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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特有魅力，必将在建设健康中国以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得以充分展现。加快中医人才的培养

对于百姓慢性病的治疗、民众经济便捷地就医以及弘扬医药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医院在培养中医临床人

才方面存在着人才培养机制缺乏长效性和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中医人才断层等较为严重和文化建设不足等诸多问题。针对上

述问题，笔者的建议如下：一是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二是积极健全与完善人事管理制度；三是努力研究适合培养中医

临床人才的发展方式；四是踊跃营造中医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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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振兴，首要在于人才的振兴，没有人才，振兴中医将

是“水中月，镜中花”[1]，加快中医人才的培养，对于振兴中医、

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快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缘由

（一）慢性病的治疗呼唤加快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

恩格斯说，社会对科学技术实际需求所产生的推动力远远超

过十所大学的作用，社会发展对医学技术的需求亦是如此。伴随

着人们工作压力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脂肪摄入量的过多

而运动量却不足等原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等所谓慢性疾病，正在大规模袭来，并且已然成为威胁人们生命

安全的重要因素。现代西方医学的高速发展，在治愈急性病和传

染病等方面成效显著，无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福音。但

西医那种致力于局部微观求证的做法，对于慢性病的治愈来说，

却效果甚微，很难降低发病率与死亡率。这就意味着面对诸多的

慢性病，西医那种以生物医学模式防治或者是单靠封闭式的医院

治疗方法的作用越来越小 [2]。中医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思

想的影响，它强调以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临床的各种关系。

当前人们大量的慢性病，多半不是单基因变异导致的，而是多基

因共同导致的，这恰恰需要中医以整体观即从宏观上去把握。同

时临床医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中医在治愈非住院慢性病方面不

仅卓有成效，并且简易经济，副作用非常小。因此越来越多的慢

性病患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医。此外，我国正在逐步迈入老龄化

社会，正处于疾病的多发期，同时人们对亚健康的状态越来越重

视，许多人希望借助中医的手段来保证身体的健康，但目前我国

中医人才与西医相比极其匮乏，如我国执业医师的人数虽然高达

360.7 万，但中医执业医师的数量却不足 16%（即 15.94%）[3], 因

此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已迫在眉睫。

（二）便捷、经济的就医方式呼唤加快中医临床人才的培

养

与西医不同，中医属于个性化的治疗方式，诊断不需要依靠

昂贵的仪器设备，依旧沿袭的是两千多年前名医扁鹊提出的“望、

闻、问、切”，同时也不需要现代医院庞大经费的开支。中药也

不需要生产机器和设备，医生可以自己种植、自己采集、自己配

制。据史料记载，民国之前，我国中医约有 80万之众，大都分

布于广袤的农村，一间小小的诊所，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先生”

可以使方圆几十里民众争相上门，从中受益 [4]。中医不同于西方

固化的批量治疗模式和产业化的流水作业，它始终强调以人为本、

针对性强，对每位病人的病机，做出全方位的判断，也就是说即

使面对病症相同的不同患者，采取的措施也是因人而因、各不相

同的，因此中医的诊断和治疗过程必然是“一对一”的进行，这

必将大大提高中医的治愈效果。毋庸置疑，中医以“简、便、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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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的独特优势，在神州大地上曾经拯救过亿万生灵，发挥过

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让便捷、经济的中医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再现昔日的辉煌，加快中医的人才培养是一条绕不开的必由之

路。

（三）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呼唤加快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

由于中医药学本身以传统的文化为土壤，因而其诊断疾病

的方法也必然受到中国古代世界观、方法论的影响。文化作为

国家与民族内在的灵魂，它的繁荣发达，直接关乎到国家与民

族的兴衰荣辱。中医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与病

魔长期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与理论的升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

民智慧的结晶，并且它在神州大地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变进程之

中，积极与传统的哲学、儒学、佛学和道学等彼此相融合，形

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探索生命、呵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科学思

想体系和文化瑰宝，不仅在我国的历史上光彩夺目，即使在世

界文化历史上也是熠熠生辉，影响深远。由于中医药学所蕴含

的文化价值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因此坚持发展中医药，积极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正是坚持文

化自信的重要表现。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十四五”中医药发

展规划》，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中医药振兴工程，加快中医药特

色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丰富中医药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内

容，使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蒸蒸日上，而弘扬医学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同样离不开加快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

二、当前中医临床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一）人才培养机制长效性有待加强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育人。”人才的培养，从来不是

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医人才的培养亦是如此。但从目前来看，

许多中医院缺乏长效性的人才培养机制，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

长远的发展规划，“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可持续性；二是

没有清晰的职业生涯管理体系，不能因人而异，往往都是“拍

脑门”决定事情；三是没有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依旧

以事为中心。

（二）人事管理制度有待健全与完善

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医院基本上都建立了人事管理制度，

但多数是“依葫芦画瓢”，或者“照抄、照转”，没有从自己医

院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是职工的管理和考核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往往都是流于形式，停留在“纸面上”；二是人才的选拨和招聘

