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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养生文化产业
创新发展的多维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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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新时代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以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形

式多样的养生模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逐渐呈现出与现代科技、商业模式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本文从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业新时代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着手，基于专业特点，融合国际战略、社会需求、科技发展

等多个维度，综合分析中医药养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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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们的健康观

念不断升级，对医疗卫生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各

种途径提高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观念深入人心。健

康产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日益成为引领经济发

展的“朝阳产业”和极具投资潜力的领域。中医药植根

于中华传统文化，深刻体现着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原创

文化基因，在其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先进的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

以人为本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了研究人体生

理、病理配以中药本草来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学科

体系，是我国重要的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资

源，也是世界公认极具特色的健康服务资源[1]。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悠久，新时代

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21世
纪以来，生命科学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为健康养生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中医药远程移

动化、多元个性化的健康养生产业提供了新的业态可

能。有学者指出健康养生产业具有产业增长潜力大、

产业技术更新快、产业关联程度高三大特点[2]。因此，

深入研究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1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历史悠久且底蕴丰厚

中医健康养生文化历史悠久，养生最早见于《庄

子·内篇》，又称为“摄生”。养生是指顺应生命的发展

轨迹，达到保养生命、健康精神、增进智慧、延长寿命的

目的，这是一种对生命和健康的本能 [3]。也是国人生

活中根深蒂固的生命文化。

从 19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和 1980年代湖北张

家山出土的医书和文物，都显示我国从先秦到两汉时

期已有脉学、气论、房中、导引等医疗与养生术的实践

与理论，也证实了传世文献中关于养生术的诸多记

载。在早期的养生实践群体中，大体上是以方士，或者

贵族阶层为主。直到宋代以后，伴随着印刷术和商品

经济的发展，使得养生术和养生文化并不限于方士等

专门群体，渐渐被不同社会阶层接纳和实践,明代中后

期以降更是如此。在明清两代，养生知识除了收录在

医学、宗教典籍之中，还有大量养生单行本和养生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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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私人的笔记中也有不少关于养生的观点和见

解，养生知识开始得到广泛普及。此外，大量日用类书

籍的出现，使得其中包含的养生保健知识，更是深入民

间的生活实践当中，长期以来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

的重要凭借和手段[4]。

2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业发展迎来重要机遇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已成为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符号的代表。传统医学的治疗理念正逐渐为

世界所接受，为中医药养生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亟需创新业态模式。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医

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对健康养生的

需求日益增长，中医药健康养生方式、理念日益普及，

健康、养生服务业呈现全新增长态势。国家重视健康

产业的有序发展，制定了相关意见及具体措施以推动

其良性发展，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提出

了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在2020年达到8万亿元以上

的目标。

中医药作为我国本土传统医学，在健康养生领域

的优势不言而喻，在《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5]和《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6]提出“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重要任

务，《纲要》中还具体指出要“加快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

系建设”“提升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发展中医药健

康养老服务”“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等四个方

向。在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

也提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尤其在“提高中医

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等方面，将中医药养生优势与现

代健康管理结合，探索如何将健康文化、现代管理、医

疗保险融为一体的中医健康保障模式[7],为中医药健康

养生文化产业发展和落地指明了新方向。

3 关于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多维度

思考

随着人们对养生与健康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医药

健康养生文化产业的文化及商业潜力飞升。综观中医

药健康养生文化行业，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存在监管

不利和缺乏专业人才等弊端，人们或盲目跟风，或无所

适从，急需进行顶层设计、规范治理。在国家大力提倡

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背景下，根据健康养生的具体路径与实施方法，本文

尝试从四个维度探索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创新发展的

思路。

3.1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维度

健康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们追求、

享受美好生活的前提。2012 年，卫生部《“健康中国

2020”战略研究报告》出台，聚焦当前国人在健康领域

存在的突出问题，构建全民健康型社会。在此背景下，

中医药积极融入健康产业领域走入社会视野，存在的

问题也不断浮现。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尽快建立健全

促进中医药健康养生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打破行业

壁垒，推动产业融合，引导产业合理健康发展。关键在

于政府统筹和整合各方资源，搭建交流创新平台，促进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学研一体化合作与交流，让传

