UK 
電話：44-118-950-8880 
傳真：44-118-950-8890 
網址：http://www.cicm.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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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埃克塞特大學替代醫學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omplementary Health Studies, University of Exeter 
地址：St Lukes, Heavitree Road, Exeter, EX1 2LU UK 
電話：44-1392-262-898  
傳真：44-1392-433-828  
網址：http://www.ex.ac.uk/chs 
E-mail: CHS@ex.ac.uk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替代醫學研究中心針灸研究資源中心 
Acupuncture Research Resource Centre (ARRC) 
Centre for Complementary Health Studies, University of Exeter 
地址：Amory Building, Exeter, EX4 4RJ UK  
電話：44-1392-264-459   
傳真：44-1392-433-828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research.org.uk 
E-mail: ARRC@ex.ac.uk 
 
英國米德爾塞克斯大學中醫系 
Middlesex University 
地址：White Hart Lane, London N17 8HR UK 
電話：44-20-8411-5000  
網址：http://www.mdx.ac.uk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綜合醫學院 
School of Integrated Health,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地址：Cavendish Campus, 115 New Cavendish Street, London W1W 

6UW UK 
電話：44-20-7911-5883 
傳真：44-20-7911-5079 
網址：http://www.wmin.ac.uk  
E-mail: cav-admissions@wmin.ac.uk 

美國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美國中醫中藥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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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313 Fifth Street SE, Suite 115, Minneapolis, MN 55414 U.S.A 
電話：1-612-379-3865 或 1- 612-379-3590 
網址：http://www.aaaom.org 
 
美國 Midwest 東方醫學中心（ACAOM 認證） 
Midwest Center of Oriental Medicine  
網址：http://www.acupuncutre.edu 
E-mail: info@acupuncture.edu 
威斯康星主校園：  
地址：6226 Bankers Road, Suite 8 Racine, Wisconsin 53403 U.S.A 
電話：1-262-554-2010 
傳真：1-262-554-7475 
芝加哥校園:  
地址：4334 North Hazel Suite 206，Chicago, Illinois 60613 U.S.A 
電話：1-773-975-1295  
 
美國西北醫科大學（ACAOM認證） 
Northwestern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地址：2501 West 84th Street, Bloomington, MN 55431 U.S.A 
電話：1-952-888-4777 
傳真：1-952-887-1386 
網址：http://www.nwhealth.edu 
E-mail: mrimple@nwhealth.edu 
 
美國馬里蘭中醫學院（ACAOM認證） 
Maryland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4641 Montgomery Avenue, Suite 415, Bethesda, Maryland 20814 

U.S.A 
電話：1-301-718-7373（學校）1-301-718-7373（診所） 
網址：http://www.mitcm.org 
 
 
美國Mercy學院（ACAOM認證） 
Mercy College 
地址：555 Broadway, Dobbs Ferry, NY 1052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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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mercynet.edu 
 
美國紐約中醫研究所 
New York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地址：155 First Street, Mineola, NY 11501 U.S.A 
電話：1-516-739-2798  
傳真：1-516-873-9622 
網址：http://www.nyicm.org  
E-mail: nyicm@aol.com 
 
美國國際針灸研究所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Institute 
地址：5223 Seventh Avenue, Brooklyn, New York, 11220 U.S.A 
電話：1-718-854-3826 
傳真：1-718-946-2492 
網址：http://www.aiacup.com 
E-mail: aiacup@aiacup.com 
 
美國太平洋東方醫學院（ACAOM 認證） 
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網址：http://www.ormed.edu 
聖地牙哥校園： 
地址：7445 Mission Valley Rd., Suite 105, San Diego, CA 92108 U.S.A 
電話：1-619-574-6909 
傳真：1-619-574-6641  
紐約校園： 
地址：915 Broadway, 3rd Floor，New York, NY, 10010 U.S.A 
電話：1-212-982-3456 
芝加哥校園： 
地址：3646 N. Broadway 2nd floor, Chicago, IL 60613 U.S.A 
電話：1-773-477-4822 
 
美國新英格蘭針灸學校（ACAOM 認證） 
The New England School of Acupuncture  
地址：40 Belmont St. Watertown, MA 02172 U.S.A 



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4 冊 

 - 296 -

電話：1-617-926-1788  
傳真：1-617-924-4167 
網址：http://www.nesa.edu 
E-mail: info@nesa.edu 
 
美國紐約整體醫學教育與研究學院（ACAOM 認證） 
The New York College for Wholistic Heal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地址：6801 Jericho Turnpike, Syosset, NY 11791-4413 U.S.A 
網址：http://www.nycollege.edu 
E-mail: info@nycollege.edu  
 
美國Touro學院 
Touro College  
地址：27-33 West 23 Street, New York, NY 10010, U.S.A 
電話：1-212-463-0400. 
網址：http://www.touro.edu/shs/gpom.asp  
 
美國傳統針灸研究所（ACAOM認證）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Institute 
網址：http://www.tai.edu 
電話：1-410-997-4888 
 
美國Tri-State針灸學院 
Tri-State College of Acupuncture 
地址：80 Eighth Avenue (at 14th Street), Suite 400, New York, NY 10011 

U.S.A 
電話：1-212-242-2255 
傳真：1-212-242-2920 
網址：http://www.TSCA.edu 
E-mail: Inquiry@TSCA.edu 
 
 
美國中國文化與醫學科學研究院（ACAOM認證） 
Academ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ealth Sciences  
地址：1601 Clay Street, Oakland, CA 9461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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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1-510-763-7787（辦公室） 1-510-763-1299（診所） 
傳真：1-510-834-8646 
網址：http://www.acchs.edu 
E-mail: address: info@acchs.edu 
 
美國美洲中醫學院（ACAOM認證） 
Americ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455 Arkansas Street, San Francisco,CA 94107 U.S.A 
電話：1-415-282-7600 
傳真：1-415-282-0856 
網址：http://www.actcm.org 
E-mail: info@actcm.edu 
 
美國Bastyr大學（ACAOM認證） 
Bastyr University 
地址：14500 Juanita Dr. NE, Kenmore, WA  98028-4966 U.S.A 
電話：1-425-823-1300 
傳真：1-425-823-6222 
網址：http://www.bastyr.edu 
 
美國中華國際醫科大學（ACAOM認證） 
China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地址：822 S. Robertson Blvd., Ste. 300, Los Angeles, CA 90035 U.S.A 
電話：1-310-289-8394 
傳真：1-310-289-0306 
網址：http://www.cimu.org 
E-mail: admission@cimu.org. 
 
美國Dongguk 皇家大學東方醫學院（ACAOM認證） 
DRU Graduate School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440 Shatto Place, Los Angeles, CA 90020 U.S.A 
電話；1-213-487-0110 
傳真：1-213-487-0527 
網址：http://www.dru.edu 
E-mail: info@dr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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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黃帝傳統東方醫學院（ACAOM 認證） 
Emperor's College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1807-B Wilshire Blvd. Santa Monica, CA 90403 U.S.A 
電話：1-310-453-8300 
網址：http://www.emperors.edu 
 
美國五行研究所中醫學院（ACAOM 認證） 
Five Branches Institut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200 Seventh Avenue, Santa Cruz, CA 95062 U.S.A 
電話：1-831-476-9424 
傳真：1-831-476-8928 
網址：http://www.fivebranches.com 
E-mail: tcm@fivebranches.edu 
 
美國臨床針灸與東方醫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Clinical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1270 Queen Emma Street, Suite 107, Honolulu, Hawaii  96813 

U.S.A 
電話：1-808-521-2288 
網址：http://www.orientalmedschool.com 
E-mail: info@orientalmedschool.com 
 
美國夏威夷東方醫學研究所 
Oriental Medical Institute of Hawaii 
地址：181 South Kukui Street, Suite 206, Honolulu, Hawaii 96813 U.S.A 
電話：1-808-536-3611 
傳真：1-808-537-5821 
E-mail: OMI999@aol.com 
 
美國 Meiji 東方醫學院（ACAOM 認證） 
Meiji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2550 Shattuck Avenue Berkeley, CA 94704 U.S.A 
電話：1-510-666-8248（學院） 1-510-666-8234（診所） 
傳真：1-510-666-0111 
網址：http://www.meijicolle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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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meiji@pacbell.net 
 
美國美洲穴位按壓學院 
Acupressure Institute 
地址：1533 Shattuck Ave, Berkeley, CA 94709 U.S.A 
電話：1-510-845-1059 
傳真：1-510-845-1496 
網址：http://www.acupressure.com 
 
美國國立自然療法醫學院（ACAOM 認證） 
National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地址：049 SW Porter, Portland, OR 97201 U.S.A 
電話：1-503-499-4343  
網址：http://www.ncnm.edu 
 
美國西北針灸與東方醫學研究所（ACAOM 認證） 
Northwest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701 N. 34th Street, Suite 300, Seattle, WA  98103 U.S.A 
電話：1-206-633-2419（學校） 1-206-633-5581（診所） 
傳真：1-206-633-5578 
網址：http://www.niaom.edu 
E-mail: folks@niaom.edu 
 
