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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 ★思路与方法

论 中 医若里论 与 中拐

视 代化 国际 化

口 肖小

王

解放军三 二医院药学部 北京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北京

河阶

摘 要 广义的 中医理论应 包括高度抽象的基拙理论
、

独到的诊疗技术
、

丰富实践经验的概括总

结
,

同时浩如烟海的现代相关研究也应涵盖于其 中
。

由于 中医理论在 中药研究与应用
、

中药现代化与

国际化方 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或提示作用
,

在新形 势下
,

中医理论的概念和 内涵应具有开放性
、

兼容性

和时代性
。

创新和把握 中医理论的概念和 内涵
,

对研究开发现代 中药新 药
,

有效应对
“

洋中药
” 、 “

植物

药
” 、 “

天然药物
” 、 “

化学合成药
”

对我国中药市场 的挑战
,

保护和发展民族 医药工业等
,

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

关键词 中医理论 中药 中药现代化与 国际化

当今
,

中药现代化 国际化呼

声越来越高
,

中医药正在走进 国

际市场
。

中医药 已为世界所共享
,

并在世界替代医学与疗法 中
,

占

据前沿位置
。

特别是在生物医学
、

化学
、

药理学
、

数学
、

信息技术的

介人下
,

中药作为朝阳产业
,

为广

大投资者所瞩 目
。

邀请我 国

参与起 草 国际植物 药质量标 准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标志着 中国中草药研究及应用 在

水平和地位上逐步得到 了 国际社

会的认可
。

但是
,

在 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中
,

由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理解

局 限及思维观念 的偏差
,

中医药

学 的特色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

抛

开 或偏离 中医药理论指导
,

单纯

的中药西制
、

中药西用
,

导致弃医

存药趋 向逐渐增大
,

不仅猛烈地

冲击着 中医药的基础及地位
,

同

时使得 中医 临床疗效难 以得 到应

有 的发挥
,

严重影 响了中药在 国

内外医药市场 中的竞争力
。

中医理论是 中医药学 的基础

和核心
,

是 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的

动力和源泉
。

在新形势下
,

如何认

识 中医理论 的基本 内涵及其科学

性 中医理论能否 如何指导 中药

的研究与应用 中医理论在 中药

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地位和作用如

何 在某种程度上讲
,

这些学术概

联 系人 肖小 河
,

研究员
,

主要从事中药学
、

生药学研究与 新药开发
,

介 一 , 一 一
·

‘。

沁 己 人 哪 肠己 咖 人 。

腕 族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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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系关学科方向
,