统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精华与现代人健康需求相结合

的良性发展。具体措施如下：

成立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府管

理机构，完善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管理制度、法律

法规；

制定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业的行业标准及发展

指南，建立良性发展的养生市场规范；

重视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产业的媒体监管与文化

导向，出台更为专业、严谨的医学文化传媒监管方案和

相关制度；

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专

业，培养具有良好专业素养及综合素质的人才 队伍；

提高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对从业人员进行分等级、

分专业、分模式的培训，同时注重中医药文化、核心理

念、技术方法等内容的挖掘传承，营造正规、良性的中

医药养生行业形象。

3.2 百姓养生需求维度

俗话说“需求是第一生产力”，中医药健康养生文

化产业首先要从人们生活的养生需求出发，对医养、食

养、术养等进行更为时尚、实用、便捷的创造性优化和

完善，尤要聚焦当代多发病、高发病、慢性病等中医优

势病种，解答养生困惑，将中医的体质差异、个性化医

疗与多种方法选择等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引导

具有传统中医风尚的养生方式。

3.2.1 深入研究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发掘整理民间

珍贵的健康养生诊疗技术

民间保留了大量具有高度实用性的中医药养生经

验方法，长期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2017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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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法》正式颁布实施，《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也相继出台，民

间中医药工作、民间中医合法化等问题再次成为热点

议题。因此，促进和规范民间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工作也尤为重要，让这些贴近日常生活中简便有效的

养生方法真正传承和应用。

3.2.2 整合新旧媒体平台，提升养生节目的专业化、时

尚化

文化传播是架构中医养生知识与百姓健康生活的

桥梁，中医养生文化传播的专业水平、表现形式、实用

价值、审美素养等都是重要的导向标准。目前的养生

节目大多仍局限在中老年人群，形式保守，很难吸引中

青年的关注，针对性高的青少年中医药健康科普节目

更是空白，亟需专业学者与媒体专业人士跨界整合，打

造专业、时尚、符合不同人群欣赏口味的传媒节目，加

强个性宣传，培养正确的健康养生意识和中医药文化

认同，使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做到有效传播和广泛

推广。

3.2.3 突出中医药文化多学科交叉特色,发掘中医药文

化美学价值

回顾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其广泛融入了我国古

代传统哲学、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知识，具有学科交叉

融合的鲜明特色，其哲学思辨的理念在认知生命的同

时，亦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同时中医药学与书画、音

乐、香薰、插花、饮食、文学、诗歌等具有高度美学价值

的学科亦密切相关，具有高度的中华传统美学内涵，这

一特点符合现代人的传统文化情愫与国学文化追求，

是中医药养生文化的重要内涵和文化精粹。

3.2.4 重视中医“心身一体”理念在现代心理疾患的

应用

“养生先养心”,中医历代养生大家以及经典文献

都高度重视情志、情绪的作用，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等

情绪的过渡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是直接导致生

病的重要原因，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绪焦虑、

失控等会引发失眠、脱发、高血压等疾病，中医养生心

理方面关于情志诊疗、心理疏导、情绪调控等层面具有

丰富的记载，有助于解决当今时代心理疾患等问题；

3.2.5 发挥中医优势病种特长，尤其是慢性病领域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显示，

2012年，我国已有超过2.6亿人为慢性病确诊患者，约

占全国总人口的 19%。世界银行《中国走向健康和谐

生活》报告中指出，每年约有1030万人死于慢性病，占

全国总死亡率的80%。慢性病已然成为中国的第一大

健康威胁 [8]。中医药所倡导的治未病、健康生活方式

等理念以及中医诊疗方法在慢性病的防治领域优势突

出，将大有作为。

3.3 不同领域个性化定制维度

中医药本身具有个性化定制的优势，在养生领域，

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中医药健康文化产业

的发展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需求、不同层

次搭建平台，做到定位精准、事半功倍。

3.3.1 融入校园文化

中医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几千年来

从未中断，已经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发掘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既能培育人才，更能发挥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助力青少年健康

人文素养的提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中医中

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实施方案

（2016-2020年）》提出要“打造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平

台”，其中就包括“联合教育部门推动中医药文化进入

校园，帮助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意识和生活习惯，

激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中医药走进

校园文化，可以采用编写课外读本、兴趣课程设计、中

医药科普动漫等形式新颖、时尚的形式。中医药类课

程具有融经典类、技能类、艺术类、文书类、媒体类等为

一体的特色，可以打造中药特色课外文化精品，既可以

有效地传播与弘扬中医药文化，又利于激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9]。

3.3.2 助力养老产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比

2014年增加 1000万人，预计到 2020年将达到 2.56亿

人，2025年将突破 3亿人。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老年

健康养老需求的与日增大，为健康养老服务业提供了

巨大的消费市场，健康养老服务业迅速成为中国正在

崛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针对老年人群的养生包

括传统养生讲座、义诊、养生产品派送等，形式简单、效

果参差不齐，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社区中医药养生体

验中心，开展中医药养生文化展、养生技能体验等，重

视养生产品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创新，形成新时代智能

养生养老社区，助力中医药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3.3.3 开启家庭智能医疗

伴随着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医疗

健康设备的智能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各种智能医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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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助

