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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发展人才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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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教育 •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长期施行的基本国策，是我

国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的传承

创新，中西医结合发展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中西医结合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

临床诊疗中的优势不断显现，学术研究成果稳步增 
多 [1-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医药全面

参与疫情防控救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要强化中

医药特色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

疫病防治队伍 [5]。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人才培养十分重

要。陈可冀院士指出，促进中西医结合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加强人才的培养 [1，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医

结合人才培养得到一定发展，人才质量在不断提高，

摘要  目的 探讨我国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现状及解决方案。方法 基于四项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

目，邀请多位中西医结合专家，就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度访谈。结果 共访谈 30 位专

家。专家们表示现阶段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存在人才匮乏、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人才就业出口受限等问

题。为加强人才培养，专家们提出应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整合本科课程与教材，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注

重临床实践能力培养，积极开展继续教育培训，进一步落实“西学中”，扩宽人才就业出口。结论 应加

强新时代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推动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保障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稳步向前推进。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定性研究；教育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ould be Talent-oriented：Experts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alking About Talent Training XU Zhe，WANG Yi-
yang，ZHOU Hui-fang，FAN Ya-dong，CHAI Run-dong，ZHAO Shu-wu，and BIAN Yu-hong College of 
Integrative Medicine，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301617）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olutions of talent training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Methods Based on four consulting research project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several experts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ere invited to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on 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talent training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sults A total  
of 30 experts were interviewed. Experts sai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training of talents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hortage of talent，imperfect training system，limited employment 
and export of talents，etc.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alent training，experts proposed improving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integrating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textbooks，integrat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actively carrying out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urther implementing " Western medicine doctors learn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expanding the export of 
talent employment. Conclus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new era，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alent training，and ens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cause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talent training；qualitative research；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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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大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西医结合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成员，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教学、医疗、科研的教

授。排除标准：专业背景与访谈主题不相符的专家。

3 资料收集 访谈由课题组教师进行，研究者

掌握访谈技巧、数据采集及分析方法，熟悉访谈所涉

及的主题。研究者依据纳排标准评估参与者资格，并

提前告知参与者访谈的背景与目的。2019 年 3 月—

2021 年 9 月，课题组共纳入 30 位访谈专家参与者。

纳入的参与者在访谈前，需填写一份咨询专家信息确

认表。同时，参与者也充分了解研究者的基本信息、

从事工作及研究方向。

访谈主题依据咨询研究项目而定，访谈内容围绕

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整合、中西医结合诊疗、中西医

结合疾病防控及中医药现代化等相关话题进行展开，

并经过预访谈检验；访谈在会议现场、工作诊室或线

上会议进行，以面对面、一对一的方式；访谈现场通

过录音或录像收集资料，并在个体访谈过程中作充分

的场记；每次访谈时间 45~90 min；访谈转录成文字

后返还给参与者征询意见和纠正错误。

课题进行过程中，共访谈 35 人次，分别为：天

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2 次）、络病研究与创新

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吴以岭院士（2 次）、复旦大学

汤钊猷院士（1 次）、上海中医药大学陈凯先院士 
（1 次）、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院士（1 次）、天津医

科大学郝希山院士（1 次）、天津中医药大学石学敏

院士（1 次）、天津中医药大学刘昌孝院士（1 次）、

天津市南开医院吴咸中院士（1 次）、北京中医药大

学王琦院士（1 次）、河北省中医院李佃贵国医大师

（1 次）、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张大宁国医大师（1 次）、

湖南医药学院何清湖院长（2 次）、成都中医药大学

高永翔教授（2 次）、大连医科大学尚东教授（2 次）、

广州中医药大学王伟校长（1 次）、长春中医药大学

宋柏林教授（1 次）、广东药科大学郭姣教授（1 次）、

湖北中医药大学向楠教授（1 次）、广州中医药大学

周联教授（1次）、上海中医药大学贾立军教授（1次）、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董竞成教授（1 次）、广东省

中医院卢传坚教授（1 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胡豫院长（1 次）、天津市武清中医

院陈宝贵教授（1 次）、天津市天津医院金鸿宾教授

（1 次）、天津市南开医院崔乃强教授（1 次）、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李志军教授（1 次）、天津中医药大

学郭义副校长（1 次）、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王耀光教授（1 次）。课题进行过程中，共进行过

