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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中医涉外专业走向国际的分析与对策

#

!岑家铭"

!罗艺徽!林峰!毛建!!广西中医学院护理学院!南宁 %T&&##$

摘要!本文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当今国际对中医#护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析我国高等中医院校开设涉外专业的局限性和

存在的问题!指出涉外中医专业应采取有针对性教学!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国家应当对中医#护涉外专业给予政策上的

支持!推进中医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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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道舛驳0#-文选.魏都赋/注引作3醶驳0')晋

左思-魏都赋/%(非醇粹之方壮#谋醶驳于王义')清

王夫之-清诗话.拜经楼诗话序/%(故其为书也#芜

而杂#醶而鄙#去古人风雅之道或远矣')

4

26w3 杂'

教材注(醶驳)义为(错误杂乱)#以(醶)义为(错

误)#以(驳)义为(杂乱)' 而文中(醶驳)指陶弘景

之书不仅杂乱#且有错误#综合来看#(醶)字注音为

26+x3似更恰当'

T!'P 页#新修本草序$注释 #T!方技分镳*<-y9标+

今按%(镳)字注音有误#当为 <-y3'

'!"TQ 页#与薛寿鱼书$注释 ""!陈文恭!陈宏谋%

字汝咨%清代广西临桂人) 曾从吴与弼讲学) 官至

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卒谥文恭) 早年治周敦颐"

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子之学%著有#培远堂文

集$

今按%(曾从吴与弼讲学)一句误' 陈宏谋原名

(陈弘谋)#晚年避乾隆帝讳改为(宏谋)' 陈弘谋生

于清康熙三十五年!"QPQ 年$ !-清代人物生卒年

表/''T 页$#而吴与弼卒于明成化五年!"'QP 年$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二人无会面之可能#又何

来跟从讲学之事2 课文中所言(陈文恭公讲学)当

指陈弘谋本人讲论理学之事'

%!"TO 页#与薛寿鱼书$注释 %!胡世宁!字永清%明

弘治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端敏) 多!

只是

今按%(多)字注解不合适#当为(多出)&(多

了)之义' 此注(胡世宁笑其多一讲学)一句#该语

出自-明史.王守仁传/%(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

世宁曰%某恨公多讲学耳'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此句中(多)字与(少)字相对而言#若(多)字义为

(只是)#那么(少)就该释为(不只是)#于是整句话

就变成了胡世宁不只是讲学#王守仁只是讲学的意

思' 而历史上的王守仁不仅是学者#还是著名的官

吏&军事家#若说王守仁只是讲学#则显然与实际情

况不符' 因此#(多)字释为(多出)&(多了)之义更

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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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年来#我国 ## 所独立的中医本科院校有

"] 所陆续开设了涉外中医&护理专业或方向#这些

专业的开设与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对中医走出国门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但涉外中医&护专业的教

与学还存在许多不足&培养与实际就业岗位不对称#

毕业生极少能走出国门#极需要通过实践来完善'

本文作者结合工作及国外经历#分析这个问题的实

质#并提出见解和对策'

"!国际社会对中医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随着人们返朴归真&崇尚天然药物和传统理疗#

国际对中医人才的需求是强劲的' 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指出+",

%近几

年#国际中医药发展的大好形势造就了一支不断扩

大的国际中医药从业队伍#估计目前国际上中医药

从业人员大约 T& 万 %̂& 万人' 如美国 %& 个州中

有 '# 个州#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等州#以及泰国&阿

联酋&南非&新加坡等 "& 多个国家在全国层面上确

认中医药的合法性' 欧洲大多国家#以及日本&马来

西亚&毛里求斯等几十个国家虽然没有明确它的合

法性#但默认中医药的存在#允许诊治病人#允许中

医学术进行活动' 随着中医药被越来越多国际认可

和民众接受#人才需求潜力很大' 但目前我国高等

中医院校涉外专业医&护毕业生如何走出国门则一

筹莫展#毕业生离校门就出国门更微乎其微' 究其

有如下原因%

!"$国外崇尚中医药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可

和引进#是对几千年中医对抗疾病经验的渴望' 中

医药虽经朝代的变革#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中医&

药&护既是一门技术和手段#更是代表中国的历史传

承的文化精华' 国际社会对中医药人才的认识和需

求#不等同于对年轻劳动力和技术员的要求#更不能

简单理解毕业生就业'

