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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互联网挖掘了全世界、全人类的潜力，

它开辟了人类活动的新疆域。人们几乎毫不怀疑，主

导 互 联 网 发 展 方 向 的 是 那 些 赫 赫 有 名 的 微 软

（!"#$%&%’(）、网景 （)*(&#+,*）、太阳 （-./）、国际商用机

器 0 12!3 等等大企业，以为是他们维护和引领了这个

没 有 法 律 、 没 有 国 界 、 没 有 领 袖 的 “赛 博 空 间 ”

0456*$&,+#* 3。很少有人知道，始终保持自由、开放、共

享、杂而不乱、容而有度的互联网，从一开始依靠的就

是众多不求闻达的非营利组织 0)%/ 78$%’"( 9$:+/";+<
("%/ 3，正是它们构筑的技术交流平台：统一技术标准，

协调运行管理，以及维护安全秩序，甚至释出专利权，

普及知识的功用，才使得互联网的前身，早期的阿帕网

（=>8=)?@，ABCC 年问世）走出了国防与学术的封

闭，也正是他们确保了网络在不断发生革命性转变中

始终能够高效稳定地向前发展，最终实现网络自治。近

!" 余年来，信息产业富豪迭出，互联网拥有如此骄人

的成就，都是得益于这种以非营利组织为载体的自发

行动：构筑交流平台!A"。

借鉴互联网的发展经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推

动现代中药产业？

我们认为，在网络知识经济时代开发传统中医药

知识资本，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可供技术发布、选择、

评估、采购和协作的交流平台，来满足投资、生产、经

营、销售者的需要。这个交流平台是一个以技术发现、

技术需要与技术服务为核心的技术服务超市。法国作

家雨果说过，人生最大的推动力莫过于这样一个想法，

即一个新时代就在前边不远处。今天，现代生命科学

技术及其与之交叉的边缘学科已经催熟了中药经济，

“回归自然”的潮流正稳步地拉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

我们看到的是，等待投入医药的巨额资金亟需指引，急

于现代化的我国中药企业和准备进入中药领域的其它

众多企业正处在产业技术调整的选择时期，可以说，我

国的中药产业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构筑技术交流

平台正逢时宜，它与水电、交通一样是一项公共基础建

设，它是创造财富的新支点。它将支撑那些在电子商

务与网络技术新的竞争环境中成长的我国企业，使它

们能够迅速地将中医药知识资本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

新的创业能力。这就是交流平台的第一个作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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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筑 交 流 平 台

是 幻 想 还 是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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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技术创新往往超出了理

性思维的范畴，那就是灵感。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

今天，传统中医药已经进入了一个应认真向其它前沿

学科学习并与之交流的时代，每一位知道如何积极适

应新趋向学习新知识的人都可能创造成就，都可能成

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领导人物，虚心地去学习将使我们

收益匪浅。我们深知，传统中医药知识资本是一座尚

未完全探明和彻底开发的世界上体系最庞大完整的医

学宝藏，制约它开采的是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研

究。对于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发展的传统中医药，一个

明显的 “代沟”摆在那里：即已有相当深度的中医药研

究与其它前沿学科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还不能完

全相融，深入的直接沟通还有相当的困难。尽管近些

年来，许多前沿学科已经从各自发展的角度不同程度

地深入到中医药领域，但这些研究仅仅是到埋宝藏的

地方去看一看，真正的系统研究才刚刚起步。可是，新

的国际竞争环境已经迫使我国中药产业急需有人对于

中医药理论问题进行系统地梳理分析，清晰地将它们

进行总体归纳，并分解为可与多学科共同探讨的工作

内容。为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灵感去激发创新，以一

种全新的进取精神去创造财富。交流平台不仅为技术

需求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更是一个在多学科、跨领域环

境中学习、借鉴、协作和研究的好场所。这是交流平台

的第二个作用：学习。

我们正处在新的营销环境中，品牌和广告的含义

已发生变化。因为新类型的消费者正在成长，他们更

喜好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产品，他们除了关心药品的

临床疗效外更关心产品的内在质量，看它是否包含了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否出产于可诚信的企业等等；

作为产品推介者医生来说，他们也将越来越从专业角

度关心产品的品质。然而，我们许多商家的思维常常

被旧的模式蒙蔽而身处变革的时代却浑然不知，他们

仍然顽固地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好的产品

去铺市场，就不愁树立不起自己的品牌形象。但在知

识经济时代，这一套将很快行不通了，时间、金钱已不

再是建立品牌的必要条件。品牌可以非常迅速地建立

起来，也可以很快地被人们唾弃。今天的品牌更多地

包含了你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多少先进的装备，采用

了什么新的工艺技术，你是否拥有现代企业的管理体

系来确保你产品的品质等等，忽视这些，即使你拥有一

个疗效极好的产品，要想赢得人们的广泛认知，并占有

一定的市场份额是不可能的。技术交流平台将成为品

牌展示和典范借鉴最权威的橱窗，产品的疗效与品质

都可以转化为各种产业技术问题和企业管理问题，在

这里方便地比较和讨论，这也是国际成功企业早已广

泛采用的品牌广告战略。这是交流平台的第三个作

用：展示。

上述的前景并不是天方夜谭，它是本刊的工作目

标。我们愿意与新一代更有自主性的劳动者一起，创

造一种完全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文化、企业文化相

适应的新文化。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倡导以“官

产学研经、交流新世纪”为主题，虚拟一个新的、扩展范

围非常广的合作团体，来加强交流。这个虚拟组织不

是通过围墙或合同来束缚在一起的，也不是依靠行政

隶属关系捆绑在一起的，更不是凭借支票或股票维系

在一起的，而是以交流、协作、竞争和信任以及长期的

“事业”契约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为它的发展做长期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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