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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能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系统分析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现状,指出其存在产业集群度不高、缺乏拳头产品和创意人才等问题,并结合各省发展经验,提出安徽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业应走集群化发展路线,先提炼具有安徽特色的中医药要素、中医药产业要素、文化要素、文
化产业要素,再将各要素进行组合及创意加工,形成独具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以此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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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创意产业因其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
融合性等特征已成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1]。中

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中医药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

的融合,能通过对传统中医药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加

工,形成新的中医药文化元素[2],并运用科技手段使

其不断更新,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近年

来,全国各大省市都在积极推动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安徽省作为我国中部六省中的文化大省,在
中医药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文化资源方面都拥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如何将中医药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探索一条适合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路径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一)各类扶持政策不断出台

安徽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力推进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也为本省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政策支持。2015年《安徽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

规划(2015—2020年)》提出根据皖南、皖中、皖东、皖
北各自的资源特点,建设特色中医药养生旅游基地和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2016年《安徽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推

进中医药强省建设,传承弘扬新安医学,并将中医药

传承与创新工程、安徽省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项目等一

批中医中药项目列入重点建设项目;2017年《中医药

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实施意见提

出“到2030年,实现中医药服务领域全覆盖。中药产

业成为安徽省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进入全国前

列;2019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贯

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实施方案》指出,今后将积极谋划实施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十大行动”;2020年1月,安徽省制定

《世界中医药之都(安徽亳州)建设发展规划(2020―

2030年)》,为将亳州市在未来10年打造成为世界中

医药之都提供指导和支持;2020年6月1日,《安徽

省中医药条例》正式实施,其保障和促进了新时代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对安徽省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做

出规定。目前安徽省已启动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

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
(二)重视新安医学、华佗故里的中医药文化传承

新安医学是文化底蕴深厚且极具安徽地方特色

的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国医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安徽

建设有新安医学文化馆和华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它
们不仅是展示安徽省中医药文化特色的窗口,更是一

个全国中医药文化的教育宣传及传承保护基地。
安徽省积极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承工程。建立中

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加强中医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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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加大对“十大皖药”“四大

亳药”等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推广,培育中药大品种,
促进中药产业集聚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号品

牌、独特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道地中药品

种品牌影响力,筹建亳州中药饮片传统炮制工艺体验

馆、亳州中医药博物馆。安徽还积极实施“健康中国

人”行动中医药计划和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提升工

程。2018年安徽省举办全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

赛,选拔优胜队伍参加全国大赛,展示了安徽中医药

文化底蕴,并取得优异成绩。安徽正在筹建一批中医

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创作一批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

普创意产品,也积极通过安徽省中医药大会、国际(亳
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等各类

中医药重大活动,进行安徽特色中医药文化的宣传,
逐步打造安徽中医药文化品牌。

(三)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安徽省积极培育、发展中医药医养结合、中医药

健康旅游等新业态,将其纳入省政府重点工作加以推

进。安徽将中医药资源与温泉、特色农产品相结合,
建设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健康养生示范基地。2017
年亳州成功入选全国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15
家创建单位之一。2018年安徽有4家单位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分别为

安徽霍山大别山药库、安徽潜口太极养生小镇、安徽

亳州华佗故里文化旅游基地、安徽丫山风景区。2016
年至2018年,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省卫健委、
省中医药管理局先后评定了三批省级中医药健康旅

游基地,共计33家。亳州、黄山、池州、安庆、六安、合
肥等一批中医药养生旅游、养生养老品牌逐渐形成。

2018年起,全省健康小镇的遴选,推动了中医药健康

产业与旅游休闲、生态养生产业的融合。安徽还积极

推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和中医药特色康复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启动省治未病中心项目建设。亳州更是

倾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大力推广创新华佗健身

气功五禽戏和亳州药膳,创新“神医华佗”“道源问道”
系列文化创意产品,积极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一核

一带八区”的建设,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中医药文化

的传承中心和健康养生的旅游目的地。
近几年,具有安徽特色的中医药旅游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初步形成了中医药养生旅游产业聚集区。主

