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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实记录中药现代化20年发展历程，从科技进步、新药研发、人才团队等各方面全景式
反映这一历程中的重大成果、代表性人物，是了解我国中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必备参考书
。
本书在2016年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中将举办新书发布会(参会人员约1000人)
，向行业内推荐；另本书共有全国各地近200名作者参加，大多为行业内领军人物，包括
各大药企、科研院所等机构人员。
本书由国家科技部万钢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国强局长作序，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
桑国卫题写书名。 

内容简介

我国中药现代化研究已经开展了20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一个传统的学科领域
，与现代科学技术交汇融合，开拓出一条传承、创新、发展之路，形成了显著的学科优
势，引领了健康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社会经济效益。本书从战略规划、科学研究、中
药资源、新药研发、人才团队、产业发展及民族药进步等方面系统地展示了研究历程和
取得的成就。这既是对中药现代化20年发展的一个全方位总结，也是在举国体制下面向
需求实施重大科技部署取得成功的案例，同时也为新时期中药现代化规划和建设奠定坚
实的基础，提供宝贵经验。
全书内容全面，视野广阔，点面结合，实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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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传承千年的中医药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原创的思维理念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具有引领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尤其是201
5年屠呦呦研究员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充分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发
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所在。以中医药的原创理论体系和原创性思维为引领，充分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掘中医药伟大宝库，系统阐述和深入发掘中医药学的科学内涵，利用
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快提升中医药服务水平，促进中医药资源现代开发，将中医药原创优
势转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更好地惠及全人类健康和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
文明，是我们当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传承千年的中医药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原创的思维理念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具有引领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尤其是201
5年屠呦呦研究员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充分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发
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所在。以中医药的原创理论体系和原创性思维为引领，充分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掘中医药伟大宝库，系统阐述和深入发掘中医药学的科学内涵，利用
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快提升中医药服务水平，促进中医药资源现代开发，将中医药原创优
势转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更好地惠及全人类健康和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
文明，是我们当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依靠科技进步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是科技部长期持续推进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工
作。1996年科技部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明确提出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战略
构想，1997年启动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1998年开启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
建设，先后出台了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科技部等18个部门
联合印发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等指引性文件，持续深化中药现代化的战略部
署，通过“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持
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科技创新，尤其是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以来，对中医药
科研平台建设、园区建设、关键技术、新药研发等多方面给予支持，大大促进了中药科
研水平的整体提升。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20年来中药现代化发展步伐稳健，取得了重要成就。科技创新不断
突破，产业发展迅速跃升，国际化进程形势喜人，一批中药研究理论和关键技术得以突
破，一批高水平中药研究平台发展壮大，一批中药质量标准完善提升，一批现代化的中
药企业拔地而起，一批临床疗效显著的中成药大品种不断涌现，在全国建立了25个基地
，中药现代化研究水平大大提升，形成了一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队伍，取得了多项高水
平研究成果。现代中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15年中药工业产值达到7867亿元，占我国
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的1/3，并带动形成了超过万亿元规模的中药大健康产业。中医药具
有全产业链条长、综合优势突出的特点，不仅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还可以扩大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服务医改。发展中医药
，可谓举一事，惠百业，造福百姓。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中医药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发展机遇
，希望广大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抓住战略机遇，以更大的责任和担当，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持主导性发展、引领性发展，大力推进品牌化发展、国际化发展，坚定不
移地深入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一是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在传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
科学技术和方法，推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在创新中不断形成新特色、新优势。二是抓住
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遇，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与区域发展、扶贫开发、生态保
护等工作紧密结合，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中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
用，加强中医药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三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疾病
和“中医治未病”、康复保健等方面的优势，大力提升中医的服务能力，拓展中医药服
务范围，为中药产业发展谋求更大空间。四是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大力推动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助推中医药走出去。
为系统总结中药现代化20年来的进展、成效和经验，更好地谋划未来发展，由中国中医
科学院张伯礼院士牵头、全国百余名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参与共同编写完成了《中药现代
化二十年(1996-2015)》一书。全书从战略、科技、资源、药物、产业和人才等角度系统
回顾了中药现代化研究20年发展历程，全面梳理了中药现代化研究各方面取得的突出进



展，认真总结了发展经验，并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提出今后中医药发展的战略方
向和建议。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对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落实全国科
技创新大会精神，加快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让中医药现代化成为引领中国迈向科技强
国建设、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科技部部长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