美國俄勒岡東方醫學院（ACAOM 認證） 
Oregon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10525 SE Cherry Blossom Drive, Portland, OR 97216 U.S.A 
電話：1-503-253-3443  
傳真：1-503-253-2701 
網址：http://www.ocom.edu 
E-mail:  admissions@ocom.edu 
 
美國Santa Barbara東方醫學院（ACAOM認證） 
Santa Barbara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1919 State Street, Suite 207, Santa Barbara, CA 93101-2430 U.S.A 
電話：1-805-898-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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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SBCOM.edu 
E-mail:  admissions@sbcom.edu 
 
美國西雅圖東方醫學研究所（ACAOM 認證） 
Seattl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916 NE 65th Street, Suite B, Seattle, WA 98115 U.S.A 
電話：1-206-517-4541 
傳真：1-206-526-1932 
網址：http://www.siom.com 
E-mail: info@siom.com 
 
美國南 Baylo 大學（ACAOM 認證） 
South Baylo University  
地址：1126 North Brookhurst Street, Anaheim, CA 92801 U.S.A 
電話：1-714-533-1495 
傳真：1-714-533-6040 
網址：http://www.southbaylo.edu 
E-mail: admin@southbaylo.edu 
 
美國南加利福尼亞醫科大學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網址：http://www.scuhs.edu/caom 
 
美國 Tai Hsuan 基金會針灸與東方醫學院（ACAOM 認證） 
Tai Hsuan Foundation,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College  
地址：PO Box 11130, Honolulu, HI 96828 U.S.A 
電話：1-808-949-1050  
傳真：1-808-955-0118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hi.com 
E-mail:  taihsuancollege@cs.com  
 
美國夏威夷中醫學院（ACAOM 認證）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of Hawaii 
地址：P.O. Box 2288,Kamuela, HI 96743-2288 U.S.A 
電話：1-808-885-9226（學校） 1-808-885-7886（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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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1-808-885-9226 
網址：http://www.ilhawaii.net/%7Echinese 
 
美國 Wu Hsing Tao 傳統五行針灸學校 
Wu Hsing Tao School -Traditional Five Element Acupuncture 
地址：2915 E Madison, Suite 304, Seattle WA 98112 U.S.A 
電話：1-206-324-4097 
傳真：1-206-324-7188 
網址：http://www.wuhsing.org  
E-mail: wuhsing@earthlink.net 
 
美國 Yo San 中醫大學（ACAOM 認證） 
Yo S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13315 Washington Blvd., Los Angeles, CA 90066 U.S.A 
電話：1-310-577-3000 
傳真：1-310-577-3033 
網址：http://www.Yosan.edu 
E-mail:  info@yosan.edu 
 
美國亞利桑那針灸與東方醫學院（ACAOM認證） 
Arizona 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4646 East Fort Lowell Road, Tucson, AZ 85712 U.S.A 
網址：http://www.azschacu.edu 
E-mail: asaom@dakotacom.net 
 
美國道教與針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aoist Education and Acupuncture, Inc.  
地址：608 Main Street, Louisville, CO 80027 U.S.A 
電話：1-720-890-8922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School.ws 
E-mail: Carla@AcupunctureSchool.ws  

美國克羅拉多中醫學校 
Colorado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1441 York St, Suite 202, Denver,CO 80206-212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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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1-303-329-6355 
傳真：1-303-388-8165 
網址：http://www.traditionalhealing.net 
E-mail: cstcm-admin@traditionalhealing.net 
 
美國國際中醫學院（ACAOM 認證）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網址：http://www.thuntek.net/iicm 
ALBUQUERQUE 校園： 
地址：4600 Montgomery Blvd. NE 1-1, Albuquerque, NM 87109 U.S.A 
電話：1-505-883-5569（學校）  1-505-837-9778（診所） 
傳真：1-505-880-1775   
E-mail: panda@thuntek.net  
SANTA FE校園： 
地址：P.O. Box 29988 Santa Fe, NM 87592-9988 U.S.A 
電話：1-505-473-5233（學校）  1-505-438-7328（診所） 
傳真：1-505-473-9279  
E-mail: 102152.3463@compuserve.com  
 
美國 Phoenix 草藥與針灸研究所 
Phoenix Institute of Herbal Medicine & Acupuncture  
地址：P.O. Box 2659 Scottsdale AZ 85252 U.S.A 
網址：http://www.pihma.com 
E-mail: contactus@pihma.com 
 
美國 RainStar 大學 
RainStar University 
地址：4110-4130 N. Goldwater Blvd. Scottsdale, AZ 85251 U.S.A 
電話：1-480-423-0375 
傳真：1-480-945-9824 
網址：http://www.rainstaruniversity.com 
E-mail: info@rainstarunivers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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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南針灸學院（ACAOM 認證） 
Southwest Acupuncture College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college.edu 
新墨西哥 Santa Fe 校園： 
地址：2960 Rodeo Park Dr. West, Santa Fe, NM 87505 U.S.A 
電話：1-505-438-8884 
傳真：1-505-438-8883  
E-mail: SFe@acupuncturecollege.edu 
新墨西哥 Albuquerque 校園： 
地址：4308 Carlisle Blvd. NE, Albuquerque, NM 87107 U.S.A 
電話：1-505-888-8898 
傳真：1-505-888-1380  
E-mail: ABQ@acupuncturecollege.edu  
 
美國西南自然療法與衛生科學學院 
Southwest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地址：2140 East Broadway Road, Tempe, AZ  85282 U.S.A 
電話：1-480-858-9100 
網址：http://www.scnm.edu 
 
美國五行針灸研究院（ACAOM認證） 
Academy for Five Element Acupuncture  
地址：1170-A East Hallandale Beach Blvd Hallandale, FL 33009 U.S.A 
電話：1-954-456-6336 
傳真：1-954-456-3944 
網址：http://www.acupuncturist.com 
E-mail: afea@compuserve.com 
 
美國中國醫學研究院（ACAOM認證） 
Academy of Chinese Healing Arts 
地址：513 South Orange Avenue, Sarasota, FL 34236 U.S.A 
網址：http://www.acha.net 
E-mail: info@ach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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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奧斯汀東方醫學研究院（ACAOM認證） 
Academy of Oriental Medicine at Austin 
地址：2700 West Anderson Lane #204, Austin, TX 78757  U.S.A 
電話：1-512-454-1188 
傳真：1-512-454-7001 
網址：http://www.aoma.edu 
E-mail: aomapa@aol.com 
 
美國華美中醫學院（ACAOM 認證） 
American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9100 Park West Drive, Houston, TX 77063 U.S.A 
電話：1-713-780-9777 
傳真：1-713-781-5781 
網址：http://www.acaom.edu 
E-mail: acaom@compuserve.com 
 
美國大西洋中醫學院（ACAOM 認證） 
Atlantic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1057 SE 17th Street, Fort Lauderdale, FL 33316 U.S.A 
電話：1-954-463-3888 
傳真：1-954-463-3878 
網址：http://www.atom.edu 
E-mail: atom@atom.edu 
 
美國達拉斯中醫針灸學院（ACAOM 認證） 
Dallas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2947 Walnut Hill Lane, Suite 101 Dallas, TX 75229 U.S.A 
電話：1-214-350-4282 
傳真：1-214-366-2238 
網址：http://www.diaom.com 
E-mail: diaom@flash.net 
 
美國Dragon Rises東方醫學院 
Dragon Rises School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730 North Waldo Road, Gainesville, FL 32641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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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1-352-371-2833 
傳真：1-352-371-2867 
網址：http://www.dragonrises.net 
E-mail: info@dragonrises.net 
 
美國佛羅里達中醫學院（ACAOM認證） 
Florida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5335 66th Street North, St. Petersburg, FL 33709 U.S.A 

1802 E. Busch Blvd.Tampa, FL 33612 U.S.A 
電話：1-727-546-6565 
傳真：1-727-547-0703 
網址：http://www.fitcm.com 
E-mail: fitcm@gte.net 
 
美國Jung Tao 中醫學校 
Jung Tao School of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207 Dale Adams Road, Sugar Grove, North Carolina 28679 U.S.A 
電話：1-828-297-4181（學校） 1-828-297-4161（診所） 
傳真：1-828-297-4171 
網址：http://www.jungtao.edu 
 
美國國立東方醫學院（ACAOM認證） 
National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7100 Lake Ellenor Drive, Orlando, Florida 32809 U.S.A 
電話：1-407-888-8689 
傳真：1-407-888-8211 
網址：http://www.acupunctureschool.com 
E-mail: info@ncom.edu 
 