随意性较强，甚至有时是领导说了算，缺乏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

三是人才激励的方式没有充分体现，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很难调

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影子依旧可见。

（三）中医人才断层现象需要高度重视

“大力发展中医”的号角虽然响彻华夏，但在曾被西化的影

响下，中医的发展空间遭到了压制，目前专业技术人才非常匮乏，

断层现象较为严重。一是能够称得上“国医圣手”的在全国范

围内也不足 3万名，还不到从业人员的 4%，并且绝大多数名医

是古稀老者，甚至有的已经进入耄耋之年 [5]。二是专业技术人

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断层现象，许多技术因为后继无人而失传，

中医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紧要关头。

（四）中医文化建设急需加强

文化是底蕴，但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发展来看，还存在诸多

不足，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医院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不足，

特别是在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方面建设。二是硬文

化建设，学术氛围不浓厚，缺乏中医文化底蕴。三是大多都千

篇一律，缺乏创新性，没有体现自身的个性与特色。

三、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一）探索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没有科学有效的机制，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机制建设。一是制定合理的

发展规划。立足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结合本医院的发

展战略，注重将人才培养规划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有机结合，

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只

顾眼前的利益。二是完善科学的生涯管理体系。根据职工自身

个性的特质、需求以及不足，结合医院的整体发展目标和战略，

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生涯管理体系，为开展职工培训以及促使其

成长、成才提供有效的意见和对策，减少盲目性。三是落实以

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持贯彻落实以职工为本的发展理念，是

与事情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对应的，它要求我们尊重职工，关

心职工，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内心产生感到单位的温暖。

（二）健全与完善人事管理制度

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健全和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

离不开高水平的管理，这就需要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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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制度。对于人才的选聘要根据医

院自身的发展进行，不能盲目追求高学历、高名望，并始终坚持

德才兼备的原则，把“德”放在首位，作为“硬”指标，同时还

要注重公平性、公开性，避免领导“一言堂”。二是完善科学合

理的考核管理制度。考核管理制度评价和衡量职工工作能力和水

平的重要标准和牵引机制，它规定着大家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

什么，意义重大。因此必须注重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此外还要注重流程的规范性。三是健全科学有效的

激励制度。要根据不同职工工作岗位的类型特点，设置行之有效

的激励制度，同时注意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举。

（三）研究适合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有效方式

积极研究和探索适合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发展模式，显得迫

在眉睫。一是充分认识到中医临床人才成长成才的规律。中医不

同于西医，其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正所谓“医

不三世，不服其药”，就是说中医医生如果没有长达祖孙三代的

努力，他的药是不能够服用的，进而说明这位医生也是不能令人

信服的。这虽然并非绝对，但也需要我们积极引导投身中医事业

的人员。要想成为中医界的泰山北斗、国医圣手，必须有“十年

磨一剑”，长期“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的准备。二是习经典，

拜名师，多临床。与西医治疗强调标准化不同，中医治疗更为强

调个性化，这就决定了中医优秀人才的诞生不是高等院校，而是

医院或者诊所。纵观中医传承的历史，无不是采用“口口相传”“言

传身教”的学徒制模式。因此，我们要引导立志在中医界有所

作为的青年职工，不仅要读好和悟好中医药学的经典著作，更要

以经验丰富，技能高超的老医生为师，多临床，多实践，争取早

日成名成家。三是加强中医思维模式的训练。中医思维模式是中

医技术的核心，培养中医人才必须注重中医思维模式的训练。这

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领悟自然的演化，树立全息的思维模式（即

“一沙一世界”，每个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信息），坚持训练从整

体观局部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西医的从局部到整体的人造系统演

化模式。

（四）营造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

孟母三迁的感人故事，让我们深感良好环境氛围的重要意义，

教育孩子是如此，培养中医临床人才也是如此。一是重视精神文

化，凸显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建设。物质是基础，进

行必要的中医物质文化建设是无可厚非的，但中医的魅力不仅仅

在于“大医精诚”的职业操守，更在于“悬壶济世”的责任感、

使命感。因此面对当前医德失范与失调的突出问题，树立榜样的

力量，加大中医精神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力度，让“医者父母心”

的仁爱精神得以传承，显得非常必要。二是塑造良好学术氛围，

增强中医文化底蕴。中医药学诞生于中国古代，其著作多为文言

文，苦涩难懂在所难免。建立学习互助组，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

成功做法值得借鉴，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小组的成员解决学习中遇

到的问题，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还可以使成员之间互相督促，

共同进步，共同成长。此外，还可以通过知识竞赛、经典诵读等

方式进一步增强学术氛围。三是坚持在传承中发展，为中医腾飞

营造创新氛围。中医是先民遗留下来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塑造

守正的环境，更要营造创新的氛围，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

中医能够更好地利用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先进的机器设备，造福

人民，造福世界。

结语

健康中国的声音已经响彻大江南北，被提升到中华民族前所

未有的高度，中医“柳暗花明”，迎来了崭新的春天。人才的振

兴绝非是一朝一夕、立竿见影的事情。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解决机

制问题；其次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定科学的育人、管人、用人的

制度；接着要解决临床人才培养的方式问题，借鉴中国古代师徒

制；最后，要解决人才培养的氛围问题，不仅要塑造守正的环境，

更要营造创新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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