力之下，人类有希望解决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许多技术

难题和社会问题，从而开辟出人类健康和医疗的广阔

新前景。人工智能将从智能诊断、手术机器人以及智

能设备增强治疗效果等方面对公共卫生产生重大影

响；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对个体的日常生活进行健康管

理的日常化医疗会成为未来医疗领域新业态[10]。中医

药以其底蕴深厚的养生理论和形式多样的养生方法，

在未来智能医疗服务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3.4 打造养生产业新业态

21世纪生命科学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基因工程、

分子诊断、干细胞 治疗、3D打印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

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时代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传统的医

疗服务模式和健康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催生了远程

诊断、智慧医疗、个体化治疗等新型健康服务业态 [11],
科技的发展以及备受关注的人工智也能为医学诊断、

治疗、养生服务等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智能医疗即

将改变已有的医院服务模式，中医药企业应抓住国家

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机遇，在未来医院、

智能家庭等领域发挥中医药服务健康生活的优势。

3.4 “一带一路”背景下打造中医药国际养生品牌维度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

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

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

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

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12]。“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

程中，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中医

药应站在全球健康产业发展的高度，对国际市场进行

精准分析，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国

际一流品牌产品，为中国健康养生产业走向世界赢得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入手：

3.4.1 建立国际中医养生教育服务机构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形式多样，尝试成

立相关教育服务机构，推出适应海外不同国家中医药

发展现状的养生模式，促进中医药理论体系、医疗实

践、养生体验、文化推广等多角度结合，突出中医药健

康养生体验的作用，在体验过程中了解中医，促进中医

药所倡导的健康生活理念、健康服务走进海外家庭，通

过提升对中国养生文化的认同度。

3.4.2 推进国际科研界对中医药养生领域的关注

国际层面的中医药科学研究不断升温，但整体偏

于理论、针灸、方药等医疗层面的研究，对于中医药特

有的文化内涵、养生理念、养生方法、技术转化等相关

研究关注较少，在国际层面中医药养生领域的研究和

开发很匮乏。因此，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如生物、基因、

人工智能等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现代化转型，

亦是打造中医药养生国际化品牌、把握未来养生市场

的重要内容之一。

3.4.3 搭建国际社会不同文化圈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

从学术、科普双重角度，搭建中医药最新的科研进

展、交流合作、人文历史、在线教育、远程医疗、产业服

务等多元信息的国际中医药国际服务平台，促进中医

药文化知识的共享和传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

认知度、认同度，在海外传统医药竞争发展的激烈环

境中，真正打造我国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掌握国际话

语权。

3.4.4 推进中医特色国际医疗旅游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了

依靠其先进的医疗技术吸引病患以诊疗治病为目的的

医疗旅游，不仅提供医疗服务，也安排配套的旅游活

动。近年来，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和医疗成

本的飞涨，人们开始青睐以医疗服务为主结合疗养、休

闲、游玩的新型旅游模式[13]。目前医疗旅游已经覆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潜力巨大，2013年产值为

4386亿美元，预计2017年为6785亿美元，占世界旅游

总收入的 16%[14]。纵观整个医疗旅游行业，大多以旅

游资源结合医疗优势为主要模式。目前我国在挖掘中

医药养生文化旅游资源方面已有少数地区起步，但仍

处于初级阶段，因此结合中医药特有的医疗养生优势，

开发系列定位精准、突出个性化服务的养生休闲路线，

包括养生胜地、道地药材产地、中草药种植园、特色疗

法体验、知名中医药企业、中医药老字号文化、森林康

养等。

综上，随着当今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的趋

势到来，大数据理念和技术，从全领域、全社会、全维度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中医养生文化产业未

来不仅有着广阔光明的市场前景，甚至可能成为健康

市场的主导产业。中医药养生未来发展方向不仅仅局

限于特效医药、新的技术或高科技产品，还广泛涉及到

百姓生活的养生思想、方法以及健康理念，中医养生文

化产业融合中医、健康、文化、商业等涉及面十分广泛，

新时期新机遇必将催生出庞大的文化经济产业链[15]。

故基于不同维度对中医药养生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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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在尊重符合中医养生的学科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探

索中医养生文化与其他学科体系如营销、传播、科技的

融合创新。此外，中医养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

领域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播意义，这也使

之在承担健康养生任务之外具有了更远大的文化传承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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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Reflection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e Industry

Li Haiying, Liang Shanghua, Wang Jian, Qiu Chenji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y，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121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healthcare culture present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broad connotations.
TCM healthcar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receives increasing concerns due to its full-blown theoretical system as well as
various healthcare models,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care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and based on its major feature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ssues of TCM
healthcare culture from multi- dimensions, including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ocial need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tc.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care culture, industr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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