美國東南中醫研究所（ACAOM認證） 
South East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地址：10506 North Kendall Drive Miami, Florida 33176 U.S.A 
電話：1-305-595-9500 
傳真：1-305-595-2622 
網址：http://www.seiom.com 
E-mail: admissions@sei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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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中醫學院（ACAOM認證） 
Texas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地址：4005 Manchaca Road, Austin, Texas 78704 U.S.A 
電話：1-512-444-8082 
傳真：1-512-444-6345 
網址：http://www.texastcm.edu 
E-mail: texastcm@texastcm.edu 
 
美國邁阿密中醫學院 
The Chinese Medicine Institute 
地址：8386 SW 40th Street, Miami, Florida 33155 U.S.A 
電話：1-305-228-0380 
網址：http://chinesemedinstitute.org 
E-mail: info@chinesemedinstitute.org 
 
美國堪薩斯中醫學院 
Kansas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地址：9235 East Harry Street, Building 100, Suite 1A, Wichita KS 67208 

U.S.A 
電話：1-316-691-8822 
傳真：1-316-691-8868 
網址：http://www.kccm.edu 
E-mail: admin@kccm.edu 
 
美國洛磯山草藥研究所 
Rocky Mountain Herbal Institute 
地址：PO Box 579, Hot Springs, Montana 59845 U.S.A 
電話：1-406-741-3811 
網址：http://www.rmhiherbal.org 
 
美國斯坦福大學替代醫學課程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rogram at Stanford (CAMPS) 
地址：730 Welch Road, Suite B, Palo Alto, CA 94304 U.S.A 
電話：1-650-723-8628 
傳真：1-650-723-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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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camps.stanford.edu 
E-mail: askcamps@med.stanford.edu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 Rosenthal 替代醫學研究中心 
The Richard and Hinda Rosenth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 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 
Surgeons 
地址：630 W. 168th Street, Box 75, New York, NY 10032, U.S.A.  
電話：1-212-543-9542 
傳真：1-212-543-2845 
網址：http://cpmcnet.columbia.edu/dept/rosenthal/CAM.html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綜合醫學課程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ogram in Integrative Medicine 
地址：PO Box 245153, Tucson, AZ 85724-5153 U.S.A 
網址：http://integrativemedicine.arizona.edu 
E-mail: piminfo@ahsc.arizona.edu  
 
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替代醫學課程 
Complementary Medicine Program,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地址：3rd Floor, Kernan Hospital Mansion, 2200 Kernan Drive, Baltimore, 

MD 21207 U.S.A 
網址：http://www.compmed.ummc.umarylan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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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總結及建議 

一、本考察團包括台灣中醫藥產官學界人士，除了計畫主持人外，也有中國

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張永勳所長、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張淑貞副

教授、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第三組林哲輝組長、行政院衛生署

藥物食品檢驗局黃坤森技士、勝昌製藥技術部研發處周良穎經理、嘉義

市藥用植物學會李文輝理事、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生江倍漢等，到大陸各單位參訪時，都有其代表性，也相對受到大陸接

待單位之重視。 
二、大陸在推動中醫藥國際化方面已具有具體之政策與作法，也與相關國際

組織如 WHO、WTO、UNESCO 等合作，並積極參與國際傳統醫學研討

會。 
三、大陸各中醫藥大學除培育內地之人才外，也都設有國際學院或海外學院

等單位培養國際型中醫藥人才，招收留學生及開設短期課程，培訓世界

其他國家之學員，有部份學校並與其他國家合作，到海外開設中醫藥之

課程，此部份之經驗可作為台灣參考。 
四、 這幾年大陸不論軟硬體各方面，皆具有長足之進步，早期大陸之實驗設

備，多為擺放展示之用，深怕使用設備損壞，而至今，多數研究機構皆

充實運用所購得之設備，進行科學研究，顯示大陸之改變與進步，值得

我們警惕。 
五、上海中醫藥大學中藥研究所、上海中藥標準化研究中心為一獨棟 7 樓層

樓之建築物，內部儀器設新穎齊全，為上海市重點學科。目前該中心為

國內 50 多家企業提供服務。上海中藥標準化研究中心已研製 100 餘種

中藥化學對照品，建立了 20 多個藥材、飲片和中成藥的質量標準，甚

至對中藥材的種植環節都制定嚴格規範。 
六、2004 年落成之上海中醫藥博物館，收藏 3000 多件珍貴的中藥和中成藥

展品，1.4 萬餘件中醫藥文物，陳列展出面積約 4000 平方米。其中醫史

館又分為綜合館和養生康復、針灸推拿、中藥方劑、中醫文化、中醫科

教 5 個專題館，展出的實物史料重點反映了五千年來中醫藥學發展的歷

史和主要成就。 
七、世界衛生組織在西太平洋地區設有 12 個傳統醫學中心，其有 7 個設在

中國大陸，包括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藥資

訊研究所、中國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

所、中國南京中醫藥大學、中國上海醫科大學針刺原理研究所、中國上

海中醫藥大學，故大陸在中醫藥國際化之推動有其優勢；而台灣則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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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產業界之優勢，開發中醫藥相關產品及生產技術，將中醫藥推向世界

性傳統醫藥。 
八、大陸已出版中醫藥英文版教材，台灣可引用參考，不必重覆翻譯，經由

兩岸之中醫藥學術交流，知己知彼，可省略不必要之人力資源浪費。 
九、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從回歸之後也開始重視中醫藥之教育，雖

起步較晚，規模也較小，惟其具特殊發展研究之潛力，未來之發展也值

得台灣中醫藥界重視。 
十、台灣在推動中醫藥國際化時也可參考大陸作法，邀請國外學者來台交流

或授課，並與國外學校締結姐妹學校，在研究、教育及醫療經驗方面互

相學習交流。 
十一、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宣示：2005 年為中醫藥國際化之啟動年。

在台灣積極推動中醫藥國際化的同時，大陸方面中醫藥國際化之政策

及現狀可作為我國推動時之參考。 
十二、鼓勵設有中醫藥相關科系之學校，開設以英文授課之中醫藥課程，讓

師生習慣於英文環境討論中醫藥內容，擬積極培養具外語能力及國際

觀之年輕中醫藥界尖兵。 
十三、未來可舉辦國際中醫藥人才培訓研習營，邀請我國友邦國家之官員來

台訪問，將我國發展中醫藥之成功模式及經驗與友邦國家交流，並加

強與該地區中醫藥及傳統醫藥之交流活動，增加我國與其國家醫事人

員之友誼，強化醫療援助成果。並配合推動我國參與國際衛生組織之

目標，提昇我國國際衛生形象。透過本次交流活動，培養與這些幹部

官員之友誼，藉由這些教育訓練也有助於這些部官員返國後升遷，將

來升至主管該國重要事務之官階時，對兩國之交流將會有很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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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關於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的指導意見 

 
  1997 年，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印發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

十年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自《規劃》實施以來，在各地中醫藥管理

部門及各地政府有關部門的組織協調下，通過廣大中醫藥工作者的不懈努

力，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渠道和領域進一步拓寬，實質性的合作專案不

斷增加，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的交流與合作格局初步形成，中醫藥在國

際上的影響和地位有較大的提高。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

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爲了

進一步落實好《規劃》，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和更廣泛地走向世界，特提

出以下指導意見。 

一、充分認識新形勢對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提出的新要求 

  中國中醫藥事業蓬勃發展，要求加大對外交流與合作力度，開拓

國際發展空間。2003 年頒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和

2002 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八部門制訂的《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爲

中醫藥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援。一些地方政府將中

藥作爲支柱産業、高新技術産業和戰略産業來培育和扶持，促進其持

續健康發展。國內中醫藥事業的快速發展，服務規模的不斷擴大，生

産能力的不斷增強，要求拓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開闢新

的國際市場，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要求加強中醫藥國際科技合作，促進學術水

準提高。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醫藥參與國際

貿易與合作的機遇大大提高，同時也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要求

加大國際合作的科技含量，在政府指導下進行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和

跨國企業集團間的實質性科技合作，探索資本與技術相結合進行中醫

藥研發和生産、參與管理、知識産權與市場利益共用等新的合作模式，

促進中醫藥學術進步，提高中國中醫藥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中醫藥在國際上迅速傳播，要求把握時機，促進中醫藥納入各國

（地區）醫療衛生保健體系。當今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包括中醫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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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傳統醫藥在人類醫療衛生保健方面的作用，更多國家的人民希望

得到中醫藥保健，許多國家的專業人士在本國從事中醫藥臨床、教學、

研發和生産活動。要把握有利時機，通過交流與合作等形式，宣傳展

現中醫藥的科學性、安全性、有效性，使中醫藥取得更廣泛的民衆基

礎，得到世界各國（地區）政府及國際學術界的理解和認同，並逐步

納入各國（地區）醫療衛生保健體系中，使中醫藥發展在國際上得到

更有效的保障和支援。 

二、繼續堅持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目標和方針 

  六年來的實踐證明，《規劃》確定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目標

和方針是正確的，應當繼續堅持。同時，要堅持與時俱進，不斷結合

新的形勢賦予其新的內涵。 

  今後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奮鬥目標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精神爲指導，以促進中醫藥事業全面發展和