要包括皖南中医养生旅游产业(黄山太极文化有限公

司、新安健康产业园等);皖东南中医美容休闲养生旅

游产业(安徽宣木瓜文化旅游景区等);大别山生态养

生旅游产业(天下泽宇霍山石斛种植基地,岳西国际

文化养生产业园等);皖中中医温泉康复养生旅游产

业(金孔雀温泉养生中心,合肥国际健康产业园,滁州

菊花博览会等);皖北中药养生旅游产业(华佗中医药

博物馆,亳州健康养生基地等)[3]。
(四)中医药文博会展活动丰富,文创作品层出

近几年,安徽中医药会展及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日

益丰富。2017年6月,世界中医药大会第三届夏季

峰会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合肥举办;2018年5月,
第十届世界养生大会暨第四届安徽国际养老产业博

览会在合肥市举办;2018年5月,首届中国医疗健康

及养老产业发展论坛在黄山市举行;同年11月,2018
游学养大会暨中国老年大学校长论坛在池州九华山

召开;2018年,在《中医药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安徽

在全省各市及省直管县同时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主

题活动;2019年,安徽省暨合肥市献礼国庆七十周年

中医药健康文化主题展活动在合肥举行;截至2019
年,亳州市共成功举办了35届国际(亳州)中医药博

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已成为国内规模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中医药文化经贸活动,在国内外

均具有较大影响力。同时,安徽还重视将中医药文化

向海外传播,积极组织赴美国、德国、匈牙利、奥地利

等国家进行访问,参加马里兰“中国安徽周”系列活

动,举办交流合作论坛和“魅力安徽”中医药图片展,
进一步扩大了安徽省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另外,安徽还通过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等多种方

式,加大对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并取得了一定

成效。《健康与生活》《中国药理学通报》入选2015年

中国百强报刊,《健康与生活》获中国最美期刊奖;图
书《新安家族》获第十二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2017年承制的外交部安徽全球推介会主题

宣传片《开放的中国:锦绣安徽,客迎天下》备受好评;
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被评为“2019年度最佳健

康科普传播机构”;安徽还将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影

视和动漫网游中,推出电影《大药商》《天下第一针》、
动漫剧《少年华佗》等优秀作品,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向

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展现了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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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一)产业集群度不高,融合力不强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高附加值、高风险的产业,
而产业集群可以有效地帮助文化创意企业规避、抵御

这种风险[4]。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虽表

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但整体上看,产业的集群程度

不高,融合能力不强。在2017年安徽省重点建设的

25个文化类特色小镇中,仅有亳州市谯城区十河芍

花养生小镇是与中医药相关的文化旅游特色小镇,而
安徽15个入选国家级的特色小镇中,没有一个与中

医药相关。安徽省24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

地中,也仅有亳州谯城经开区现代中药产业集聚发展

基地、阜阳太和经开区现代医药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黄山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基

地3家是与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集聚基地。
而安徽现有的33个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之间也大多

是各自独立发展,缺乏集群效应。
同时,文化创意产业因其高度的产业关联性,能

够有力推进整个产业的创新发展,文化资源的整合重

组也能促进新的文化业态生成[5]。然而,目前安徽中

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中除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外,其他领域,尤其是在动漫、新媒体、广电、出
版等行业的发展均未有突出成绩,这也凸显安徽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力不强、产业链的横向拓展不

够、纵向延伸不足的问题。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

的整体产业规模偏小,富含高科技创新元素的集成化

产品较少,缺乏具有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融合精

品。产业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主体创意产品的销售,
销售渠道网络较为单一,在衍生产品的开发上缺乏创

意,造成了产业链的短缺,市场拓展乏力。中医药文

化资源利用率低,皖南的新安医学、皖北的华佗医疗

养生术等都未能成为健康养生类特色小镇的IP。
(二)缺乏拳头产品,品牌效应不强

安徽虽然有众多企事业单位从事与中医药文化

创意相关的产业,但从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品牌知名

度上看,总体呈现散、弱、小的状态,集群化、规模化程

度不高,缺乏大型集团企业的引领,又未能形成有效

联盟,未能通过整合企业、科研院所及政府等各方优

势资源,来倾力打造一流的中医药文创系列精品,缺
少具有核心竞争力或独立知识产权的精品和品牌,很

多产品缺乏深度加工,附加值不高,而且产品结构单

一,市场渗透率低。
另外,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企业对品牌建设的重

视程度不够,品牌宣传力度不足,宣传方式单一、陈
旧,市场影响力不足。大产业需要有大品牌的带动。
安徽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企业和产品都需要有更加专