学科方 向系关

技术政策
,

技术政策枚关 国家利

益
。

为此
,

作者就上述问题谈谈个

人的看法
,

并祈望 同行争鸣和赐

正
。

不为
,

而且要清楚有可为
、

有不可

为
。

三
、

中医理论 的历史地位

和现实意义

一
、

中医理论的概念和 内涵

中 医 理 论 是 祖 国 医 学 的 精

髓
,

阴阳学说
、

五行学说
、

脏腑经

络学说
、

整体观念
、

辩证论治等是

传统中医理论的基本构件
。

临床

有效是 中医理论指导下药物作用

的终极反 映
。

中医理论指导下 的

中药应用蕴含着丰富的科学 内涵

和实用价值
,

符合现代临床治疗

学的发展及趋 向
。

当今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日新 月

异
,

作为传统学科的中医药学应

充分吸收和借鉴包括生物医学在

内的现代科技成果
,

中医药学 的

理论
、

方法 和概念不能拘泥 于传

统
,

应与时俱进
。

笔者认为
,

中医

理 论 的 概念 和 内涵 应 具 有 开 放

性
、

兼容性和时代性
。

广义的中医

理 论 应 包 括 高度抽象 的基 本 理

论
、

独到的诊疗技术
、

丰富实践经

验的概括总结
,

同时浩如烟海 的

现 代相 关 研究 资料 也 涵 盖 于 其

中
。

二
、

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中医药学是一 门学科
,

其本

质和主流是科学
,

其本质和主流

是科学的
。

但是
,

由于广泛揉合了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

医学与哲

学
、

经验与想象
、

精华与糟粕
,

传

统 中医药学本身不仅是一 门 自然

科学
,

它是 自然科学
、

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交织 的综合产物
,

这是

中医药作为国粹之优势所在
,

也

是 中 医 药 现 代 化 艰 难 之 症 结 所

在
。

笔者认为
,

构筑 中医药学基

础和 内核的阴阳学说
、

五行学说
、

脏腑经络学说
、

整体观念
、

辩证论

治等中医理论
,

不仅是一个个高

度抽象的医学定律
,

更是一个个

融合 了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的哲学法则
。

同时
,

从某种意义上

讲
,

传统的中医理论本身是一个

科学而完备的医学理论体系
,

它

有如
“

八卦太极球
” ,

运用它几乎

可以
“

左右逢源
”

地解释生物界任

何的生理和病理现象
,

可 以对任

何疾病进行
“

辩证论治
” 。

对于大

多数的宏观的
、

抽象的
、

朴素的
、

具 有 普遍 意 义 的 中医 定 律 和 法

则
,

试图应用包括循证 医学在 内

的现代科学技术 的原理和方法来

加 以诊释和 翻译
,

在现阶段恐难

以得到全面 的
、

直接的
、

准确的结

果和结论
。

事实上
,

包括现代医学在 内

的众多 的 自然学科 的原理
、

假说

和定律
,

无需也不可能用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和手段一一加 以论证

和解析
。

如动植物 的 自然分类系

统
,

地球起源演化的大陆漂移学

说
,

大数学家霍金的
“

黑洞
”

理论
,

许多生物生理病理的分子细胞机

制
、

药物作用机理
、

细胞信号转导

规律等
,

基本上也是一些 尚未得

到现代科技充分验证的预言
、

假

说或推论
。

因此
,

在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

中
,

我们不仅应注意有所为
、

有所

中 医 理 论 是 祖 国 医 学 的 精

髓
,

是 中医药世代流传的
“

龙脉
” ,

是 中医 防病治病诊病的法宝
,

是

中医药独秀于 国际传统 民族文化

之林的重要指征
。

但是
,

在当今中

药现代化 国际化进程 中
,

中医理

论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受到质疑 和

挑战
。

中医理论能否 如何指导 中

药的研究与应用 中医药应该是

继续独立 特行地 自我发展
,

还是

应该主动融人包括西药学
、

植物

药学等在 内的现代生物医学大潮

中去

笔者坚持认为
,

中医理论在

中药现代化与新药研发
、

中医药

走 向与
“

洋中药
”

进 占中国等枚关

中医药持续发展大局 的地位和作

用也是毋容置疑 的
。

中医理论不

仅可为中药现代化与新药研发提

供指导
,

而且能为保护我国 中药

知识产权与抵御洋 中药抢 占我国

医药市场提供技术支持
。

中医 理论在 中药现代 化 与

新药研发 中的作用

中医理论在 中药现代化与新

药研发 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肯定

的
,

是不可或缺的
。

熟悉并掌握中

医药理论
,

我们就能在 中药现代

化与新药研发的实践 中
,

做到游

刃有余
,

多快好省
。

但应 当指出
,

这里我们认 同的中医理论概念应

该是 上 述 的广 义 的 中 医 理 论 概

念
,

而不应局 限于传统的
、

狭隘的

肠 己 。 己 人 。召 ,了肠山 如
。

玩己 以
。

族汉 。 。 己碗
。

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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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 我们所指的指导作用

既 包括严格 意 义 上 的理论指 导
,

更应包括基 于 中医药理论
、

经验

和研究成果 的各种提示
、

参考和

延伸等
。

今天
,

在 中药研究 与应用 的

实践 中
,

无论是 中医药学人还是

西 医药学人
,

都可能 自觉或不 自

觉地将 自己 的思维和行为置 于 中

医理论指导下或置于 中医 临床经

验 和 中医药现代相关研究成果 的

基础之上
。

如
“

阴盛阳衰
” 、 “

热者

寒之
,

寒者热之
” 、 “

虚者补之
,

实

者泻之
” 、 “

痛则不通
,

通则不痛
”