推動中醫藥學術進步爲依託，進一步提高交流與合作的品質和效益，

發展已建立的對外聯繫網路，鞏固已形成的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

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格局；加強中醫藥的標準化建設，完善涉外法規建

設；使中醫藥在世界上的應用範圍和使用率大幅度提高，世界各國對

中醫藥的瞭解和認同程度大爲增加，中醫藥在部分國家被納入醫療保

健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 

  繼續堅持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指導方針：立足國內，以內促

外；依靠科教，醫藥並舉；因地制宜，雙向接軌。 

（一）立足國內，以內促外。依靠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優勢，提高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能力。利用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經

驗，促進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中醫藥。 

（二）依靠科教，醫藥並舉。以中醫藥科技進步和培養造就適應世界

中醫藥發展的國際型人才爲基礎，提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

的水準和效益。在推動中醫醫療國際合作的同時，研製開發適

應國際需求的中藥産品進入國際市場，以醫帶藥，以藥促醫。 

（三）因地制宜，雙向接軌。根據各國（地區）不同的文化背景、經

濟發展水準等實際情況，吸收當地醫學的發展經驗，建立科學、

規範、適合中醫藥特點和各國（地區）具體情況、國際認可的

中醫藥國際標準。創造有利於中醫藥進入國際市場的國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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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促進中醫藥在世界各國（地區）的應用與發展。 

三、實施標準化戰略、知識產權保護戰略和人才戰略 

（一）標準化戰略。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有利條件，在國內有

關技術標準的基礎上，制定符合中醫藥特點、國際社會認同和

接受的有關中醫藥名詞術語、中醫藥教育機構設置、中醫醫療

機構設置、中醫藥診療技術、中醫藥從業人員和中藥等國際標

準，根據不同國家（地區）的實際情況逐步應用並推廣，促進

中醫藥被逐步納入各國（地區）的醫療衛生保健體系。 

（二）知識産權保護戰略。知識産權保護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必要措施，

可以爲參與國際競爭創造條件，提高國際競爭的能力。中醫藥

是中國數千年積累的寶貴財富，蘊含著豐富的自主知識産權和

中醫藥資源。在開展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中要增強知識産權

保護意識，加強中醫藥知識産權保護研究，制定知識産權保護

戰略，加大對知識産權保護的資金投入，提高自主創新和專利

産品研發能力。通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形成比較完整的中醫

藥知識産權保護體系。 

（三）人才戰略。人才是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基礎。人才戰略的目

標是構建一支富有創新能力和協作精神、年齡結構合理、精通

外語和中醫藥專業知識的複合人才、跨領域的高級經營管理人

才、熟悉國內外專利及藥品註冊法規的專門人才，包括國際上

知名的中醫藥科學家在內的高素質的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人

才隊伍。 

四、採取積極措施，進一步完成《規劃》的各項任務 

（一）加強政府間及與國際組織的交流。拓展與各國（地區）政府有

關中醫藥及傳統醫藥的政策法規、市場准入、市場監管等方面

的交流與合作。建立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

織的對話及緊密合作機制，爲中醫藥進入國際市場營造良好的

國際環境。 

（二）加強中醫藥的國際宣傳。研究適合新形勢的宣傳方法，建立中

醫藥宣傳網路，充分利用現代資訊技術和網路技術，構建對外

交流與合作資訊服務平臺。召開中醫藥國際學術會議，加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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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各類中醫藥機構合作，採取多種方式宣傳中醫藥，推廣

中醫藥。 

（三）提高中醫藥國際教育水準和品質。支援中國中醫藥教育機構發

揮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源優勢，配合教育部門擴大接收來中國

學習中醫藥的留學生的規模，提高受教育的層次。鼓勵中醫藥

教育機構在海外合作舉辦各級各類中醫藥教育，特別是開展當

地政府認可的學歷教育，組織學術機構編譯國際適用的中醫藥

教材，提高中醫藥國際教育水準和品質。 

（四）鼓勵國內社會力量，在條件成熟的國家（地區）建立或聯合建

立中醫醫療機構，特別是運用市場機制建立示範性醫療中心，

利用中醫藥在防治人類疾病中的獨特療效和中藥産品安全有效

的優勢，擴大中醫藥的國際市場。 

（五）注重科學技術在中醫藥國際交流中的作用，利用國內外科技資

源，加強中醫藥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研發一批療效確切的中

藥新産品，改進中藥傳統劑型，提高品質控制水準，支援培育

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中藥企業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提

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水準和效益。 

（六）加強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中中醫藥資源保護的研究，正確處

理中醫藥資源保護與國際市場利益的關係，制定與中醫藥發展

相適應的資源保護方法和措施，加強與國際國內有關資源保護

組織或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使中醫藥能夠得到持續發展。 

（七）支援民族醫藥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民族醫藥是中國傳統醫藥的

重要組成部分，結合國家區域開發戰略支援中國民族地區，依

據各民族傳統醫藥特點，開展民族醫藥的國際交流合作，促進

民族醫藥的發展。 

（八）充分發揮中醫藥學術和仲介機構的作用。建立仲介評估制度，

完善評估體系。鼓勵和支援總部設在中國的世界中醫藥學會聯

合會、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制定和推行國際中醫藥行業標準，

積極參與中醫藥知識産權保護事務。採取多種方式，加強與世

界各國（地區）中醫藥學術團體、世界各種醫藥學術團體間的

交流與合作，不斷擴大中醫藥在國際社會的影響。 

（九）充分發揮港澳臺地區在對外交流與合作中的作用。港澳臺地區

在人才交流、資本運作、基礎設施、資訊渠道、經營管理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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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結合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近年來中醫藥得到很大

發展，要與港澳臺地區在人才培養、成果轉化、開拓國際市場

上互相交流合作，優勢互補，加速中醫藥走向世界。 

五、加強領導，全面推進中醫藥的對外交流與合作 

  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要加強對全國中醫藥行業對外交流與合作

的指導與協調，認真研究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規律，制定交流與

合作的政策和戰略規劃，提供資訊，努力構建服務平臺。加強與世界

衛生和貿易等國際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傳統醫學

戰略推進行動。鞏固已有的政府間合作，促進與有條件的國家和地區

建立新的政府間合作關係。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醫藥管理部門要協調有關部門發揮本地

優勢，調動中醫藥院校、醫療科研單位和企業的積極性，開闢資訊渠

道，鼓勵支援其與有條件的國家（地區）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利用本

地與世界各國（地區）友好城市等合作關係，加強政府層次的溝通對

話，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推動開展本地區重大合作專案。 

  各類中醫藥企（事）業單位是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生産和

經營活動的主體，要利用現有對外渠道，進一步鞏固合作關係，樹立

品牌意識，重視誠信，提高合作品質。同時要積極穩妥自主地開拓新

渠道、新市場，擴大合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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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領導演講內容 

 

衛生部副部長兼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佘靖講話 

（2003 年 11 月 25 日） 

繼往開來，務實創新，開創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新局面 

 

同志們： 

    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今天開幕了，這是繼 1997 年全國首

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後，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召開的第二次

專題研究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深入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的

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總結 1997 年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以來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經驗，分析新時期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事業

所面臨的形勢，研究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的措施，

確定今後一個時期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主要任務。下面，我代表大

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講幾點意見。 

一、六年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回顧 

    1997 年底，我局召開了首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制訂

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規劃》對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

作的現狀與趨勢進行了分析和概括，明確了十年內的工作目標和方針，

提出了任務與措施，在國內外、行業內外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各級政

府的領導下，在社會各界的支援關心下，全行業認真貫徹落實《規劃》，

積極推進中醫藥在醫療服務、教育培訓、科學研究和中醫藥産品研發等

方面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和可喜的成績。我們主要做

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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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落實《規劃》，促進中醫藥國際傳播 

  六年來，我們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

導，緊緊圍繞中醫藥事業發展的中心目標，以提高中醫藥科技水

準爲依託，以鞏固和提高交流合作的層次、品質和效益爲重點，

全面落實《規劃》。目前，初步建立起較爲廣泛的國際交流渠道

和網路，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

格局，中醫藥的涉外法規建設正在逐步完善，標準化建設進一步

得到重視，中醫藥在世界各國的應用範圍和使用率正在逐年提

高，國際上對中醫藥的認同程度不斷增加，中醫藥已在部分國家

納入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圍繞增加中藥出口份額

的一些基礎性研究、開發工作和中藥的標準化、現代化、産業化、

市場化推進工作取得新進展。 

  各相關部委對發展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極爲重視，社

會各界對推進中醫藥走向世界極爲關注，營造了有利於中醫藥對

外交流與合作的良好的環境和氛圍。1997 年外交部決定把《規

劃》發至每一個駐外使領館，要求在外交工作中積極支援中醫藥

國際交流與合作工作，將此項工作納入駐外使領館的工作議程。

科技部於 1997、1998 年在駐外科技機構開展了“中醫藥走向世界

的專題調研”，調研報告抄送我局，爲我局及時制訂相關政策和

措施提供了非常好的意見和建議。衛生部把與各國政府開展傳統

醫學的交流與合作作爲衛生合作的重要內容，做爲中國衛生領域

對外交流的優勢和特色。行業內和關心支援中醫藥發展的各界人

士對如何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展開了熱烈討論，“中醫藥在各國

的發展狀況”、“實施中醫藥國際化戰略”等成爲海內外新聞媒體

報道的熱點話題之一。 

    各地各級中醫藥管理部門提高了對開展中醫藥對外交流與

合作工作的認識，增強了責任感與緊迫感，大部分的省、自治區、

直轄市中醫藥管理部門都制訂了本地區中醫藥國際交流工作計

畫，積極組織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機構通過“走出去”、“請
進來”等方式，推動建立高水準的中醫藥國際合作專案。目前，

