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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医学瑰宝，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社区

中医药健康管理发展，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发挥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药的适宜技术。但

目前中医药健康融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仍然处于发展阶段，面临着认知受限、人才短缺、能力不足等问

题。本文结合当前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具体情况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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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as uniqu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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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the state strongly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management in terms of policy, requiring com-
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to actively utilize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ethnic medicine. However,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into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is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faces problems such as limited cognition, talent shortage, and 
insufficient capacity.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urrent specific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health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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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将工作重心放在社区，提高基层社区

的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2021 年 3 月 1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撑体系[1]。中医

药是传统医学的支柱，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中医药的使用和推广，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日益凸显。随着老

龄人口的持续深化，社区在老年人口健康服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医药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社区中医药健康是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具体实践[2]。在政策和需

求的双重推动下，中医药在社区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得到相应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加全面和优质的健

康服务。 

2. 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现实意义 

中医药是沉淀千年的华夏瑰宝，蕴含着人文价值观念、生活行为方式、防病治病的理念和方法技术，

体现现代循证医学理念及健康管理要求[3]。中医药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在预防疾病、提高

生活质量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居民对健康服务的需求，社区中医药服务的开展

具有一定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开展社区中医药服务，迎合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的需求 

《2023 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有高达 74%的死亡病例(约 4100 万人)与慢性病

有关，慢性病已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指出，我国慢性病负担占总

疾病负担的比例超过 70%，严重制约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4]。目前，我国超过 2 亿人患有糖尿病、

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运用中药药汤剂治疗，能够迅速控制病情，缩短治疗时间。老年人对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度总体处于较高水平[5]，尤其是中药指导、穴位保健、穴位敷贴、中药熏洗这 4
项中医药服务需求更为突出[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中医药服务迎合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的需要。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4.13607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玉瑛，赵迪 
 

 

DOI: 10.12677/ssem.2024.136078 644 服务科学和管理 
 

2.2. 中医“简、便、验、廉”，适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 

社区医疗服务具有综合、便捷、价廉、持续的特点，以慢性病、老年病为主要治疗病种。“小病进社

区，大病到医院”的就医观念在国内外已经很普遍[7]。社区中医卫生适宜技术具有中医“简、便、验、

廉”的特色优势，而且有效地缓解了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医药特色适宜技术如按摩、推

拿、气功、熏、洗、敷、贴、刮痧、食疗药膳等，应用于社区老年居民的健康管理和疾病治疗，效果较

好，老年居民治疗和康复的依从性较高[8]。正是由于中医药适宜技术具有操作简便、见效迅速、治疗疾

病谱广泛、价格低廉、无毒副作用等特点，因此其适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 

2.3. 大力发展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充分释放中医药的潜在活力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人民群众以健康为中心，倡导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全民健身的健康生

活理念，以社区为导向、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的主导作用是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目标，而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正是以这一健康理念为核心，发挥中医药的

特色优势，充分释放中医药的潜在活力，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持[9]。 

3. 社区中医药健康发展存在的现实困境 

3.1. 认知受限：社区居民对中医药健康认知不足 

首先，社区居民对中医药的概念和认知存在一定的认知不足。中医药在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优势，如

辨证治疗、个性化治疗等[10]。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中医药的疗效、用法及安全性等不甚了解，也

缺乏应有的信任，导致其发展仍受限制[11]。他们认为中医只是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对其原理和作用了

解甚少。事实上，中医药是通过调节身体的内在平衡，达到预防、治疗疾病的目的。其次，很多人认为中

医药的治疗周期太长，不如西医立竿见影，对中医药产生排斥心理和怀疑心理。实际上，中医药不仅具

有独特的治疗原理，而且对于慢性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相比西医“治标不治本”，中医具有“治标治

本”的独特优势。此外，社区居民对如何健康采用中医药康养也存在一定的知识欠缺，如针灸按摩需要

掌握高阶性的中医人体结构知识才能够进行，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操作，才能达到中医药治疗保健的效

果，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3.2. 人才短缺：社区中医药人才供给不足 

首先，社会上中医药培训机构相对较少，机会不多。许多都是依托高校的资源开办辅导班学习，受

众群体都是依靠中医药健康服务盈利的个体经营户。此类培训要收取一部分学习费用，社区中医药服务

人员受培训经费限制及工作时间与培训时间冲突等原因，导致接受培训的机会不多。其次，社区卫生机

构缺少中医药专业人才。2021 年，全国基层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仅占同类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

19.4%。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同类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 21.1%，与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提出的，到 2025 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类别医

师占同类机构医师总数比例超过 25%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12]。这也制约了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的发

展。再者，由于社区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薪资待遇不如期望值高，很多社区中医药服务人员流动性较

高，这也是导致社区中医药人才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 

3.3. 服务不足：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不足 

社区中医药服务体系依然处于建设中，与标准化服务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人

员中医药相关知识的系统学习，同时培养社区中医药服务人员通过语言表达能清楚地解释中医药的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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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交流中医药的基本常识，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此外，社区中医药的床位数较少。随着老龄化程

度不断深化，老龄人口对社区康养的精准化和服务质量也有所提升。床位数是衡量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

重要指标，为了满足更多人对中医药康养的需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多方面提升服务能力，全方位提

升社区中医药的服务水平。 

4. 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对策探究 

4.1. 提升社区居民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认知程度 

首先，加强中医药的宣传教育。通过讲座、义诊等方式向普通居民宣传中医药的概念和作用，帮助

社区居民获取更多的健康管理知识，中医药护理团队通过知识讲座、制作健康宣教视频、建立微信公众

号以及面对面沟通等方式，帮助居民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其知晓了常见疾病影响因素[13]。其次，

社区开展丰富的中医药交流活动。社区应该组织推广中医药的养生理念，如按摩、针灸、调节饮食结构

等，使居民重视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方法。这种健康理念可以在社区里张贴公告或发送电子公告形式

来进行。再次，推广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了中医药健康知识的普及与培训。社区

可以在一些场合举办一些中医药文化活动，如传统中医煎草药、拔火罐、针灸等，让居民感受到中医药

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加他们对中医药的兴趣。 

4.2. 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基层中医药人才供给力度，多渠道、多来源补齐配强社区一线中医药人才。一是多渠道建立中

医药人才培训。社区应该联合中医药高校，将社区中医药服务人员定期输送到高校进行培训，成为更专

业的社区中医药服务人才。同时，高校和社区可以签订毕业实习就业基地，让更多的中医药专业的学生

到社区实习，形成双向双渠道的人才培养路径。二是提高社区中医药服务人才的地位和待遇。改善基层

中医药人员发展环境，在职称晋升、薪酬待遇、进修学习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提升基层中医药岗位吸

引力[14]。从而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从事中医药管理服务工作。 

4.3. 建立健全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标准体系 

一方面，社区服务人员需要采用恰当的方法引导普通居民对中医药感兴趣，使用中医药，这是促进

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社区服务人员需要充分掌握中医药理论知识和技能，向社区

居民普及中医药的科学性和疗效。另一方面，健全中医药管理服务体系至关重要。中医药的应用应该遵

守一定的规范和标准，相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关的标准体系，从服务内容、价格、服务人员资历等，不断

完善服务标准体系是促进社区中医药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全方位提高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不仅要提升社区居民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认知程度、加强

社区中医药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中医药管理服务体系等。多方位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医

药在社区健康管理服务中的作用，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和全面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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