等中医 法则 早 已 深人 国人之心

从 中药和天然药物中筛选增强免

疫力药物
,

首选滋补类中药
,

筛选

心血管药物
,

则首选 活血化阔类

中药
,

等等
。

这些经验
、

知识和感

觉 已成为国人和洋人 的共识和财

富
。

此外
,

应用 中医理论指导 中

药研究与应用不能亦步亦趋
,

不

能貌合神离
,

不能生拉硬扯
。

因为

传统中医理论大多数是一些宏观

的
、

抽象的
、

朴素的定律和法则
,

与注重微观的
、

具体的
、

还原的
、

循证的现代科学技术难 以形成有

效的对接和沟通
。

中药复方药效物质研究与提

取分离工艺最应体现 中医理论 的

指导
,

但却最难 以体现 中医理论

的指导
。

在这一阶段
,

中医理论指

导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体

现
,

那 么 中医 临床辩证施汉 的物

质基础就有可能丧失
。

在 年出台的 《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 试行 中
,

中药新药研

发 的
“

中医理论
”

要求较 以前的

《新药审批办法 》有所减少
。

在新

的 中药新药 申报资料 目录中
,

已

看不到需要
“

用 中医药理论 阐述

适应病症的病因
、

病机
、

制法和方

解
”

等中医 内涵的明确规定
。

以单

味甚至复方中药的有效提取物 开

发 中药新药
,

可 以不需提供 中医

药理论或经验的论述资料
。

将 中

药复方制剂分为传统 中药复方制

剂
、

现代中药复方制剂和天然药

物复方制剂
,

按天然药物复方制

剂 和 现 代 中药 复 方 制 剂 模 型 研

发
,

其中医 内涵可能将明显淡化

甚至 没有
。

这有可能使药物研究

人员特别是 中医药基础不扎实的

人员在新药研发时采取
“

规避
”

中

药研发之道
,

堂而皇之地行
“

植物

药
” 、

或
“

洋中药
”

研发之实
。

长此

以往
,

我 国中药新药 的中医 内涵

可 能将逐步丧失
,

对整个 中医药

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不利
,

同时也

难 以遏制
“

洋中药
” 、 “

植物药
”

的

涌人
。

中医药体系是一个非线性 的

复杂体系
,

用线性思维 和方法并

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

理念更新和

技术方法 的创新是 中药研究及应

用取得突破的关键
。

事实上
,

迄今

为止我 国首创 的世界公认药物青

篙素的发明就是积极吸收
、

利用

中医传统的方法特色的结果
。

中

药砷剂治疗 白血病开发 出的新药

亚砷酸注射液
,

出 自中医的以毒

攻毒的理论
,

有 中医 临床应用基

础
。

在 中医理论指导下
,

应用分子

生物技术
,

对补肾
、

活血化痕
、

抗

衰老方药的研究
,

提 出 了肾阳虚

的 主 要 调 节 定 位 在 下 丘 脑 的论

点
,

活血化 阔方药是在细胞 和基

因水平发挥干预作用
,

抗衰老 中

药则通过调控
,

增强编码酶蛋 白

的基因表达水平而增强抗氧化酶

活性
,

减少 自由基产物
,

达到延缓

衰老 的 目的
,

其运用亦来 自中医

滋补强壮理论的指导或提示
。

中药研究要科学创新
,

就要

在 中医理论指导下
,

积极利用 现

代科学技术
,

引进适于 中药研究

的现代化方法
,

多学科交叉
、

融

合
,

密切联系中医 的临床实际
,

从

临床及实验 中发现现象
,

揭示规

律
,

形成方法
,

提升理论
,

才能得

出预期结果
。

中 医 理 论在加 入 后

中药 国际化 中的意义

当今
,

中草药在世界 医 药市

场 的前景可谓喜忧参半
。

近 年来

美国 的《植物药研究指南 》为

中草药开绿灯
,

年欧盟修订

出台《欧洲传统药法论 》却为中草

药亮黄灯
、

红灯
。

我国加入

后
,

中医药国际化将面临着两个

问题 一是如何让 中医药真正走

向世界 二是如何有效地应对
“

洋

中药
”