從整體上看，《規劃》所提出的在海外合作建立中醫醫療點、開

展中醫藥學歷教育合作等目標已經基本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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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管理，保證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健康有序發展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對應的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發展

的國際環境，影響和制約中醫藥國際交流工作的國際因素充滿變

數和不確定性，我們把跟蹤、瞭解各國中醫藥發展的情況和國際

傳統醫學的動態作爲基礎性工作抓緊抓好，通過組織出訪、參加

國際性研討培訓班、接待以及出席各專題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等

方式，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及時掌握國際傳統醫學特別是中醫藥

學的發展動向和市場需求，加強對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

作的宏觀指導和管理。在調研的基礎上，先後制定合作辦學、辦

醫以及科技合作等方面的執行計畫；召開了“全國中醫藥對外教

育研討會”、“全國中醫藥境外辦醫工作會議”、“全國中醫藥國際

科技合作工作會議”、“全國中醫藥對台港澳工作會議”等專題會

議，研究新情況、部署新任務。相繼出了《中醫藥國際科技合作

指導意見》、《中醫藥國際科技合作學術會議與展覽管理細則的通

知》、《關於加強我局外事管理工作的通知》、《中醫藥外事工作人

員守則》、《關於加強內地與香港中醫醫療合作管理的通知》等規

範性管理文件，建立和完善中醫藥涉外法規，依法行政，加強管

理，保證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健康有序發展。 

（三）加強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外國政府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我局一直重視與世界衛生組織在傳統醫學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六年 來有計畫、有組織地開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積極參加

世界衛生組織主持召開與傳統醫學有關的各項活動，利用世界衛

生組織提供的國際講壇，宣傳中醫藥，及時把中國政府的中醫藥

政策、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成就和中醫藥在中國衛生保健體系中的

重要作用等，通過世界衛生組織向世界介紹；二是結合國內中醫

藥事業發展重點，主動爭取世界衛生組織的資金、技術等支援發

展傳統醫學合作專案；三是與世界衛生組織共同舉辦一系列大型

國際傳統醫學學術會議，如 2000 年國際傳統醫藥大會、2002 年

中—非傳統醫藥論壇以及世界針灸學術大會等，在國際上産生了

比較深遠的影響；四是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制訂地區和全球傳

統醫學發展規劃和戰略的工作，與世界衛生組織分享中國發展中

醫藥的歷史經驗，參與其制訂傳統醫學的發展規劃；五是在中醫

藥防治非典的工作中，主動爭取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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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與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共同在北京召開了“中醫、中西醫結合

防治 SARS 學術研討會”，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和地區的 17 名

專家，對中醫藥參與非典防治的科研報告進行了分析、評估，做

出了中醫藥防治非典是“安全、具有潛在效益”的評價，建議早

期、全程、合理使用，肯定了中醫藥在防治非典中發揮了積極的

作用。 
    繼續加強與外國政府在傳統醫學領域的雙邊交流與合作，先

後與韓國、新加坡、越南、泰國、柬埔寨、阿聯酋、埃及、坦桑

尼亞、尼日利亞、衣索比亞、秘魯、厄瓜多爾、挪威、英國、法

國、澳大利亞、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等國簽訂了傳統醫學

合作協定或備忘錄，針對國際關注的有關傳統醫學方面的重大議

題，召開全球性或區域性專題政府論壇。與美國、加拿大、巴西、

墨西哥、德國、愛爾蘭、瑞士、丹麥、馬耳他、印度尼西亞、馬

來西亞、蒙古等國建立了穩定的合作交流關係，重點與外國政府

在中醫藥法規建設、中醫從業人員管理和註冊、中藥品質控制和

科學研究等方面開展實質性合作，爲中醫藥走向世界創造良好的

國際環境。 

（四）充分發揮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等民

間學術組織的作用，擴大交流與合作 

    總部設在北京的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自 1987 年成立以來，

發展到今天已經擁有 76 個團體會員，代表著全球 7 萬餘名針灸

工作者，會員遍及 43 個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我局積極支援世界

針聯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正式工作關係，在國際上開展針灸學術

交流，推動針灸立法，普及針灸教育，開展針灸標準化研究，有

力地推動了針灸的學術發展和進步。 

  經過五年多的籌備，在國內外各有關機構的大力支持配合

下，又一個總部設在北京的中醫藥國際組織—世界中醫藥學會聯

合會在 2003 年 9 月正式成立，來自 44 個國家和地區的 120 個中

醫藥學術團體和機構成爲首批會員，世界中聯將致力於增進世界

各國中醫藥學術團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中醫藥的學術交流

與傳播，建立中醫藥國際行業標準，開展教育與培訓，開展與世

界上其他各種醫學的交流與合作，使中醫藥爲人類健康做出更大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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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重要的國際性民間學術團體的成立，增加了宣傳中醫

藥的窗口，拓展了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工作渠道，建立了研

究、制定和推行中醫藥國際技術標準的載體。 

（五）進一步發展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交流與合

作 

  1997 年香港回歸後，中醫藥在香港特區的發展得到了高度

重視。1999 年香港立法會通過《中醫藥條例》，使中醫藥在香港

納入法制化、制度化軌道，中醫藥從業人員的技術資格和技術服

務得到承認，爲中醫藥在香港特區的進一步快速發展奠定了基

礎。1999 年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也開始著手對澳門中醫藥從

業人員的學歷和技術資格進行鑒別，並計畫逐步制訂法規進行管

理。在這一背景下，內地和香港、澳門進一步深化中醫藥的交流

與合作，建立了三地衛生行政高層協調會議機制，中醫藥成爲合

作的重要領域。 

  在堅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下，香港和澳門特區

積極吸收內地發展中醫藥學術、管理中醫藥事業的經驗，內地積

極配合特區對中醫藥行業依法管理，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援和政策

諮詢、資訊服務等，制定了赴港中醫醫療合作管理規定，保證了

內地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區之間在中醫藥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的健

康發展，形成了三地在中醫藥學術交流、臨床研究、教育培訓、

科研開發、中醫藥産業合作、中藥和保健品的貿易等多領域，從

官方到民間的交流與合作的格局。2003 年 9 月、10 月，內地與

香港、內地與澳門相繼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文本及有關附

件，爲進一步開展三地中醫藥合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近年來，我局繼續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貫徹中央對台工作總體部署，積極開展兩岸學術交流與合作。兩

岸中醫藥界互相學習與借鑒，共同推動中醫藥科學的發展。 

（六）培養和鍛鍊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隊伍 

    六年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實踐的磨礪和鍛鍊，使一大批

熱愛中醫藥事業，熟悉業務，掌握外語，瞭解國際交流與合作運

作規律的新型複合型人才脫穎而出，初步形成了中醫藥對外交流

與合作的人才隊伍。這支隊伍既包括中醫藥外事管理隊伍，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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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掌握當代科學技術、熟悉中西醫學長處、瞭解國際合作專案運

作規律的科學家隊伍。這支隊伍以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從中

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實際出發，善於學習，勇於進取，克服了

體制上、資金上、條件上等諸多困難，開拓前進，爲中醫藥走向

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爲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事業的寶貴財

富。 

    回顧總結六年的工作，我們認識到，正是由於各級中醫藥管

理部門和廣大中醫藥工作者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努力實踐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認真貫徹黨的衛生工作方針和中醫藥政

策，以《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爲指導，立足國內，

以保持國內中醫藥事業持續、快速發展爲根本前提，一切從實際

出發，團結協作，開拓進取，才能夠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

作中掌握主動，取得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新成績。在此，

我代表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大家的支援表示感謝，對奮戰

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第一線的廣大中醫藥工作者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親切的慰問！ 

  同志們，通過六年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實踐，我們深深

體會到： 

1.要堅持服務大局，緊緊圍繞國家外交路線和中醫藥事業發展目

標開展工作。我們不斷更新觀念，加強大局意識和服務意識。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是大陸國家對外開放和中醫藥事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服從並服務於國家外交工作大局，以

