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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秘书处          

中国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心                                                  2013年11月6日 

 

 

世界中联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2013年10月30日，世界中联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以“总结过去，规划未来”为主题的“世界中联成立

十周年座谈会”。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世界中联主席佘靖，国务院参事、原中国质检总局

副局长葛志荣，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世界中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

副局长诸国本，中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中国国家认证认可委员会、中国标准化委员会国际合作部的有关领

导，以及来自中国、英国、美国、荷兰、西班牙、韩国、加蓬等海内外会员代表160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世

界中医药网承办，美国美孕医疗集团协办。 

佘靖主席代表世界中联回顾了十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她指出，随着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不断改

善，中医药国际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前景。她要求世界中联要不断提升国际中医药服务能力，促进中医

药进入各国医疗卫生体系，积极推进中医药国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大力推动中医药国际标准建设，促进中医

药产品与服务贸易发展，努力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逐步将世界中联建设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

为中医药的国际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振吉代表世界中联秘书处，汇报了世界中联十年来所做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并结合未来发展规划提出了今

后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座谈会上，世界中联专业委员会代表、南京中医药大学汪受传教授，世界中联会员代表、来自非洲加蓬的郭

末医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诸国本，原中国质检总局副局长葛志荣，甘肃省卫生厅原副厅长石国璧，中

国标准化委员会郭晨光，中国中医药报社社长王淑军，美国美孕医疗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Robert Rosen等分别

发言，对世界中联成立十周年表示祝贺，并分别结合参与世界中联工作的切身经历，畅谈了各自的心得体会。 



2 

吴刚副局长讲话高度评价了世界中联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一是大力发展会员，健全组织体系。目前已拥有

61个国家和地区的234个团体会员，建立了60个专业（工作）委员会。二是开展了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建设。截

至目前，世界中联已经发布了11部中医药国际组织标准。三是搭建了国际中医药学术交流平台。成功举办了十届

世界中医药大会及区域会议、各专业委员会会议。四是加强了与有关国际组织的联系。已同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

正式工作关系；已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技术委员会的A级联络组织；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证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咨询机构；与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也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五是开展了国际

中医药人才和机构认证。颁布实施了《国际中医医师专业技术职称分级标准》及《国际中医药专业技术职称考试

（评审）办法》，应有关国家和机构需求协助负责派遣人员和技术培训服务等。六是加强学术传播与信息服务工作。

开办了世界中联官方网站，创办了《世界中医药》杂志，编发世界中联工作简讯等。 

吴刚表示，中国是中医药的故乡和发祥地，世界中联总部设在中国，这是得天独厚的重要资源和有利条件，

作为中国中医药的政府管理部门，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为世界中联开展工作做好服务，并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同时也希望世界中联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协助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发展。

吴刚对世界中联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世界中联加强对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战略研究和市场调研，在推进中

医药国际服务贸易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二是希望继续巩固与加强同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建立与相关国

际组织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加强与会员所在国政府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对各国中医药准入政策、法律法规的调

查研究，努力为中医药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三是中医药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工作还相当艰巨而繁重。希

望世界中联再接再厉，全面提升国际中医药服务能力，积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联络和协调工作，努力为各国

会员提供周到的服务，加大国际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培训力度，为中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世界中联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学术年会隆重召开 

 

2013年10月11-12日，由世界中联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承办的“世界中联药用植物资源利

用与保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或地区的120余位代表参加本次大会。 

本次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了世界中联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共99人，凝聚了 

40余位海外专家学者。肖培根、胡之璧、王永炎、张伯礼等院士担任顾问，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药资源中

心主任黄璐琦被选举为首任会长，肖小河研究员、王一涛研究员、刘良教授、王昌恩研究员、段金廒教授等被选

举为首任副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世界中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

苏钢强、世界中联学术部主任邹建华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指出，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

护专业委员会是一支中药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精英队伍，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鉴于中药资源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

区，建议保护与利用要与西部大开发与服务三农相结合，同时要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世界中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指出，当前世界上中药需求不断扩大，中药工业加速发展，对药用植物

资源依赖更大。因此在中药产业发展中，要突出合理利用和保护药用植物资源，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做出应用

贡献。世界中联成立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专业委员会，就是要构建科研创新专业平台，为科学利用和保护药

用植物资源服务。他希望专业委员会发挥海内外专家团队作用，以更广阔的视野，广泛沟通，密切合作，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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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行业和中国国际规范和标准的研究制定，为药用植物资源利用和保护战略、技术、方法、措施提供智力支撑，

形成并发展这一新平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苏钢强提出，当前中药资源面临的压力很大，中药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是当前重

要的研究任务和历史责任。专业委员会应该把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作为委员会的抓手，并在资源保护与利

用、开展调查研究、加强指导、保障普查质量、反馈普查信息、国家政策建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黄璐琦会长回顾了当前全球药用植物资源现状，介绍了全国同仁正在开展的我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成