的冲击 笔者认为
,

抵御
“

洋

中药
”

对我 国医药市场 的
“

人侵
”

甚至 比让 中药走 向世界更具有挑

战性和现实意义
。

当今
, “

洋中药
”

一 方 面 将 大 肆 挤 占国 内医 药 市

场
,

同时打压我国中医药在国际

市场的空 间
。

如何保护民族医药

工业
、

实现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

已

经迫在眉睫
,

目前国内尚未找到

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

笔者认为
,

中药是 中医 文化

肠 二 己 卿 二 动 。 。

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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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的重要载体
,

利用 中医药学

底蕴
、

选准定位
,

创造出一套既具

有 中国特色同时符合国际惯例的

中药研究及应用体系
,

理应超越

西 医西药的研发模式
,

超越世界

植物药 的研发模式
。

作为祖 国医

药宝库的精髓
,

在应对
“

洋 中药
”

大肆进 口 的反击战中
,

中医药理

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 可 以起到桥

头堡
、

护身符和杀手铜的作用
,

可

用 以制定 中医药
、

植物药国际技

术贸易措施
,

营造一个缓冲地带
,

为民族医药工业发展赢得宝贵时

间和空 间
。

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
“

一个标准
、

一个法规
、

一个专

利
” 。

具体来说就是
“

一是制定具

有 中国特色并符合国际规范的现

代 中药质量标准体系 一是制定

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违反 国际惯

例的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
,

有一定

的
“

外严内松
”

的倾向 一是 申报

中医药及其相关产 品的专利
,

保

护我国民族医药知识产权
。

在经 济发展全球化 和竞争 日

趋激烈的今天
,

谁能执掌行业技

术标准 的制定
,

谁就能赢得市场

的主动权和效益 的最 大化
。

我 国

传统药物的生产
、

应用 和研究具

有悠久 的历史
、

丰富的经验
,

并在

世界传统医药 中具有最大的优势

和最广泛的影响
,

在制定中药相

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时
,

应注意
“

以

我为主
” 、 “

为我所用
” ,

不可一味

地强调与国际接轨
,

否则我们会

被别人牵着鼻子转
,

中医药生存

与发展越来越被动
。

事实上
,

传统

药物制剂本身很复杂
,

国际上也

未建立 可供接轨 的统一 的标准和

规范
。

笔者认为
,

以我为主制定 中

药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时
,

应突

出中医药理论指导或强化中医药

学的科技文化 内涵建设
,

包括处

方依据
、

适应症 证 与应用历史
、

习 惯和经验
,

药物药性功能与复

方配伍关系
,

药材道地性 品种
、

产地
、

炮制 与 规范
,

生物环

境 保 护 与 资 源 可 持续 利用
,

等

等
。

这样一方面将是基于保护我

国国 民
、

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安全

的需要
,

同时将有效地缓冲洋中

药的长驱直人
,

此外可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 国外某些人士对 中医药

的偏见
,

使洋人对 中医药理论变

歧视为正视
,

变被动适应为主动

适应
,

有助 于传统 中医药文化 的

国际交流和传播
。

关 于
“

植物 药
”

的进 口 与

注册管理
。

我国进 口 “

植物药
”

时
,

可以参

照《欧洲传统药法论 》
,

从中医临床

如应用历史
、

经验
、

习惯和安全性

等方面制定一些必要的规定
。

如植

物 药制剂应 用 历史 要 求 年 以

上 制剂中的药材应是 中国已有标

准的品种 东西方对处方或其中药

材的药性功能
、

药理作用 以及适应

症 证
、

治疗法则等的认识是否一

致
,

若相悖且无充分支持依据
,

应

以 中医传统认识为准 复方中是否

有
“

十八反
、

十九畏
”

中医配伍禁

忌
,

等等
。

举例说
, “

热者寒之
” 、

“

寒者热之
”