一切有利於國家利益、有利於中醫藥事業發展爲根本前提和出

發點，在中醫藥改革和發展的總體推進中部署中醫藥對外交流

與合作工作。 

2.要堅持平等互利，互相學習，在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合作中共同

發展。我們按照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既向世界傳播中

醫藥，也不斷博採衆長、自我完善，不僅爲世界服務，同時也

學習借鑒其他國家先進經驗，共同推動中醫藥和世界其他傳統

醫藥的發展。 

3.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協調好國內中醫藥事業發展與中醫藥走向

世界的關係。我們立足於國內中醫藥改革與發展的需要，認真

調查瞭解中醫藥在世界傳播的現狀，制定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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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長遠戰略規劃，並堅持從實際出發，根據中醫藥事業發展

的現實水準和條件，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計畫和措施，保持中

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事業的均衡、協調發展。 

  這些體會，是我們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工作實踐中達

成的共識。我們要在今後的工作中，繼續不斷進行理論思考和探

索，總結經驗，更好地指導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實踐。 

二、與時俱進，把握機遇，做好新形勢下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
合作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要求

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

舉措。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準的要求。我

們要認真分析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面臨的新形勢，把握機遇，迎接挑

戰，進一步明確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目標、指導方針和重點任

務，開創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新局面。 

（一）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所面臨的形勢 

  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大大加快，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綜合

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中國正式成爲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標誌著

中國經濟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循環中，中國的改革開放進

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確立了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各項改革

日益深化，公共衛生體制改革深入進行，農村衛生改革正在開

展，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藥品生産流通體制

改革繼續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正在進行深刻變革，中醫藥事業在

繼承和創新中取得新的發展，爲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打下了良

好的基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類的疾病

譜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傳統的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性疾病仍然

存在，同時又出現了一些對人類健康和生活品質造成嚴重威脅的

新的傳染病；另一方面，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防治面臨著嚴峻的

形勢，新的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代替了單純的生物醫學模

式。人們健康觀念發生著轉變，追求身體、精神與社會的完美的

統一，對化學藥品的毒副作用的認識不斷加深，一個崇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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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自然的熱潮正在形成。同時沈重的醫療費用負擔是各國政府

面臨的共同課題。爲應對上述問題，人們轉而越來越多地關注傳

統醫學，特別是中醫藥學。 

  世界衛生組織近年來重視支援傳統醫學的發展，繼世界衛生

組織西太區、非洲區通過地區傳統醫學發展戰略後，2003 年世

界衛生大會又通過了《2003—2005 年全球傳統醫藥發展規劃》，

要求各成員國根據自身條件，將傳統醫藥納入本國衛生保健體

系，保證傳統醫藥安全有效和品質，強調傳統醫藥適當向貧困人

群傾斜，保障傳統醫藥的合理應用等。這一國際傳統醫學策略的

重大調整，必然進一步促進世界傳統醫學的發展，對中醫藥的對

外交流與合作提出新的要求。 

    我們應當準確分析和把握這些變化和要求，分析《規劃》實

施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充實新的措施

和任務，以保證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持續發展。 

（二）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面臨的歷史發展機遇和挑戰 

  國內外深刻變化的形勢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提供

的機遇是：國際社會對中醫藥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爲中醫藥的

海外傳播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國際上對傳統醫學加強管理，發揮

其在民衆醫療衛生保健體系中的作用，爲中醫藥健康發展提供了

有利條件；世界醫學科學的飛速進步，促進了現代醫學與中醫藥

學的進一步交叉、融合；國內中醫藥産業的發展和成熟，孕育了

中藥企業進一步進入國際市場的潛力。這些有利的變化和發展形

勢，需要我們以清醒的頭腦、開放的心態、求實的精神去加以客

觀、冷靜的分析，從中找出規律性，進一步完善措施，抓住有利

時機，推進中醫藥走向世界。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清醒地看到，一些制約中醫藥對外交

流與合作工作開展、影響中醫藥走向世界的主客觀因素仍然存

在，主要集中在：一是東西方文化背景以及中醫學和西醫學兩種

醫學體系的不同，造成對中醫藥的理解和認同的困難，而以國際

通行的語言和表達方式揭示中醫藥學客觀規律的科學研究成果

尚未得到國際醫學界的公認，中醫藥在國外的認可程度還不高。

二是歐美地區等一些發達國家政府對傳統醫藥的管理使中醫藥

進入這些國家增加了新的困難、面臨新的技術壁壘。三是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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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事管理體制有待進一步完善，需要各級中醫藥管理部門積極

與有關部門協作溝通，逐步建立一個統一高效、運轉協調、反應

靈活的領導、協調、管理機制。四是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在地

區間的發展還不平衡，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品質和效益還有

待提高。這些問題和制約因素的存在，需要我們積極研究對策，

趨利避害，改進策略，加以解決。 

（三）新形勢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目標與指導方針 

  六年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在指導中醫藥

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爲今後進一步開展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爲中醫藥更廣泛地

走向世界創造了有利條件。今後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主

要奮鬥目標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精

神爲指導，以促進中醫藥事業全面發展和推動中醫藥學術進步爲

依託，進一步提高交流合作的品質和效益，發展已建立的對外聯

繫網路，鞏固已形成的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對外交流與合作

的格局；加強中醫藥的標準化建設、完善涉外法規建設；中醫藥

在世界上的應用範圍和使用率大幅度提高；世界各國對中醫藥的

瞭解和認同程度大爲增加；中醫藥在部分國家被納入醫療保健服

務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 

  爲實現上述目標，我們要繼續堅持“立足國內，以內促外；

依靠科教，醫藥並舉；因地制宜，雙向接軌”的戰略方針： 

1.立足國內，以內促外。依靠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優勢，提高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能力。利用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經

驗，促進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中醫藥。 

2.依靠科教，醫藥並舉。以中醫藥科技進步和培養造就適應世界

中醫藥發展的國際型人才爲基礎，提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

的水準和效益。在推動中醫醫療國際合作的同時，研製開發適

應國際需求的中藥産品進入國際市場，以醫帶藥，以藥促醫。 

3.因地制宜，雙向接軌。根據各國（地區）不同的文化背景、經

濟發展水準等實際情況，吸收當地醫學的發展經驗，建立科學、

規範、適合中醫藥特點和各國具體情況並爲國際醫藥界認可的

中醫藥國際標準。創造有利於中醫藥進入國際市場的政策環

境，促進中醫藥在世界各國的應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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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進一步確定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

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重點，使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更好

地爲中醫藥事業發展服務，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根據中國共產

黨的十六大精神和全國中醫藥工作會議要求，自去年起組織人

力，從對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現狀分析入手，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

和經驗總結，在充分徵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研究制訂了《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關於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

劃〉的指導意見（草案）》，提交本次會議討論。 

  《指導意見》重申了《規劃》的基本目標和方針，又根據新

形勢要求，對有關具體內容進行了調整，強調了組織推行三大戰

略即標準戰略、知識産權保護戰略、人才戰略，提出了十項保障

措施。《指導意見》的出發點是既保持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

作總體目標方針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從實際出發，認真研究新

情況，解決新問題，使《規劃》更加適合形勢發展和中醫藥對外

交流與合作工作的需要。 

    希望大家從工作實際和事業發展需要出發，以高度負責的態

度和創新精神，充分發表意見，我們將根據大家的意見進一步對

《指導意見》（討論稿）進行修訂和完善，使其對今後一個時期

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發揮應有的指導作用。 

三、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要求 

    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我再強調

幾點意見： 

（一）提高認識，堅定信心，繼續全面推進和落實《中醫藥對外交

流與合作十年規劃》 

    各級領導要充分認識面對當前中醫藥發展的歷史機遇，首先

要紮實做好國內中醫藥的各項工作，才能保證中醫藥更高水準、

更廣泛走向世界。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

目標和戰略部署，未來一個時期將是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關鍵時期，是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進一步深化和完善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中醫藥工作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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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質”、“形成比較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爲目

標，在進一步完善中醫藥服務網路、充分發揮中醫藥在農村衛生

工作中的作用、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努力提高中醫藥對國民

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等方面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應有貢獻。中

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要立足於中醫藥事業發展大局，服從

和服務於中醫藥工作的總體部署，主動適應和自覺融入到中醫藥

的具體實踐中去，要以中醫藥的全面開放促進中醫藥事業的改革

與發展，要以事業發展的成果提升開放的水準和效益。 

    各級中醫藥管理部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堅定信心，從戰略

高度認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對於促進中醫藥事業全面

發展、提高中醫藥機構競爭力、推進實現中醫藥現代化的重要意

義。要切實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在落實《規劃》目標的工作

部署基礎上，從本地實際出發，做好本地區本單位中醫藥對外交

流與合作工作的高層發展設計，制定具體工作計畫，加強對外宣

傳工作，組織支援中醫藥機構建設一個集中優勢、分工科學、反

應靈活、調動各方積極性的工作機制，紮紮實實地推進對外交流

與合作工作，落實和完成《規劃》的各項目標任務。 

（二）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發揮各級各類中醫藥機構積極性，共

同推進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 

    要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深化行政管理體

制改革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嚴格依法行政。大陸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要積極主動與有關部門溝通、協調，取得支援，充分