就，他说，世界中联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专业委员会旨在为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的学者、企业家和管理者搭建

一个学术交流探讨、成果推广、合作共享的平台，以积极探讨药用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策略，改善药用资源的现状。 

在第一届学术年会上，13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就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做了精彩的报告,内容涉及境外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中药材合理用药、中药现代农业、中药生态种植、药用植物保育研究等方面，呈现了近年来药

用资源利用与保护、新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热点。 

 

世界中联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北京召开 

 

2013年10月17至18日，由世界中联、中华中医药学会共同主办的世界中联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王志勇，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可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任德权，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保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李昱、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吴振斗、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为佳，世界中联

副秘书长徐春波，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杨明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评价中心主任杜晓曦，北京市

中医管理局副局长屠志涛出席了开幕式。来自美国、英国、荷兰、奥地利、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的10余位业内专家和国内30余家中医药大学、医疗机构专家及50余家中药企业人士共400余人出席了

会议。大会开幕式由张为佳副书记主持。王永炎院士向大会发来贺辞，王志勇、刘保延、杜晓曦、屠志涛、翁维

良、徐春波、杨明会等向大会致辞，英国罗宾逊教授代表海外代表致辞。 

王志勇副局长讲话中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制定了努力继承

和发展中医药、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世界中联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

员会的成立，凝聚了一批海内外著名的高校，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和企业的专家，为开展中药上市后再评价搭建

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和协作的平台。徐春波副秘书长首先介绍了世界中联发展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专业

委员会建设是世界中联工作的重点。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可以促进中药上市后的安全性、有效

性、经济学、不良反应发生机制等研究，推动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理论、方法与技术的进步，协助政府部门制定、

发布并推广与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相关的行业标准，促进该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大会开幕当天，任德权、美国耶鲁大学的郑永奇教授、荷兰国家药物警戒中心罗纳德教授、李连达、谢雁鸣、

英国雷丁大学药学院威廉姆森教授等11位中外学者，先后发表了题为“中药安全性研究的现代化”、“当前国际植

物药基因组学分析前沿方法介绍”、“自发呈报系统在药物警戒中的研究进展”、“中药安全性评价与风险管理控制”、

“大规模中药注射剂上市后药物的警戒计划”、“中医药临床应用安全性之欧洲概况”等11篇精彩的主题报告。翌

日，海内外专家分为两个会场，围绕“中药上市后再评价政策法规”、“药物流行病学前沿方法和技术”、“临床流

行病学和循证中医药方法学”、“临床合理用药和中药不良反应机理研究”等主题发表了31篇精彩演讲，就当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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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有关中药上市后再评价方法、技术、路径、模式以及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当前在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战略和方针

展开了深入研讨。 

世界中联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356人。王永炎院士、张伯礼院士、陈可冀院士、

陈凯先院士、李连达院士和肖培根院士任名誉会长，翁维良首席研究员任首届理事会会长，谢雁鸣研究员任副会

长兼秘书长。专业委员会下设循证医学、临床药理、风险管理、药物警戒等多个工作组。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完成了中药上市后再评价工作由临时性的课题制向长期性行业规范的转型，有利于增进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与世界

各国的药品上市后再评价之间的学术交流，构建国际交流平台，开展国际合作，整合海内外优势资源联合攻关，

解决制约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瓶颈问题。 

大会通过了“中药上市后再评价北京宣言”。宣言提出要在医、产、学、研、资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制

定标准，规范临床用药；国际合作，培养高层人才；整合力量，攻克瓶颈问题，使中药上市后再评价成为中药为

人类健康服务的核心推动力量。大会同时决定，于明年召开“2014世界中联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第一次

学术年会”。本次大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分会、中国医师协

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承办。 

 

世界中联“第一届波罗的海中医药合作与发展国际会议” 

在拉脱维亚召开 

 

为推动中医药在波罗的海国家与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2013年10月19日-10月20日，由世界中联主办、

空达维尔研究院承办、全欧洲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协办的“世界中联波罗的海中医药合作与发展会议”在拉脱维亚

首府里加举行。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等十多个国家的400多人参会。世界中联副主席兼

秘书长李振吉教授率团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为满足参会代表的需求，此次大会设置了中医药学、中原气功等专题学术报告和工作坊，并就如何发挥中医

药等的优势、提高临床疗效和医疗保健能力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李振吉秘书长与拉脱维亚的卫生官员和医学专

家还就如何在拉脱维亚开展中西医结合进行了专题研讨。 

 

澳门中医药界代表团访问世界中联秘书处 
 

2013年10月14日下午，以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事会主席周礼杲教授为团长的澳门中医药界代表团一行十四人

到访世界中联秘书处，李振吉副主席兼秘书长等领导与客人亲切会见并进行了座谈。双方交流了各自的工作，并

就进一步开展中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商讨。 

 

 
 
 

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 

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部门及领导；世界中联高级专家委员会及工作咨询委员会 

发：世界中联各部门、各专业委员会；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各中医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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