是中医的重要治则
,

若

西方应用 中药认为有明显寒热药

性这别的植物药时
,

不分寒热或寒

热反 向施治
,

进 口 审批时就应该更

加审慎
。

关 于
“

洋中药
”

的进 口 与

注册管理
。

我国进 口 “

洋中药
”

主要指

国外生产的 以汉方为基础 的传统

药物制剂 时
,

应结合我国即将实

施 的中药材 认证制度
、

中药

饮片批准文号制度等
,

从药材学

角度如药材道地性
、

有效性
、

可控

性等方面制定必要 的约定
。

长期 以来
,

由于绝大多数 中

药 的药效物质基础 是 不 明确 的
,

中药产品虽然制定 了相关 的质量

标准
,

但现行的中药标准包括对

个别指标性成分进 行定量分析
,

是难 以真正有效地控制 中药的内

在 质 量
、

保 证 中药 的 临床疗 效

的
。

正如名酒
、

名茶等传统产品一

样
,

其品质决不是通 过检测个别

化 学 指 标 就 能 达 到 控 制 和 评 价

的
。

因此
,

笔者认为
,

要保证传统

药物制剂 的质量 和疗效
,

一是要

药材好
,

即保证药材 品种和产地

的道地性
,

二是工艺规范
,

即强调

栽培
、

加工
、

炮制
、

提取
、

制备等生

产工艺技术 的规范化
。

只有把住

了源头
,

掌控 了过程
,

才会产生优

质的产品
、

良好的疗效
。

所 以
,

我

们应该 以药材道地性 和生产规范

性等作为标准
,

来规范
“

本土 中

药
”

和
“

洋中药
”

的质量
,

来保证
“

本土 中药
”

和
“

洋中药
”

的疗效
。

众所周知
,

药材 的质量疗效

与产地密切相关
。

道地性是 千古

以来 中医 医家和药师用来评价和

保证中药质量 的独特而综合的标

准
。 “

凡用药必择州土所宜者
,

则

药力具
,

有之有据
” 。

李时珍 曰

甲。 仁肠 似 。 。 己 人 口召 ,了肠山 众 。

玩成 人 。

肠己 。 。 ‘碗
。

娥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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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离 其 本 土
,

则 质 同 而 效

异
” 。

徐大椿在《药性变迁论 》中对

药材质量疗效与产地 的关系更是

做了精辟的论述
。

可 以说
, “

洋中

药
”

的药材来源大多失之
“

道地
” ,

其药性气力是否 与 中国
“

本土 中

药
”

相 同

还有一个不忽视 的问题是不

同国度之间的药材品种差异
。

诸

如 日本的和汉方药
、

韩 国的大韩

医 药与我 国 中医药 虽 同根 同源
,

但 由于 国情 的 不 同及 时代 的变

迁
,

中 日韩常用 生药品种存在不

同程度的民族差异
,

如同名异物
、

同物异名
、

同物异性
、

同物异用等

现象
。

其
“

洋中药
”

可能是
“

中味
”

不足
, “

洋味
”

有余
。

因此
,

在进 口 的
“

洋中药
”

中
,

虽 然处方可能不变
,

药材名称不

变
,

制剂指标成分可控性也好
,

但

药材不是道地的药材
,

品种
、

产地

和炮制加工有变
,

其有效剂量
、

其

内在质量如何确定 其疗效安全

如何保证 都应该有一个令人信

服和说法
。

当然
, “

洋 中药
”