5 次重复访谈，分别为：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 

人才数量在不断增加，培养模式在逐步完善等 [7-9]。

但也要注意到，目前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仍然存在高

层次人才匮乏、中青年人才缺乏、课程设置不合理、

培养理念不明确、临床教育资源不足、人才就业出口

受限等问题。

为更好地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国工程院设立

多项咨询研究项目，张伯礼院士团队承担了“整合医

学理论与实践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中医与西医的整

合（2018）”“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建

立基于‘辨证论治、病证结合’的现代中西医结合诊

疗模式（2019）”“中医治未病与建立中西医结合疾

病防控体系的战略研究——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人才

学科体系建设（2021）”和“健康中国跨领域工程科

技未来 20 年发展战略研究——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

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战略（2021）”四项咨询研究项目。

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邀请了多位中医药界及相关领

域院士和行业内资深专家，就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整

合、中西医结合诊疗、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及中医药

现代化等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挖掘出掣肘

中西医结合事业全方位发展的瓶颈问题及解决方案，

并从政策层面提出改善建议，推动我国中西医结合事

业高质量发展。在课题组进行专家访谈过程中，中西

医结合相关领域的专家均表达了对当代中西医结合人

才培养的重视。本文整合访谈中各位中西医结合专家

在人才培养方面提到的问题、解决方案、应采取的策

略，并汇总近五年来文献中各位专家对人才培养的意

见和建议，总结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现状，提出思考

和展望，以期为未来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

参考和借鉴。

资料与方法

1 研究设计 研究以扎根理论为指导，采用

个体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原始数据 [10]，根据国际定

性研究报告标准（consolidated criteria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COREQ）[11] 进行报告。

2 研究对象 研究者由本校教师和学生组成，

教师具有医学博士、医学硕士学位，学生为在读博、

硕士研究生和在读本科生。共 35 位研究者，其中男

性 15 位，女性 20 位。研究者承担四项中国工程院

咨询研究项目，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研究，

充分了解本项目的申报、立项、实施和结题。

所有访谈对象均为中西医结合相关领域的院士、

专家，研究使用“信息饱和”抽样法 [12]，参与者需满

足纳入标准。纳入标准：中西医结合领域的院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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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络病研究与创新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吴以

岭院士（2 次）、湖南医药学院何清湖院长（2 次）、

成都中医药大学高永翔教授（2 次）、大连医科大学 
尚东教授（2 次）。

并通过梳理近五年来中西医结合专家谈人才培

养文献，共纳入 5 位专家，分别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陈可冀院士 [1，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陈香美院 
士 [13]、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琦院士 [14]、北京中医药

大学谷晓红教授 [15]、北京中医医院刘清泉院长 [16]。

4 资料分析 本报告总共使用了 35 个编码的访

谈资料，未描述编码树，资料主题源自获得的访谈资

料，运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软件录入和整理访谈

信息，同时参与者提供对研究结果的反馈。

结  果

1 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专家们表示，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加

强人才的培养，而现阶段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不足

（35/35，35 位专家）、人才匮乏（35/35，35 位专家）、

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18/35，18 位专家）和人才就

业出口受限（13/35，13 位专家）阻碍了中西医结合

的进一步发展。

1.1 人才匮乏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

明确指出：中医药仍然一定程度存在高质量供给不

够、人才总量不足等问题 [17]。陈可冀院士指出，中

西医结合医学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数量相对不足 [1，6]。

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还

是不够》一文中也指出：能够将中西医深入结合起来

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明显不足 [18]。汤钊猷院士表示：

“中西医结合中青年骨干缺乏，出现人才断层现象。” 
张伯礼院士、陈香美院士等都提出，在此次新冠疫情

的防治过程中，暴露出临床、护理、预防专业人才

短缺，中西医结合防治人才和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13]。

中医药尚未真正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中，中西

医结合疾病防控体系尚未建立，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

人才紧缺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

1.2.1 本科阶段课程和教材设置不合理 石学

敏院士、陈香美院士等 [13] 提出，中医、西医课程整

合程度不够，权重不统一，缺乏课程间的衔接引导。

汤钊猷院士、杨宝峰院士等表示：目前，我国中医和

中西医结合本科教育过多的引入了西医的教育体制，

在课程设置方面忽视了中医经典学科，强调西医院校

也应设有中医学基础理论课程，促进中西医理论与实

践的融合。各个院校专业课程和教材的设定不统一，

在基础、主干及临床实践课程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教材方面，编写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更