發揮對全國中醫藥行業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指導、協調、管理

和服務作用。要針對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難點和帶有根本

性、全局性制約發展的問題，集中人力物力，開展深入調查研究，

制訂切實可行的政策和保障措施，爲中醫藥醫療、教育、科學研

究和中醫藥産品走向世界服務。 

    各地各級中醫藥管理部門要以《規劃》爲指導，充分發揮地

區優勢，協調好、整合好本地資源，充分發揮當地中醫藥醫療、

教育、科學研究以及企事業單位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開闢資訊渠

道和合作渠道，增強本地區中醫藥機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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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動本地區實施《規劃》任務的工作。 

    國內各級各類中醫藥機構、民間和企事業機構要充分利用擴

大開放和中醫藥事業全面發展的有利時機，通過開展積極有效的

國際交流與合作，增強實力，增強開拓市場、技術創新和培育自

主品牌的能力，全面提高競爭力，爲人民健康事業和社會經濟發

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加快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標準化建設，保證中醫藥健康

有序走向世界 

  中醫藥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從開始階段的專業技術人員

往來、民間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到高層政府部門的介入和海內外有

實力機構的參與，走的是一條政府和民間相結合、全社會參與的

發展道路。目前，中醫藥已經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無論

是中醫藥向世界傳播還是世界向中醫藥走來，其規模和數量都已

保持在相當的水準。因此，在規劃下一階段發展時，應當考慮把

工作重點轉到提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品質和水準、保持和

提升中醫藥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規範和淨化中醫藥在國際市場上

的行爲、促進中醫藥納入部分國家醫療保健服務體系。 

  要針對制約中醫藥走向世界的因素，在繼續保持一定規模和

水準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基礎上，積極組織力量，認

真研究制定爲國際社會認可的中醫藥國際標準，開展中醫藥國際

標準化建設，進一步提高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水準和效益。要在中

國已經具備了比較完善的中醫藥標準體系，標準化建設方面已經

取得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和借鑒國際醫療衛生和其他傳

統醫學關於標準化方面的有益做法和長處，由淺入深、由單一到

集成，逐步建立完善中醫藥國際標準指導、評價體系。要發揮世

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等有影響的國際學術

組織和團體的作用，分階段、有步驟地向國際推廣中醫藥國際標

準，使反映中醫藥科學內涵和特色的中醫藥國際標準爲國際社會

所接受，在技術上和管理上保障中醫藥在國際上的健康、有序傳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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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強中醫藥知識産權和中醫藥資源保護意識，提高中醫藥對

外交流與合作的效益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與疾病鬥爭的智慧結晶，是中國

醫學科學的特色，也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

國擁有自主知識産權優勢和資源優勢的少數領域之一。各級中醫

藥管理部門要增強知識産權保護和中醫藥資源的保護意識，提高

運用國際通行的專利、商標、著作權、商業秘密等知識産權範疇

的法律、法規和規則，保護中醫藥知識産權和中醫藥資源的能

力，以保障中醫藥機構在走向世界中的合法權益，增強中醫藥參

與國際競爭的實力、經濟效益和持續發展的能力。首先，要加強

自身對國內外知識産權相關知識的學習和調查研究，並重視有關

的宣傳、培訓工作，使廣大中醫藥工作者能夠瞭解和掌握國際國

內有關知識産權保護和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依法保護中醫藥

科學成果和中醫藥資源。第二，要善於運用國內外知識産權保護

的規則，在加強中醫藥知識産權保護過程中，有效地保持中醫藥

在對外交流與合作中的優勢和領先地位，保證中醫藥在國際市場

的經濟效益、長遠利益，促進中醫藥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能夠長

期穩定的發展。第三，要積極會同國家有關部門研究制定符合中

醫藥科學規律和特色的中醫藥知識産權和中醫藥資源保護戰

略，探索在對外交流與合作中有效保護中醫藥科技成果的方法和

措施，鼓勵中醫藥機構提高自主創新和專利産品研發能力，促進

中醫藥科技創新，加速中醫藥現代化。 

（五）面向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事業需求，培養一批合格的國

際型中醫藥人才隊伍 

  要充分認識培養國際型中醫藥人才、造就一大批合格的國際

型中醫藥人才隊伍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工作需要和事業長遠發

展需求出發，積極利用中醫藥院校、科研機構和其他相關教育機

構的力量，對中醫藥管理幹部、專業技術人員等進行有關中醫藥

對外交流與合作業務、當代科技發展以及國際合作規則和法律法

規等的培訓，同時注重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中，在中醫

藥臨床、教育、科研、生産、貿易等實踐中培養人才。鼓勵中醫

藥專業技術人員大力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借鑒國

外在人事制度方面先進的管理經驗，建立有利於人才成長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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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與環境。要把吸引、培訓人才與使用人才相結合，爲人才充

分發揮聰明才幹提供機會和舞臺，創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用人

機制，營造實施人才戰略的體制環境。 

  要重視海外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改革開放後一大批奔赴

海外求學、創業的中醫藥專家群體也是重要的人才資源，在中醫

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中更具有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要創新引

進人才工作機制，吸引和用好一切有利於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

事業發展的海外專家，共同發展中醫藥事業。 

  同志們，我們能夠在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精神、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年召開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

會議，進一步明確中醫藥走向世界的目標、指導方針和重點任

務，意義十分重大。讓我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三個

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

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中醫藥的改革與發展，繼往開來，開拓

進取，不斷開創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的新局面，爲實現新

世紀新階段中醫藥事業的發展目標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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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振吉在全國中醫藥 

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2003 年 11 月 26 日） 

各位代表、同志們： 

  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在所有與會同志的積極參與下，圓

滿完成了預定的各項任務，今天就要結束了。根據會議日程的安排，下面我

對本次會議做一簡要總結。 

一、會議的基本情況和主要收穫 

  這次會議是 1997 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

議後又一次重要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專題會議，是在中國中醫藥事

業蓬勃發展、對外交流與合作取得新的成績、中醫藥在國際上的影響和

地位不斷提高的形勢下召開的。 

    衛生部副部長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佘靖同志在大會上作了《繼

往開來，務實創新，開創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新局面》的重要報告。

報告對 1997 年首屆全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以來的工作進

行了全面回顧，總結了六年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所取得的成績和經

驗，客觀分析了新形勢下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深入闡述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指導方針和目標，是今後全面推進

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開創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新局面的指導性文

件。 

  會議還邀請了部分省市中醫藥管理部門、企業、高校和世界針聯等

14 個單位的代表介紹了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工作的成績、經驗和措

施，給與會代表提供了開展中醫藥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新思路和新觀念。 

  各位代表對佘靖副部長的報告和《關於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

流與合作十年規劃〉的指導意見》（討論稿）進行了熱烈認真的討論。

通過此次會議，大家進一步明確了中醫藥對外交流和合作面臨的新形

勢、機遇和挑戰，對在新形勢下繼續堅持《十年規劃》制定的目標和方

針的基礎上提出的三大戰略、十項措施統一了思想，取得了共識。大家

普遍認爲，《指導意見》（討論稿）提出的奮鬥目標明確，制定的戰略和

措施符合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實際情況，繼續貫徹執行《十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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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導意見》（討論稿）對中醫藥更廣泛走向世界、提高中醫藥的國

際地位、增強中醫藥的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次大會達到了預

期的目標。 

二、今後的工作重點和主要任務 

  佘靖副部長在大會工作報告中已經就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

的目標和方針、《關於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

的指導意見（討論稿）》制定的戰略和措施進行了全面闡述，我就今後

的工作重點和主要任務再講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認識新形勢對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提出的新要求 

  1997 年實施《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以來，國內

外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變化的形勢必將對中醫藥對外交流與

合作提出新的要求。要不斷研究新形勢下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的

特點，分析規律，在堅持《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規劃》制

定的目標和方針的基礎上，賦予《十年規劃》新的內涵。 

  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精神爲指

導，依靠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優勢，提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

作的能力；利用中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經驗，促進國際社會理解

和接受中醫藥；要以中醫藥科技進步和培養造就適應新形勢的中

醫藥國際化人才爲基礎，提高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水準和效

益；要在推動中醫醫療國際合作的同時，研製開發適應國際需求

的中藥産品進入國際市場，以醫帶藥，以藥促醫；要根據各國（地

區）不同的文化背景、經濟發展水準等實際情況，吸收當地醫學

的發展經驗，建立科學、規範、適合中醫藥特點和各國具體情況

並爲國際醫藥界認可的中醫藥國際標準。 

  要通過完善涉外法規，發展已建立的對外聯絡渠道，鞏固已

形成的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格局；在國際

上傳播中醫藥文化，促進國際社會理解、認識和接受中醫藥，大

幅度提高中醫藥在世界的應用範圍和使用率；促使中醫藥進入世

界各國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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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真實施推進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戰略和措施 

