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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大灣區市場鏈接大灣區市場 繁榮道地藥材繁榮道地藥材

20242024 「「醫耀華夏—中醫藥醫耀華夏—中醫藥文化大會道地藥材縣長高峰論壇文化大會道地藥材縣長高峰論壇」」
暨暨 「「中藥與天然藥物國際大會中藥與天然藥物國際大會」」 在深圳舉辦在深圳舉辦

為傳承和弘揚傳
統的中醫藥文化，牢固
樹立文化自信，在深圳市人
民政府、中華中醫藥學會，世

界中醫藥服務貿易聯合會、中國醫藥
物資協會的指導支持下，由全球商報聯

盟、香港商報共同主辦的2024 「醫耀華
夏—中醫藥文化大會道地藥材縣
（市/區）長高峰論壇」 暨 「中
藥與天然藥物國際大會」 ，作
為深圳市文化產業博覽會非
遺館的重要活動，於 5月
24日在深圳國際會展中
心隆重舉辦。

張興明 陳壘
佘思瓊 何瑋

中國醫藥物資
協會副會長兼

道 地 藥 材 分
會名譽會長
唐 賢 敏 表
示，中醫藥
是中華文化
的瑰寶，為
中 華 民 族 健

康發展做出了
重要貢獻。此次

論壇旨在交流中醫藥
產業發展經驗，共同

探討中醫藥產業發展的新路徑。
他強調，中醫藥產業發展離不開優秀的道地

藥材，好藥材是好產業的發展基礎。要加強對
道地藥材的保護和支持，讓道地藥材在新時代
煥發新的光彩。打造出更多中醫藥康養好產
品，讓大眾享受到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成果。

八項大獎頒發
齊力共興中藥產業

全球商報聯盟主席、香港商報社社長丁時照，全
國保健服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主任、原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大寧，中國中醫科學院
首席研究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中藥保健品專業委
員會主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藥物臨床評價分會會
長葉祖光，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北京
大學中國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其成，廣東
省養生文化協會會長、原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孫
曉生，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林蓓茵副會長，澳門中醫
藥學會石崇榮會長及內地中醫藥學會、中醫藥研究
機構、醫藥連鎖企業、醫藥流通企業、大灣區媒體
營銷聯盟等40家國內外嘉賓及媒體200餘人到場參
加。

本次盛會旨在弘揚中醫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醫

藥的傳承創新發展。活動內容涵蓋傑出老字號（企
業、品牌）、中醫藥傑出文化故里、國醫館、針
灸、藥食同源、養生保健、道地藥材、傳統技藝創
新。

中醫藥的起源和發展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被視
為世界醫學的鼻祖。泱泱華夏，上下五千年，湧現
了扁鵲、華佗、張仲景、皇甫謐、葉桂、孫思邈、
薛生白、宋慈、李時珍、葛洪等古代十大名醫，著
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
《扁鵲內經》《外經》《濕熱條辨》《本草綱目》
等一批經典不朽的醫學著作，歷經千年依然熠熠生
輝，不但呵護着中華民族的健康成長，也以其博大
精深、兼容開放、守正創新，形成了獨特的中醫藥
文化景觀，為中華民族繁衍昌盛做出卓越貢獻，也

對世界文明進步產生積極影響。
目前，中醫藥已傳播到196個國家和地區，接受

過中醫針灸、推拿治療的人數已達世界總人口的1/
3以上。中醫針灸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本草綱目》和《黃
帝內經》列入 「世界記憶名錄」。

2019年，第72屆世界衞生大會審議通過《國際疾
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本（ICD-11）》，首次納入
起源於中醫藥的傳統醫學章節，臟腑系統疾病、外
感病、八綱證、臟腑證等中醫病證名稱，成為國際
疾病 「通用語言」，這是中醫藥國際化的標誌性事
件。屠呦呦教授及其團隊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國際學
術交流手段，研發的 「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
界人民的禮物」，這是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的一張

亮麗名片。
中國還與4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專門的中醫藥合

作協議，支持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一批中
醫藥中心，在國內建設了 17 家中醫藥服務出口基
地，並正在籌建國家中醫藥博物館，這是中華民族
特有的文化底色與自信。中醫藥走向世界的過程，
就是文明交流互鑒、共建共享的過程。

近些年來，中醫藥產業發展迎來新的春天，各省
中醫藥產業要取得長足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
重點打造的中國中醫藥產業新高地，產業集聚地，
擁有悠久的中醫藥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人才濟
濟。2023年廣東省又被列入國家中醫藥綜合改革示
範區。內地中醫藥產業對接大灣區並藉助灣區走向
世界。

全球商報聯盟主席、香港商報社社長丁時
照在致辭中表示，中醫中藥是中華瑰寶，在
中國有着深厚的群眾基礎，也得到世界人民
的喜愛，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中醫藥工
作，多次對中醫藥事業作出重要批示和指
示，給我們指明了方向。香港商報多年來始
終履行媒體社會責任，肩負時代使命，一直
持續關注並推動中醫藥產業的發展，已連續
三年舉辦中醫藥系列高峰論壇，在業界廣受
好評，在用戶中擁有金口碑。此次舉辦 「中
醫藥文化大會道地藥材縣長高峰論壇」暨第
三屆中藥與天然藥物國際大會，是展示博大
精深的中醫藥文化，促進道地藥材種植及產
業發展，推動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的賡續和
發揚。