!#$国际社会对中医需求差异性极大#大体可

分为四类特征%

学术研究型' 欧美等发达国家如英国的牛津大

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尼亚大学等#以及一些

大型医疗研究机构&医院等#这些机构需要中医文化

理论和基础厚实&外语基础好的学者型人才'

实用诊治型' 以赢利为目的小型诊所等#需要

的是实用型中医#以能行医治病有一定资龄的中医

师为主#如目前在澳大利亚 '&&& 多所中医诊所就是

这种类型'

保健养身型' 以商业服务为目的保健推拿中

心&会馆等#需求中医保健师或推拿技师#以 T% 岁以

下的青年为主#需求量大'

合作兼容型' 如以阿联酋为代表的少数阿拉伯

富裕国家#以泰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包

容中医#允许开办中国模式的中医医院#取得中国执

业资格的中医师经聘任便可合法行医' 特别是泰国

中医执照考试委托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和组

织'

上述四个类型对中医层次要求不同#资质不同#

年龄梯队不同#而涉外中医教育单一性#不适应国际

社会需求'

!T$由于护理工作特性#发达国家的青年报考

热情不高#护理后继人员缺乏#对引进护士非常紧

迫#但受限医护工会利益#医院直接引进护士难度非

常大' 岑家铭曾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

南非&英国&阿联酋等国考察#并与一些护理学院领

导会谈#走访医院等#如新西兰全国紧缺护士#护理

人员与病人比例严重不足#但新西兰护理工会为了

保护本国护理界的利益#却对引进国外护士设置资

历&学籍&在新西兰居住时限等众多限制#非新西兰

学校毕业的护理生很难进入该国' 日本一直是招聘

护士数大于应聘数的国家#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

日本到 #&"' 年日本国内需要增加 '& Q̀& 万名护理

人员#截止 #&&] 年 ' 月#日本培养专职介护服务士

的有大学 QT 所&大专 PO 所&专门学校等 #O' 所#计

'T' 所#计划招生 #%'&O 人#但实际招生数不足计划

定员的 'Q_#仅有 ""QT] 万人' 由于历史原因#

#&&% 年前日本引进护士以菲律宾&印尼等国为主#

后鉴于这些国家护士对书写方楷文字的缺陷#最近

认可从中国大陆引进护士#但附加的条件等于要在

日本再学习一年#日本高昂的学习费用#又是众多来

自农村就读的护理大学生难以承受'

!'$一些国家对中医药政策不确定性#直接影

响中医毕业生走出国门' 虽然一些国家默认中医药

的存在#从事中医药工作总是心中不踏实#影响开业

者及从业者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欧盟从 #&"" 年 %

月 " 日起全面实施-传统植物药指令/' 按此(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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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药在欧盟将受到严重打击' 如中医 "PP# 年陆

续登陆只有 %&&& 万人口的英国#现约有 T&&& 家中

医和针灸诊所#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餐饮业的华人

第二大产业#英国也因此成为中医行业最为发达的

欧洲国家#从业人员上万人' 然而#随着欧盟-传统

植物药指令/全面实施#英国中医行业面临有医无

药的危险#行业前景趋黯'

#!涉外中医护专业培养的盲目和局限性

目前涉外中医护人才的培养大体分为三类% 一

类是中医院校与外语院校合作模式#如贵阳中医学

院&山西中医学院等与大连外语学院合作#上海中医

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合作#前阶段学外

语#后阶段回中医院校学专业"二类是学业完全在中

医院校完成#如湖北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等

"% 所院校"三类是与国外合作#部分学生出国学习

或实习一段时间的模式#如广西中医学院护理学院

与泰国孔敬大学合作向对方派送实习#上海中医药

大学与英国诺森比亚大学护理学院合作培养的(专

升本) 等' 三种模式各具特色' 共性都是本科学制

延至为 % Ò 年#都强化了外语的学习和训练#这对

于中医走向世界非常大的意义#但也存在下面的不

足%

#$"!教学设置与国外需求实际脱节!学校培养的

针对性和目的性不强#除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英国

诺森比亚大学护理学院合作的专升本专业是以到英

国继续升学和就业#有着很强目的性和针对性外#其

余院校所办只有涉外大方向#没有具体区域性或国

别的选择' 国与国之间&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情况

不同#社会现象千差万异#学校对具体区域或国家没

有针对性的教学#学生对自已将来所要工作地方既

不熟悉&也不了解#甚至连渴望的目的地都没有#这

种状况必然导致毕业生出国难'

