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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conomy, and grasp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mutual connection, that 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conomy has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conomy and educ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conomy and education from five aspec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grated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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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教

育和经济的关系着手，分析探讨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经济之间的关系，把握它

们相互联系中所具有的特点．即中医药经济对中医药教育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而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是中医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而思考促进中医药经济

和中医药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建议从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医药传承创新、

中西医结合教育、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中医药传统文化教育五方面着手促进中

医药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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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教育经济学领域关注的重

大问题之一。近年来，教育在各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教育过程渗透着经济的元素，经济活动活跃着教育的基因。不管是从教育和经

济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包容性增长所期望建立的产业之间，经济

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来审视，教育与经

济都应该实现双方的协调互动和高度融合。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把握它们

相互联系中所具有的特点，是有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前提，更是深人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1  教育和经济的关系

1.1  经济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即社会经济活动。是构成人类

全部历史的基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社会经济活动

对人类教育活动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结构布局等也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不仅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必须与生产

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还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表现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变

化也会反映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对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圈。经济

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的发展水平。教育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经济

水平，教育要得到长远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强的经济后盾来保证。经济的发展

速度制约着教育的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影响着对教育的投入，经济的发展速度

越快，经济总量就越大，对教育的投入相应地也越来越大。经济的布局结构制

约着教育的布局结构。教育要得到经济的资助以便获得长远发展，必须紧跟经

济形势，相应地调整其布局结构，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1.2  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曾经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自然资源、

资本、技术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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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

济的兴起，教育在创新发展中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门。

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反映并服务于经济的。

教育通过改变人们的劳动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通过教育，科学技术知

识得到传播，科技成果得到应用，从而使新式的劳动工具迅速进入生产部门。

同时，通过教育，劳动者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保证了大规模发展经济所需要

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较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能有效地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培养和输送质量合格、数量及层次、种类相当的各类专门人才，从而促进经济

发展，反之，则满足不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阻滞社会经济发展。

教育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通过教育，人们的生活

观念相应的发生变化．从而使人们的消费结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等都发

生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最终都将通过推动经济的发展来显现其威力。教育

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教育使人们获得了强有力的认识

世界的工具，使无知者变成有知者，如学会使用电子显微镜之后，人们的视野

从肉眼可见得狭小范围扩展到了微观世界、宇观世界，人们思维方式跟着发生

了变化，能更系统、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2  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经济的偶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结构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要发展经济，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改革开

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真理。但若是沿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走，注定

是要失败的。要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必须注重特色经济，发

展比较优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着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

含着巨大的比较优势，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作用，将是我国

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板块的中医药行业，

利用天然植物药剂，按照整体协调发展的系统观点，对人的疾病进行标本兼治，

恰恰是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寻求自身发展要注重的优势之一。中医药作为中华民

族的瑰宝，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研究中医药经济的发展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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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研究中医药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研究中医药经济与中医药教育之间的相互

关联。

2.1  中医药经济的发展是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动力源

中医药经济对中医药教育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中医药经济的规

律和教育的特点决定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对中医药教育的影响。中医药

具有毒副作用小的特点，中医药疗法作用缓慢，特别是对一些慢性病有着

循序渐进的治疗作用。越来越多地需要比西医更有效且更少毒副作用的疾

病治疗都倾向于使用中医药，屠呦呦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

国本土科学家以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在回应诺

贝尔奖时表示“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获奖是中医药走

向世界的荣誉”。屠呦呦的获奖表明了中医药对维护人类健康的深刻意义，

中医药已经加快走上世界的步伐。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有 40

多亿人用中草药治病，占世界人口的 80％，预计在未来 10 年内中医中药开

发利用将在全世界出现“新浪潮”，中医中药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中医药存

在这么巨大的市场前景，促使中医药教育更快速地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中医药教育已经走出了古老的口耳相传单一授徒的传统模式，走向了规模

化教育、国际化教育的新途径。据统计，目前我国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

都有成独立建制的中医学院，中医学院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很

多留学生专程来我国学习中医药，这对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

是挑战。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促进了中医升温，给中医药教育的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其次，中医药的保健作用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韵自我保健意识显著提高．而

中医药保健品由于其天然、绿色、疗效高、无毒副作用等特点，正成为人

们保健活动中的一种时尚追求。药膳食品、特制滋补品等都是中医药在保

健领域中广泛应用的结果。人们为了防病、减肥、增智、增力、明目、固

齿等原因选择中医药保健品，在这个过程中，就更加需要中医药医生的指导，

正确选购药品、选定用药量。中医药人才的匮乏是制约中医药保健健康发



·127·
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经济的关系探讨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ptcm	 https://doi.org/10.35534/rptcm.0204020c

展的瓶颈。然而按照市场规律，巨大的中医药保健品市场必将推动中医药

教育的快速向前发展。

再次，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根据自身特点发展中药材种植经济，

这是其谋求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天然的药材资源非常丰富，投入少、收入高，

促使中医药种植经济近年来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这种发展趋势，也对中医药

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医药药材的种植数量、质量都对经济收入有较

大影响，为了获得更加高的经济收入，积极研究环境变化等原因所造成的中药

材种植数量质量的变化和对中材药在实用中用量及疗效的影响。广大种植户积

极接受中医药教育，这对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得中

医药种植经济也成为推动中医药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2.2  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是中医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医药卫生工作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从以单