新较慢，难以满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发展需求。

1.2.2 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中西医

结合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在培养优秀人才的同时，

也逐渐显示出人才培养的不足。石学敏院士指出：“学

术型研究生科研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强，专业型研

究生临床实践培养质量不高，学生科研与临床出现分

离。”吴以岭院士则指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生

培养片面强调 SCI 论文。”研究生在自主学习、科研

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开发都存在一定问题，片面强调

SCI 论文，导致了研究生综合素质得不到提高，难以

满足现实社会医疗保健的需求。

1.2.3 临床实践能力有待加强 专家们表示，

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培养必须以临床实践为中心，而当

前阶段的培养模式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临床实践偏

少，中西医结合本科、硕士毕业生难以匹配市场需求，

进而导致就业困难。陈香美院士认为，当前中西医结

合临床教育资源有所不足、结构有待优化，中西医结

合临床科研存在一定的缺陷 [13]。王伟校长也表示：“当

前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体系不完善，临床实践教学基

地数量较少，临床实践教学效果有待提高。”

1.2.4 继续教育有待规范化 何清湖院长认为，

积极发展中西医结合继续教育，需要开展学历后教

育、西学中培训、在职人员培训和重大疑难疾病试点

教育。当前规范化培训后的医师质量不高，规范化培

训内容和方案参差不齐。对于当前的“西学中”培训，

专家们一致认为实施落实并不到位，只是表面的西医

学习中医，医生并未脱产进行学习，两者相结合多停

留在诊断和治疗的结合上，而没有达到理论层面。

1.3 人才就业出口受限

1.3.1 医师执业范围限制 张伯礼院士谈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只有中医类别人

员才能申请中西医结合医师执业资格，有些地方不允

许持有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生学习

和应用现代技术，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不能在综合医

院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科室之外开展工作，导致中西医

结合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阻碍了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成

长之路 [3]。王伟校长等也表示，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

毕业后多地执法部门只允许其在中医类科室执业，且

医院设置的招聘名额较少。中西医结合医师的执业范

围受到限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才的就业与发展。



• •1420 • •1421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年 12 月第 42 卷第 12 期 CJITWM，December 2022，Vol. 42，No. 12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年 12 月第 42 卷第 12 期 CJITWM，December 2022，Vol. 42，No. 12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1.3.2 医师职称评定制度不健全 汤钊猷院士

对于“西学中”医生的职称晋升有较深印象，其爱

人李其松教授“西学中”后，擅长应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腹水，临床工作非常出色，晋升时却面临了“不

中不西”的尴尬局面，导致她的学术历程非常曲折。 
陈可冀院士、杨宝峰院士等也表示，当前中西医结

合专业医师职称评定制度不健全，导致医师的晋升

和发展受阻 [6]。

1.3.3 部分专业医师政策保障不到位 吴以岭

院士认为：“目前在健康管理医务工作者的薪酬待遇

上仍有所欠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薪酬待遇过

低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健康管理工作。”宋柏林教

授也表示：“推进紧缺专业人才的培养（比如儿科人

才、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人才），不仅要扩大招生规

模，更要出台相关政策保障紧缺专业人员的薪酬，只

有从‘根’上保障了医疗人员的薪酬，紧缺专业的现

象才会得到缓解。”

2 对策与建议

中西医结合人才在培养上面临种种困境和问题，

找到适合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最佳途径是实现中

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专家们提出：要

重视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35/35，35 位专家），完

善人才培养方案（15/35，15 位专家），整合本科课

程与教材（13/35，13 位专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8/35，8 位专家），注重临床实践教学能力培养

（10/35，10 位专家），积极开展继续教育培训（6/35，
6 位专家），扩宽中西医结合人才就业出口（18/35，
18 位专家）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关键，对于中

西医结合人才的发展至关重要。

2.1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重视高等医学院校的中西医结合教育，改革现有

的医学教育体制。陈可冀院士认为，培养高层次的中

西医结合人才，应从本科教育做起 [6]。张伯礼院士和

黄璐琦院士均指出，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应将

全日制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紧密结合，可以探索长

学制、分段式、宽口径的培养方案 [14]。陈香美院士

提出，应设立并实施中西医结合专项人才培养项目，

鼓励国际人才交流培养 [13]。同时，专家们还表示应

加强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人才的培养，打造一支高水

平的中西医结合疫病防治队伍。

2.2 整合本科阶段课程与教材

专家们表示，本科教育需整合现有课程，编撰统

一规范教材。王伟校长提出，在课程设置上应体现出

“结合”思维，建议以病种为中心进行讲授，设置桥

梁课程，将基础与临床、中医与西医之间紧密衔接。

张伯礼院士、王琦院士等表示，在教学方面，加大中

西医结合疫病学、预防医学及流行病学等课程授课比

重，建立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学科体系。郭义副

校长、胡豫院长等认为，在教材方面，建议根据学制

进行整合优化，建议编写统一、规范并具有权威性的

中西医结合教材。汤钊猷院士、陈香美院士等还提

出，医学院校应该互设中医、西医的特色教学与实践

课程，增加西医院校中医基础课程比例 [13]。

2.3 提高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质量

石学敏院士和何清湖院长认为，学术型硕士应加

强科研素养、提升科研能力；专业型硕士应建立一套

完整的临床培养体系，提高实践技能。研究生的培养

模式不能一概而论，针对不同生源、专业、基础， 制
定不同的培养方案，提升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的科研水