#$#!涉外中医护专业招生的被动和盲目!作者对

广西中医学院的涉外护理和涉外中医在校 #&&] 级&

#&&P 级&#&"& 级三个年级的 %&&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

附表如下%

从表中分析得出%涉外中医&护的大学生入学前

不了解所学专业分别占到 %'$TP_和 %]$O#_#很了

解的只占到 #_ 和 "_'

从表中分析得出%入学时就有强烈出国就业愿

望的分别有 #"_和 "#$_' 但经过大一学习后#这

种强烈出国的意愿反而下降了'

从表中分析得出%民族地区家庭经济是影响涉

外专业学生出国的重要因素#因难承担出国所需投

资费用!主要为劳务签证及国际旅费$分别占 %&_

和 %%_' 有需求出国的往往家庭没有经济能力支

持#有能力的则无迫切出国需求'

调查内容 选项 涉外护理专业 涉外中医专业

入学前对涉外中医或
涉外护理培养目标了
解程度

不了解 &$%' &$%]

了解一些 &$'' &$'&

很了解 &$&# &$&"

报读涉外中医或涉外
护理的原因

热爱本专业 &$T& &$"%

想出国 &$T& &$#P

完成大学学业 &$T% &$T&

其他 &$&' &$#Q

入学前对出国就业的
意愿

无 &$#' &$T'

有 &$%' &$%T

强烈 &$#" &$"#

入学后选择就业的意
愿

国内就业为主 &$QT &$'Q

国外就业为主 &$TT &$'#

不明确 &$&# &$"#

你通过什么途径了解
出国留学或就业的信
息

亲戚&朋友 &$"& &$"#

学校老师 &$'T &$T#

网 络 &$T" &$'Q

中介公司 &$&# &$&#

其 他 &$"' &$&]

影响你出国就业的阻
力是

外语水平差 &$'" &$'#

难支付出国投资费用 &$%& &$%%

国外资格证难考 &$&% &$&"

国外医护政策的不了解 &$&" &$&#

#$T!涉外专业毕业生走出国门准备不足#信心不

足!外语水平差!到国外从事中医或护理工作既是

机遇更是挑战#比在国内创业更艰辛' 虽然#高等中

医院校对外交流&校际往来正在逐步增加#但涉外中

医&护专业的教师能走出国门参观&学习&考察的毕

竟是少数#无法很好的介绍国外情况和引导学生的

学习' 涉外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不仅没能出国参观

或实习#甚至连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都极少' 如美

国注册护士要通过四项考试#其中托福考试要 %'&

分#英国从事护理工作雅思成绩至少要达到 %$% 分#

获得注册护士则要求达到 Q$% 分+#,

' 再国内护理本

科专业就业较容易#毕业生出国的愿望在下降' 这

些都是高等涉外中医&护专业出国难的体现'

T!破解涉外中医"护专业难出国的思路与对策

涉外中医护专业学生难出国核心是对国际社会

客观需求缺乏了解#办学定位不准#也缺乏主观迫切

的动力' 解决的办法还是要在涉外二字作好文章'

建议要把中医药文化当作国家发展对外交流#

发展经济#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

事来抓#要上升到国家层面' 在对外交流中#中医药

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中医的民间交流要与政府之间

的交流相结合#应组织中医药等出国展览' 要让世

界了解中医药文化' 要把中医与京剧&武术等列为

中国文化的精髓#列入(孔子学院) 对外交流的内

容#也可单独成立(时诊学院) 或(华佗学院)#参照

(孔子学院)的模式和管理办法#既可选派优秀的中

医学者对外宣传中医&也服务于治病救人#从而促进

."].