的制剂

生产技术
、

质量控制方法
、

经营管

理理念等是值得学习和借鉴
。

关 于 资源 环 保 与 中药的

进 出 口 管理
。

加入 后
,

国际贸易的政

策性保护壁 垒 正在逐步消除
。

但

绿色壁 垒
、

资源环保垒逐步成为

新的国际贸易壁垒
,

也逐步成为

各 国保护 民族工业 的杀手铜
。

众

多的国际生态环保组织及其相关

条约既具有全球性和公益性
,

同

时也无不体现缔约 国各 自的意愿

和利益
。

有些输入 国或环保极端

组织
,

借 口资源保护
、

环境保护和

绿色安全
,

限制他 国某些产品 的

生产和禁止 出 口
,

为输 出 国特别

是经济欠发达和发展 中国家的传

统产业 出 口 与可持续发展制造难

以逾越的障碍
。

应用历史悠久
、

疗效卓著
、

早

已享誉海 内外的我 国传统 中药产

品
,

大多数都含有重金属矿物药

和珍稀药用动植物
,

或 因重金属

超标
、

或因农药残留超标
、

或因有

濒危物种人药
,

纷纷中套落马
,

堵

在 国门
,

不得 出 口 。

国人不禁要

问
,

老祖宗稳稳 当当应用 了几千

年 的含有重金 属矿物 的药物
,

今

天 被
“

洋人
”

斥之为有安全性 问

题
,

有何科学依据 国外转基因食

品长驱直人我国
,

其安全性何 以

证明

濒危物种人药
,

解 除了千百

万人们的疾苦
,

拯救人们的生命
,

究竟是
“

兽道
”

重要还是
“

人道
”

重

要 再者
,

以开发促扩繁
,

以扩繁

达保护
,

合理利用是保护濒危物

种最好 的对策之一
。

如全面禁止

开发利用濒危物种
,

自然 和非 自

然死亡 如老死
、

病死
、

受伤致死

等 的濒危药用 动植物 又如何处

置 可 以想象
,

如果完全没有 了开

发利用 的市场
,

单靠政府或公益

性组织 的有 限支持
,

为保护而保

护 的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是难 以

为继 的
。

只有有持续的
、

公开 的
、

合法的市场
,

企业才敢大投人
,

珍

稀 濒 危 动植 物 保 护 就 有 可 能 做

大
、

做强
、

做久
。

在现实 中
,

对不 同濒危等级

的野生 资源
,

有 区分地采取严格

的
“

准入制度
” 、 “

数量登记制度
”

等
,

既可避免滥采滥杀
、

破坏资

源
,

同时可 以很好地处置和利用

自然死亡 的
、

非 自然死亡 的濒危

药用 动植物资源
,

为人类健康事

业服务
,

也为保护 和发展 民族医

药工业寻求新的空间
。

所 以
,

我 国

加人有关 的 国际资源 环保条约 以

及制订动植物资源濒危 目录和程

度时
,

既要考虑保护 国际生物多

样性
,

也要考虑 民族工业 的生存

与发展
。

四
、

结 语

中医药现代化 已得到社会各

界 的关注 和重视
,

特别是 国家政

府领导人和著名 中医药学家对 中

青年 中医药学者 的殷切期望 和大

力支持
,

为 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提

供 了宽松活跃 的社会
、

学术 和政

策环境
。

在此
,

笔者建议
,

国家有

关主管部 门应从科研学术 的角度

与 国家 民族利益 的高度
,

并结合

中医 药 发 展 的 现 状 与 现 时 的 实

际
,

进一步解放思想
,

创新和丰富

中医理论
、

中药和 中药现代化等

一些 系关全局 的重要而敏感 的中

医药学术概念及 内涵
,

这样不仅

将有助 于拓展 中医药研究与应用

的空 间
,

而且不 至 于使 中医 药研

究及其相关或延伸成果是特别一

些 高尖 精 的 产 品 和 成 果 旁落 他

门
,

这样将促进 中医药研究与应

用
,

真正实现 中医药 的可持续发

展和跨越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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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营销的若干派氯贝

需求创新原则 需求创造原则是支撑市场营销的诸

原则中的核心原则
。

该原则认为
,

需求并非固定或有一定

限度
,

而可以通过企业的努力去扩大和创造
。

例如
,

同类药

品在市场中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
,

证明了患者对药品的需

求是可能不断改变的
。

需求创造原则要求企业首先要明确需求的可创造

性
。

这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
,

需求具有多样性
、

发展性和层

次性等特点
,

它会随社会和科技进步以及经济发展而变

化
。

其二
,

有些需求实际存在
,

但却没被企业发现或者企业

对其未予关注
,

这往往是因为这些企业根本不考虑有这样

的需求存在
,

也不去进行调查分析
,

而一味地
“

坚信企业自

己的想法
,

固执己见
” ,

或者
“

构思僵化
”