  佘副部長的工作報告和擬定的《指導意見》在堅持《規劃》

制定的基本目標和方針的基礎上，根據目前的新形勢和新要求，

提出了推行標準化、知識産權保護和人才三大戰略以及十項保障

措施，大家要從發展中醫藥事業的戰略高度出發，充分認識擬定

的三大戰略、十項措施在新形勢下推進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

重要性。 

  要在完善中國中醫藥標準體系建設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和借

鑒國際醫療衛生和其他傳統醫學關於標準化方面的經驗，制訂中

醫藥名詞術語、中醫藥教育機構、中醫醫療機構、中醫藥從業人

員和中藥等中醫藥國際行業標準的規劃，研究向國際推廣和實施

的方法和途徑。 

  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中，研究制定符合中醫藥科學規律

和特色的中醫藥知識産權和中醫藥資源保護戰略，探索有效保護

中醫藥科技成果的方法和措施。 

  積極利用中醫藥院校、科研機構和其他相關教育機構的力

量，同時注重在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中，因地制宜、培養

適應新形勢下中醫藥國際化的各類高級專業人才。注重吸引和用

好一切有利於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事業發展的海外專家，共同

發展中醫藥事業。 

  爲保證上述三大戰略的實施，關鍵是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

施。 

  一是要加強與各國（地區）政府在傳統醫藥政策法規、市場

准入、市場監管方面的合作，加強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

織等國際組織的合作。 

  二是要強化中醫藥的國際宣傳。注意研究新形勢下中醫藥宣

傳的手段和方法，利用新聞媒體、資訊和網路技術，構建對外交

流合作資訊服務平臺。支援創辦國際上有影響的學術刊物，舉辦

中醫藥國際學術會議，利用海外的中醫藥機構和媒體，採取多種

方式宣傳中醫藥，使國際社會理解、接受和應用中醫藥，促進中

醫藥在國際上的發展。 

  三是要支援中國中醫藥機構發揮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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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擴大接收來華中醫藥留學生的規模，提高受教育的層次。鼓

勵中國中醫藥教育機構在海外辦學，特別是建立當地政府認可的

中醫藥學歷教育。協助、支援海外中醫藥人員在世界各地主辦的

中醫藥教育機構。編譯適合世界各地的中醫藥教材。要加強管

理，提高辦學品質。 

  四是要鼓勵在條件成熟的國家（地區）建立和聯合建立中醫

醫療機構，特別是要運用市場機制建立示範性中醫醫療中心，利

用中醫藥在防治疾病方面的獨特療效和中藥産品安全有效優

勢，擴大中醫藥國際市場。 

  五是要充分利用科技發展和科技合作的綜合優勢，爲中醫藥

對外交流與合作提供高科技含量的中醫藥成果。 

  六是要充分發揮港澳臺地區在對外科技合作中的特殊作

用。港澳臺地區在資本和市場運作、資訊渠道、經營管理等方面

具有自己的特點，內地具有中醫藥資源、科技和人才優勢。中醫

藥國際合作中要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加速中醫藥走向世界。 

（三）加強國際化戰略研究，探索中醫藥進入世界各國（地區）的

方法和途徑 

  要加強國際化戰略研究，調查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傳統文

化、宗教信仰、社會習俗、醫療衛生和經濟發展情況，分析當地

中醫藥市場容量、中醫藥被接受和認同的程度，積極探索中醫藥

進入世界各國（地區）醫藥保健市場的方法和途徑，爲中醫藥企

業開拓國際市場服務。 

  日韓、東南亞和港臺等地區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深，一直

是中國中藥材和中成藥的主要進口地區，要大力鞏固這個傳統中

醫藥市場；美國在世界政治和經濟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

傳統醫藥市場潛力極大，中醫藥進入美國市場在國際上可産生巨

大的影響；歐盟是植物藥銷售額最大的地區，而且歐盟各國間的

市場可以相互准入，中藥要提高在國際醫藥保健市場的份額，歐

盟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澳大利亞是西方國家中第一個對中

醫藥進行立法的國家，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高。歐、美、澳市場

往往相互影響。鑒於歐美各國對作爲藥品的中藥註冊要求高，需

花費鉅額資金，中藥類産品以營養補充劑、食品添加劑等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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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藥進入歐美等發達國家比較可行的途徑；海灣等中東地區

有傳統醫藥歷史，對中醫藥有著良好的印象，海灣各國經濟富裕

但資源極度缺乏，療效確實的中藥産品以藥品形式註冊相對容

易，一些海灣國家已給予了中醫藥的法律地位，這個地區則可優

先考慮以藥品形式進入。非洲各國政府和民衆大多與中國保持著

良好的關係，非洲經濟落後，傳染病高發且多發，傳統醫藥有著

雄厚的民間基礎，是一個值得大力發展的中醫藥市場；印度是除

中國外最大的傳統醫藥大國，由於語言和傳統文化的優勢，印度

傳統醫藥産品在海灣等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市場、非洲市場佔有很

大的份額，是中國中醫藥國際化進程中具潛在競爭能力的對手。

同時印度也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家，傳統醫藥市場潛力巨大，要

加強對印度傳統醫藥市場和相關法律法規的研究工作。 

（四）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發揮各級各類中醫藥機構的積極性，

共同推進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 

  各級中醫藥管理部門要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精神，按照

《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

關於“深化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

革”等要求，轉變政府職能，使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管理工作

進一步適應政府機構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市場機制和

規則。重點研究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規律、重點領域和重點

區域，制定交流與合作的戰略規劃，發揮對中醫藥行業對外交流

與合作工作的指導、協調、管理和服務作用。引導和鼓勵中醫藥

企事業單位和各類民營機構利用現有對外渠道，在鞏固合作關

係、提高合作品質的同時擴大合作領域，積極穩妥自主地開拓新

市場，形成以政府指導，各類中醫藥企事業單位和民營機構爲活

動主體，中醫藥教育、醫療、科研和生産全面推進的廣渠道、多

格局、高效益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新局面，推動中醫藥

全面走向世界。 

  要充分發揮國際學術組織的作用，鼓勵和支援總部設在中國

的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兩大國際學術團

體及其它組織制定和推行適合中醫藥特點、爲國際社會理解和接

受的國際中醫藥技術標準，積極參與中醫藥知識産權保護，採取

多種形式，加強世界各國（地區）中醫藥學術團體、世界各種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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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術團體間的交流和合作，不斷擴大中醫藥在國際社會的影

響。 

三、近期工作的幾點要求 

  同志們，短短兩天的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會議就要結束了，

大家即將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開始新的工作。希望大家回去後，及時向

有關部門的領導和相關人員介紹這次會議情況，傳達會議精神，從弘揚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促進中國社會發展、經濟建設和發展中醫藥事業的

戰略高度認真落實本次會議精神。 

（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醫藥管理部門要在本地區的中醫藥對

外交流和合作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積極與所在地有關部門進行

溝通，取得各地方政府的支援，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取得共識，

圍繞地方經濟和中醫藥發展規劃，制定本地區的中醫藥對外交流

與合作發展戰略，在促進本地區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同時，

給國家制定中醫藥發展戰略提供參考意見。 

（二）各地中醫藥管理部門要結合本地情況，依據《指導意見（討論稿）》

精神，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計畫。要充分注意調動本地區中醫藥

醫療、科研、教育和生産等單位的積極性，整合本地中醫藥人力、

物力和技術資源，依據各省市的特點，抓幾個重點的具有示範作

用的專案，以點帶面，推動本地區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全

面發展。 

（三）本次會議討論的《關於進一步落實〈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十年

規劃〉的指導意見》（討論稿）和《關於表彰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

作先進集體、先進個人的意見》（討論稿），在充分吸收大家意見

和建議的基礎上加以修訂完善後儘快下發，各地要結合本地情況

認真貫徹執行。 

  同志們，做好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工作，對於促進中醫藥事業的

發展，推動中醫藥更廣泛地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義。中醫藥在國際上的

廣泛傳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既是一個長期追求的目標，又有不同時代

的內涵和特徵，在工作中會有很多問題和困難需要加以解決和克服。我

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各部委的大力支

持下，通過不斷總結前一階段實施《規劃》的經驗和我們全體中醫藥工

作者們的艱辛努力，開拓進取，《規劃》和《指導意見（討論稿）》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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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標和任務一定能實現。 

  本次會議在廣州召開，得到了廣東省中醫藥局的全力支援，在會議

籌備階段，各地和各部門提供了大量的調研資料，在此，向廣東省中醫

藥局和全國各地廣大中醫藥工作者提供的幫助表示衷心感謝！ 

  謝謝大家！ 

 

 

 

 

 

 

 

 

 

 

 

 

 



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4 冊 

 - 3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