岑家铭等%如何推进中医涉外专业走向国际的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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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人才走向世界'

要主动加强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 如广西中医

学院护理学院借助中国东盟建自贸区的优势#Q 年

间把一个民族地区极度缺乏专业(双语)教师的二

级学院&一跃成为涉外教育的强校' 该院利用校际

交往渠道派出 "# 名青年教师到国外深造' 与泰国

孔敬大学合作分别在泰国和中国开办两届有近 #&

国家参会的亚洲护理学术年会#全校 O& 多名教师集

体到泰国&新加波等国的大学参观访问#接受近 %&&

多外国学者到校参观访问和交流#邀请英国伍斯特

大学等校的教师来校与学生进行封闭式的外语强化

活动' 每年选派一批学生到国外为期 ' 个月的实

习#先后有 "%& 人次毕业生到巴西&马来西亚&新加

波&阿联酋等国工作'

涉外中医护专业教学应具有灵活的多样性#切

忌(普通本科r外语n涉外专业) 简单化#各学校应

结合自已对外交流的特点#选择国别或区域进行针

对性的教学#了解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做到知彼知

己' 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在国外建立起立足点或合

作基地'

呼吁教育部对护理专业与国外联合办学给予支

持#主张与国外实施(# r#)或(# rT) 联合模式#双

方共发毕业文凭#避开一些国家协会对学籍限制或

政治因素干扰' 如泰国的护理证书得到欧美多国的

认可#泰国孔敬大学护理学院 P&_的教师都具有

欧&美&澳等国家或地区毕业的博士学历#师资教学

能力强#而泰国生活学习费用与我国内地省分相当#

完全可以用国内消费收获国外高水平的教育#实现

投资效益最大化#从而达到借船出海的目的'

应将中医与京剧&武术&艺术等特殊文化遗产整

合建立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的资金信贷激励机制和优

惠政策' 目前很多国外中医诊室&中心都是华人非

常艰苦&靠异常的原始积累方式发展起来的#甚至靠

偶发机遇成分' 按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和经济能力

完全可以高起点支持有志中医人士到国外创业#可

以利用我国外汇储备选择一些国家或地区起动借贷

和支持#在国外投资中医是安全&回报快&经济和社

会效益好的项目' 既对我国存汇保值有帮助#也是

所在国得民心的好事#又可改变国外中医诊室总是

小街小巷#低人一等的感觉' 为涉外中医&护专业毕

业生出国创造可持续发展之路

应当容许学生自由选择继续涉外专业的学习或

退出#中医&护毕业生到国外发展是创业#充满艰辛

和困惑#工作环境&社会制度&法律法规也不尽相同#

还需要有一定的经费作前期投资' 学校应尽可能详

细介绍国外工作就业情况#让学生有一个心里准备'

有条件的应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国外大学组织

的夏&冬令营活动#没有条件的也应营造模拟的(国

际环境)#以强化外语听&说&写&看的综合能力#让

学生有更多机会适应国际社会需求'

加强对从事中医外联的中介机构管理和引导#

搭好涉外中医&护出国创业的桥梁和平台'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应当尽快与所在国加强合作和联系解决

当前中医在国外鱼目混珠的现象#建立起中医对外

派送人员的资格审批制度#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局

面' 这也是为涉外中医专业能否走出国门#对外中

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结语

中医国际发展#现阶段仍是靠中国内地培养的

中国学生为主#外国来华留学生和在国外开办的中

医教育还处在初级阶段' 中医学说结合了中国的古

代哲学&天文&地理多学科综合性#深奥而连贯中国

的历史和文化#缺乏系统接受这种文化教育的外国

人能精通和辨证论治实属不易' 正如于少泓等+T,

在-中医对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改革/一文

中指出%外国人学中医学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

多学生如坠云里雾中#茫茫然不知所措' 然而#中国

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基因)#中医学的基本理论&

临床各科的理法方药#均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

单独存在' 因此#如何闯过文化交融关#这是留学生

入门中医药教育无法绕过的一道(关)#很多人因此

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望而却步' 我国高等中医院校

开办涉外中医&护专业顺应国际需要#只有培养大批

涉外中医人才#有大批既懂国外语言&又能行医看病

受过高等中医药系统教育的人才在国外站住脚#中

医才能真正称得上走上世界' 把中医大国变成中医

强国#让中医资源大国转化人才输出强国#涉外中医

教育是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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