等所致
。

其三
,

连顾

客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需求
,

即潜在需求
,

要靠企业

去挖掘
,

去诱导
,

比如减肥品市场就是最好的例证
。

其次
,

需求创造原则要求企业懂得如何创造需求
,

即

发现
、

创造
、

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

现在最重要的是
,

企业必

须提供顾客认为最有价值的利益
,

即真正解决顾客问题和

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

目标诉求原则 营销大臻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大量营

销
,

即大量生产和销售单一产品 二是多品种营销
,

即生产

和销售两种以上不同规格
、

式样
、

功能的产品 三是目标营

销
,

即针对自己所选定的目标市场开展营销
,

即针对自己

所选定的目标市场开展营销
,

这就要求产品
、

价格
、

渠道
、

促销等都必须与目标市场相适应
,

以目标市场的需求为其

产品的诉求点
,

以目标人群为其诉求对象
,

制定目标人群

能接受的价格
,

开拓最能接近目标人群的渠道
,

采用目标

人群普遍欢迎的促销方式和广告媒体
。

非价格竞争原则 企业间的竞争大致可分为两类 价

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
。

价格竞争是通过降价来使顾客花更

少的钱得到同样满足的一种竞争
。

如果在产品
、

服务等其

他方面几乎相同的情况
,

往往容易陷入价格竞争
,

使企业

成为
“

无利益的繁忙
’ 。

对这种竞争方式
,

只要对近几年我

国市场上价格大战稍加回顾就会一目了然
。

非价格竞争
,

就是为顾客提供更好
、

更有特色
,

戴者更能适合各自需求

的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竞争
。

非价格竞争
,

对顾客和企业都有利
。

第一
,

产品和消费

者需求都存在差异性 第二
,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价格需

求关系
,

一些能满足顾客心理
、

名誉上的需要
、

能体现地位

的最药品
、

豪华包装等产品非高价卖不出 第三
,

运用价格

以外的竞争手段
,

如产品的品种
、

质量
、

性能
、

专利
、

品牌
、

包装
、

服务
、

各种促销活动等来唤起顾客的购买欲望
,

并使

其购买产品
,

从而达到战胜竞争对手的目的
。

流通网络化原则 流通网络是在从上游的制造商到

下游的消费者的路径过程中
,

制造商与流通业者 消费者

在连接点的有机联系
,

形成网络系统
,

积极开展相互间的

协作
。

企业不仅要制造或采购适合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
,

而且还要构筑起能顺利
、

及时将其转移给顾客的流通

渠道
,

否则无法产生销售
,

实现交换
。

另外
,

从维持产品和

服务价值的角度来讲
,

其关键是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其优

秀价格向市场和顾客进行说明
、

说服和推荐
。

因此
,

必须建

立起制造商
、

流通业者和消费者戴用户间接有机网络
,

构

筑起完备的流通系统
,

运用通信技术和信息技积极有效地

开展与市场的沟通活动
。

在一定意义上讲
,

流通网络的形

成是保证大量销售的重要依据
。

文 摘

〔 丫 即
“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六卷 第一期 ★

一 巧

’ ,

叮

笔

一

一 巧 叮

一

叮

一 , 一 巧

一

, 肠 移

加 群
,

岁
,

嗒 万 ,

一 叮

一

铭
, 一

一 铭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群
,

一 一

盯 叮
, ,

一 , 一 , ,

山

甲 材 ,

胡 叩
’ ,

鳍 了 了夕

肠鳍 刃妙 胡
,

哪
,

咭

。

, ,

〔肠而
。 。 哪粼 如痴 。 。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 ★英文摘要

,

,

, ,

” , , , ” , ’ , ”

, , ” 一 , , ,

叮 理
, ,

一 一

嗯 咭
了 叮 一 邵、 诉

,

鳍 俪 , 咭 男

叮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

帅

咭
,

咭
,

叮
,

咭 咭
”

,

哪
,

石

巧

一

一 邵
一 ,

娜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 ,

山

肠 助丫 乃吸 〕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