纯性的防病治病为主转向以维护和增强人们群众的健康、提高人们群众的生活

质量为主。近年来，随着中药有效成分研究的加快，中医药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并且深深地打上了经济烙印．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产物，谓之“中

医药经济”。比如早几年“银黄口服液”的上市，曾使全国中药材市场金银花

的价格多年问都持续飚升。中药由于其无毒副作用的特点备受广大人们群众的

青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医药学的发展，迎合了人们养生、治病的心理和生

理需求，这都依赖于高度发达的中医药知识。但由于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

中医药市场已经突破了国家的界限，要想保持我国在中医药方面的比较优势．

必须加强中医药教育。

首先，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广度决定着中医药经济发展的规模。在西医传

人中国之前，中国广大人们群众只知道中医药。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所占的

比例高达 100％，随着西医的传人，特别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抛弃”。崇尚

欧洲国家的发达科学技术的冲击下，中医药的发展一度走入低谷。中医药教

育出现过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解放之后，中医药才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

特别是近年来，对西药的毒副作用的认知，对中医药知识的正确认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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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源于自然、不用添加剂、完全按照系统的观念，用相生相克治疗方法，

从整体上解决疾病的根源所表现出来的疗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中医药对慢

性病、疑难病、老年病又有着独到的技艺：工业文明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使

越来越多的人“回归大自然”，倾向于中药、针灸、推拿等自然疗法。中医

药是重要的生态资源，为中医药资源的合理开发提供了良好契机。这使得许

多青年才俊积极投身到中医药的传承中来。极大地带动了中医药经济的发展。

如市场上中医药美容保健、延年益寿产品的畅销生动地反映了中医药知识深

入人心的状况。随着中医药知识的进一步普及，中医药经济的发展将迎来又

一个春天。

其次，中医药教育发展的深度决定着中医药经济发展的水平。随着世界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朗，我国中医药经济的发展不但受到西医的冲

击，而且还受到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洋中医”的冲击。要想发展中

医药经济的比较优势，就必须深挖中医药的发展潜力。如对中药材的深度

加工，按照 WTO 准则的要求制造中成药等等。这些都需要高素质的中医药

人才来完成。我们知道教育的深度是劳动者个人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劳动者的素质高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参量。劳动者中受教育的人口数量越

多、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大规模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就得到了充分

的保证。高水平、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整个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这种强大

的创造活力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想使中医药经济的发展更

上一层楼，只有进一步挖掘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深度，利用先进的科技知识

继承中医药技术。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炼中药材，利用先进的教育手段

提升中医医生的素质。

再次，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力度决定着中医药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我

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医药的现代发展同作为手段和方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

经济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教育投资力

度加大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要想发展中医

药经济，使其成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独具特色的一支生力军，必

须要加大对中医药教育的投资力度。只有当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力度使得



·129·
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经济的关系探讨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ptcm	 https://doi.org/10.35534/rptcm.0204020c

其能够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站稳脚跟，并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投身于中医

药事业中来，那么中医药事业将显示其强大的威力，并极大地提升中医

药经济发展的速度。

3  大力发展中医药教育，促进中医药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高等中医教育发端于 20 世纪中叶，迄今已有近 50 年历史．经过几代人

的共同努力。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由于高等中医教育的价值平衡可以由其所

引导的实物（获得高等教育的中医从业人员）平衡体现出来，因此，当中医

医疗市场逐渐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中医教育便是成

功的，因为它已经获得一定的规模和价值平衡。当前中医药教育在开发中医

药经济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在我国，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但是，由于教育落后所造成的人才缺乏、技术陈旧，使得很多地区出现了“捧

着金饭碗去要饭”的尴尬局面。为了促进中医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

力发展中医药教育事业。

第一，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发展

世界性的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必然途径。世界各国优秀人才接受

中医药教育是重视保健的当代人的必然选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医药既是中国人们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更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教育走向世界，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融人世界文化体系的同时，更为

中医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发展中

医药教育，必须要坚持开放的原则，只有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汲取世界各民

族的优秀医学成果，才能既保持中医药的传统，又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而

产生新成果。

第二，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促进中医药发扬光大。对中

医药的教育，既要重视对传统中医药知识的继承。更要强调适应时代和社会发

展的要求，积极进行创新。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越来越多历史上从未出

现的疾病正侵蚀着人类的肉体。在中医药教育中，必须把握时代脉搏，研究新



·130·
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经济的关系探讨 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rptcm.0204020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ptcm

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敢于“勇立潮头”的勇气。积极投身于满足当前社会

发展的需要，才能使中医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最终才能带动中医药经济的发展。

第三，坚持“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教育方针。中医药的

发展，特别是在走向世界，与各国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的过程中，必须积极汲

取当地的医学成果，遵从当地的医学习惯，才能快速地融人当地，实现中医本

地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保持中医药的传统特色，坚持“中医为体，

西医为用”的方针，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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