平和创新能力。

2.4 注重临床实践能力培养

吴以岭院士、黄璐琦院士等强调，中西医结合

的人才培养必须以临床实践为中心，必须在继承基础

上结合临床实现创新，培养应用型人才，注重临床诊

疗能力的锻炼，切实提高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14]。

宋柏林教授等提出，增加医学生临床见习、实习、跟

诊的机会和时长，积累中西医结合诊疗经验。王伟校

长提出，建设中西医结合重点医院和重点专科，打造

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实践教学基地，塑造学生的中西医

结合临床诊疗思维能力，不断规范提升学生的临床诊

疗技能。

2.5 积极开展继续教育培训

陈香美院士提出，深化继续教育，构建具有中西

医结合特色的学历后教育体系，建立具有中西医结合

特色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方案及培训体系，着力培

养复合型、实用型人才 [13]。何清湖院长认为，发展

继续教育培训需要构建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学历后

教育体系、开展在职中西医结合人员继续教育和在重

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项目中培养中西医

结合高层次人才。积极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对于进

一步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队伍的能力和素质至

关重要。

2.6 进一步落实“西学中”

专家们表示，新时代应继续坚持“西学中”的中

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把“西学中”班再办起来，

鼓励高级西医学习中医，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复

合型人才。根据历史经验可见，“西学中”是推动中

西医结合发展有效手段。汤钊猷院士认为，“西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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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等闲视之，他鼓励点面结合，鼓励具有临床经验

的西医工作者脱产学习中医。陈凯先院士建议把“西

学中”的规定进一步制度化，以促进中西医结合。

2.7 扩宽人才就业出口

针对中西医结合人才就业出口受限的问题，专家

们认为：要完善中西医结合人才执业法规与部门规章

制度，改革现行条规中一些不利于中西医结合人才从

业和成长的规定与做法，调整医师执业范围，完善医

师职称评定制度，并保障医师薪资待遇。陈香美院士

建议，推动就业发展需合理扩大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执

业范围，完善中西结合医师的激励保障机制，健全中

西医结合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 [13]。陈凯先院士建

议：“在职称体系、职业资格体系等方面还要进一步

完善鼓励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措施，完善中西医结合的

各种标准规范，引导临床医生更好地实施、运用中西

医结合。”杨宝峰院士也提出：“国家应重视并出台相

应的政策，如专项的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政策和职称

评价标准，才能持续推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对

于当前紧缺专业人才的培养，吴以岭院士等表示，要

切实改善紧缺人才的薪资待遇，从“根”上解决问题。

讨  论

中西医结合发展，人才为本。人才培养是当前

制约中西医结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突破这个难

点，关键在于找到适合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最佳途 
径 [19-21]。本研究基于多项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

邀请多位中西医结合院士和行业内资深专家，就中西

医结合等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专家们均表达了

对当代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重视。

目前对于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和解决

的方案多为单个专家论点和高校研究报道，尚未有综

合多位专家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报告 [1，2，16]。本研

究对多位专家进行深度访谈，专家们表示现阶段中西

医结合人才培养不足、人才匮乏、人才培养体系不完

善和人才就业出口受限阻碍了中西医结合的进一步发

展。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不足、中青年骨干缺乏、中西

医结合疾病防控人才紧缺是当前人才匮乏的关键。本

科阶段课程和教材设置不合理、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

质量不高、临床实践能力有待加强、继续教育有待规

范化是培养体系不完善的重点。医师执业范围受限、

医师职称评定制度不健全、部分专业医师政策保障不

到位限制了人才就业出口。

本研究也整合专家提出的相应对策与建议，为进

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改革现有的培养方案

和培养体系提供参考。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现有

医学教育体制，优化本科课程，编撰统一规范教材，

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技能，打造中西医结合实

践教学基地，构建中西医结合学历后教育体系，进一

步落实“西学中”，调整医师执业范围，完善医师保

障机制，健全医师职称评定制度。培养高层次复合型

的中西医结合人才，保障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稳步向前

推进。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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