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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并重是我国新时期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走中西医结合道路”指示精神，进

一步贯彻落实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促进中西医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特色医学体系建设，更好服务

于“健康中国”，特形成如下共识 ：

一、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保持健康的科学体系。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

医疗实践中创造的医学，西医学是 19 世纪由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后发展起来的医学。

二、中医学是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学说为基础，主要通过中药、针灸、

推拿等方法治疗疾病，具有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简便验廉等特点；西医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以解剖学、

生理学、生化学、病理学等为基础，主要通过手术、药物、物理等方法来治疗疾病，具有重视实验、重视实

证等特点。

三、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都是用于防治疾病、保护健康的医学。应该以科学

的态度，尊重两种医学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客观包容地对待两种医学的差异。

四、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医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医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医学

对人体分子结构与功能的认识将会更加清晰，中医学一些深奥理论的科学内涵也将会不断地被揭示和验证。

五、倡导中西医互相学习、融合发展。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和中医学习西医，使自身的医学知识结构更加

完善，促进疾病防治能力的不断提升。

六、坚持把更有效促进全民健康为根本目标。在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过程中，应发挥中西医学各自的

特色和长处，优势互补，力求以防治疾病的最优模式，使诊治疾病的疗效更好，毒副作用更小，病人生活质

量更高，推动预防、治疗、康复高质量发展。

七、鼓励协同攻关，推动中西医强强联合，开展重大疑难疾病、传染病、慢性病等中西医联合诊治与研

究，共同制订中西医结合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把中医“治未病”思想和预防医学相结合，探索全生命健康

周期的中西医协同“中国方案”。

八、鼓励相关行业学会和协会围绕中西医协同发展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标准制定、人才培养

等活动。打造中西医协同学术品牌，推广中西医协同促进健康的优效模式。

九、中西医协同发展是一项促进国民健康，护佑百姓生命但又十分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中西医应该携起

手来，同心协力，接续奋斗，为建立我国中西医融合具有独特优势的医学体系而努力，为促进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的发展贡献中国医学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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