丁時照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打造
的中國中醫藥產業新高地，產業集聚地，2023
廣東省還被列入國家中醫藥綜合改革示範區，
藉助大灣區優勢使中醫藥產業走向世界開啟了
非常重要的時間窗口。為此，丁時照提出了以
下五點建議：一是深化區域合作，讓產地和市
場緊密結合，讓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緊密互
動；二是引入港澳優勢資源，助力中醫藥走向
世界；三是加強標準制定和質量控制，讓品控
走向精細；四是強化科技引領，用現代科技賦
能中醫中藥；五是共建產業園區，加強企業資
源集中度。

丁時照強調，今後香港商報將繼續發揮 「國
際朋友圈」優勢，進一步推動中醫藥走向海
外，為中醫藥國際化貢獻力量。

錨定世界灣區 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

全國保健服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專家委員會
主任、原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大寧在

致辭中表示，2024 「醫耀華夏——中醫藥
文化大會道地藥材縣長高峰論壇」作為
第二十屆文博會的重要活動，是中醫藥
文化宣傳的重要平台和載體。不僅加強
了大灣區與內地的聯繫，更架起了對外
溝通的橋樑，推動中醫藥對外展示，增
強中醫藥文化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
他指出，內地有豐富的道地藥材資源，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廣闊的市場。希望各地政
府、企業以及協會加強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

推動產業融合，打通上下游產業鏈，創造合作新模
式，推動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

他強調，隨着數字化、區域資源整合等趨勢的發展，加上國家政策支持作
為保障。中醫藥產業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新的發展機會，一定要敢想、敢
做，總結好的經驗和路徑，通過實踐創造新機遇，推動中醫藥產業創新發
展。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
中藥保健品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

藥物臨床評價分會會長葉祖光提到，中藥註冊
新分類包括中藥創新藥、中藥改良型新藥、
古代經典名方中藥復方製劑、同名同方藥，
前三類均屬於中藥新藥，中藥註冊分類不代
表藥物研製水平和藥物療效的高低。他認為
對中藥實施附條件審批應優先對治療嚴重危
及生命且尚無有效治療手段的疾病，以及藥

物臨床試驗已有數據顯示療效並能預測其臨床
價值的。另外，鼓勵中藥創新，如：重大疾病、

新發突發傳染病、罕見病防治，臨床急需而市場緊缺
等。同時，重視中藥臨床，中藥新藥研製應當堅持以臨床價

值為導向，重視臨床獲益與風險評估，發揮中醫藥防治疾病的獨特優勢和作用，注
重滿足尚未滿足的臨床需求。

重視中醫臨床 發揮中醫藥獨特優勢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北京大學
中國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其成表

示，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高峰，文化
為體，醫學為用。中醫藥文化是地域文
化的亮麗名片。道地藥材是在一特定自
然條件和生態環境的區域內產生的藥
材，是我國傳統優質藥材的代表，有
的已經成為當地的地理標誌。地理標誌
是重要的知識產權，與中醫藥緊密結

合，能成為促進區域特色經濟發展的有效
載體。另一方面，中醫發展不僅要守正，更

要結合新趨勢、融入新時代，要生活化、時尚
化、數智化、國際化。

中醫要生活化 時尚化 數智化 國際化

敢想 敢做 實踐創造新機會

廣東省養生文化協會會長、原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
長孫曉生表示，中藥材種植與養殖涉及到農、林、

牧等第一產業發展，各地在發展中藥材生產時應
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在政策、資金、技術、信
息、種苗、肥料等各個方面給種植養殖戶以實
際支持，重視發揮經過中醫藥知識培訓的
農、林、牧科技人員對農戶的技術指導作
用，也可採取科技組織或專家加農戶的辦法，
實行有償服務；同時，應堅持生產與綜合開發

利用相結合，積極就地發展中藥材加工產業，帶
動當地第二產業的興起。中藥材就地加工可以是原

生藥材的加工，也可以是中藥飲片的加工，還可以向
深加工、精加工發展，建立中成藥或保健食品、飲料、化妝

品、衞生用品等生產基地。中藥生產加工工業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產業，必須組織中
醫、中藥、製劑、工程技術等多學科的科技人員協作攻關，開發適應市場需求的名牌
產品；還應建立中醫藥市場信息庫，及時掌握市場動態，以便引導農戶種植養殖，調
整藥材品種和規模，健全營銷網絡，搞活流通環節，適應市場需求。

建立中醫藥信息庫 及時掌握市場動態

中醫藥產業發展
離不開道地藥材支撐

全球商報聯盟主席、香港商報社社長丁時照致辭

李大寧

張其成

葉祖光

孫曉生

唐賢敏

醫耀華夏—中醫藥文化大會道地藥材縣長高峰論壇出席嘉賓合影醫耀華夏—中醫藥文化大會道地藥材縣長高峰論壇出席嘉賓合影

江西省樟樹市榮膺 「2024年度傑出中
國藥都」

李時珍故里湖北省蘄春縣榮膺 「2024
年度中醫藥傑出文化聖地」

甘肅省渭源縣榮膺 「2024年度中醫藥
開拓創新傑出貢獻獎」

黑龍江省濟仁藥葯業有限公司榮膺
「2024 年度中醫藥文化傳承傑出貢獻
獎」

廣東新寶堂製藥有限公司榮膺 「2024
年度中醫藥國際文化傳播傑出貢獻獎」

濟世堂陳皮榮膺 「2024年度中醫藥傑
出老字號品牌」

黑龍江省聖大中草藥種植有限公司榮膺
「2024 年度中醫葯道地葯材傑出貢獻
獎」

甘肅省渭源縣會源藥業有限公司榮膺
「2024 年度中醫葯道地葯材傑出貢獻
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