业、系统的品牌建设规划,要能综合运用母子品牌、主
副品牌等各种品牌策略加强品牌推广[6]。要多尝试

使用新媒体宣传方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用户体

验和交互,实现线上线下的联合推广,通过品牌效应

吸引消费者,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最终增强企业乃

至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中医药文化嵌入不深,创意人才短缺

文化创意产品要想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具有

鲜明的特色,最好是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特色[7]。然

而安徽缺乏专人或专门机构对本地的中医药文化资

源进行深入挖掘,缺少以本地名人医家文化为主体,
并融合现代养生需求和生活观念的创意产品[8]。同

时,安徽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与极具安徽特色的新

安医学和华佗故里的中医药文化融合还不够深入,而
且中医药元素、文化元素与创意产品之间的融合也缺

乏深度。很多文创产品流于表面,没有深层次的文化

嫁接,未能通过创意产品加深原有的安徽中医药文化

内涵,更未能创造新的文化内涵,催生新的文化业态。
缺乏中医药文化创意人才是影响产业发展的瓶

颈。因为不论是对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还是要设计

出富有安徽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究其根本都

需要人才。而在人才引进方面,安徽对中医药文化创

意人才的吸引程度不够,政府和企业都缺乏明确、有
力的人才吸引政策。在人才培养方面,安徽对中医药

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力度不足,培养方式有待改善。
企业极少为创意人才提供在职深造的机会。高校培

养的人才要么是中医药专业人才,拥有专业知识但缺

乏创意思维和市场意识;要么是文化创意人才,虽有

很多创意概念,但缺乏中医药专业和文化知识的支

撑,难以设计出优秀的作品。中医药文化创意人才的

培养迫切需要打通中医药专业人才与文化创意人才

之间的间隔[9]。只有培养出既懂中医药又懂创意的

人才,才能创造出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中医药文创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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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

通过对国内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进

行分析,结合安徽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提出安徽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和三条基本路

径。基本思路就是要走集群化发展路线,先分解,再
组合。具体来说,首先,要系统梳理和分解提炼四大

要素,即具有安徽特色的中医药要素、中医药产业要

素、文化要素、文化产业要素,分析各要素间的关联关

系和组合的可能;然后,利用创意思维和科技手段,将
这些可能的组合进行创意加工,形成具有安徽特色的

中医药文创产品和服务;最后,通过专业的市场化运

作让这些文创产品和服务实现市场价值。根据基本

思路,安徽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遵循以下

三条基本发展路径。
(一)中医药要素与文化要素或文化产业要素的

融合发展路径

该发展路径主要是指将一个或多个中医药要素

与一个或多个文化要素或文化产业要素进行创意性

融合,形成一种新的组合要素,该组合要素能更好地

满足现代人的消费需求,以此组合要素为基础进行产

品开发和服务设计,逐步占有市场,实现产业化发展。
在中医药要素与文化要素的融合发展方面,可以

将药材、穴位按摩、拔罐等中医药要素与洗浴、美食、
美容护理、休闲养生等文化要素相融合,开发具有特

定功效的系列中药药浴、中药药膳、中医美容按摩等

产品。比如,可以结合皖药的特性,开发适合体虚人

群的温肾药浴,针对婴幼儿湿疹的祛湿药浴,针对妇

女产后恢复的康体药浴等,甚至可以制作成“中药药

浴泡腾片”以适应现代人对产品使用方便快捷的要

求;可以结合皖药的特性和徽菜的特点,开发具有地

方特色的药膳徽菜和药食点心,也可以开发中药益生

代餐粉,满足上班族的需求;可以开发一些特色中药

产品,如安眠枕、中药精油等,搭配经穴推拿、中药离

子导入等中医技术操作,提高保健和治疗的效果。另

外,还可以将这些产品与康体中心、月子中心、养老中

心的各项服务相结合,发展独具特色的中药健康产

业,扩展原有产业的外延,开拓细分市场。
在中医药要素与文化产业要素的融合发展方面,

可以将新安医学研究成果、华佗的医药传说、安徽中

医药自然资源和历史遗迹等中医药要素,与广播电

视、动漫、旅游等文化产业要素相融合,开发中医养生

节目、中医主题的动漫或网游以及中医药游学或养生

旅游等。比如可以新安医学成果为基础,借助安徽卫

视平台,创建并打造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全民中医养生

栏目;可将华佗的医药传说和安徽特色的中医药故事

进行艺术创作,改编成动漫作品或网游进行推广,还
可将中医药传说融入方特主题公园的项目开发中来;
可以将中药山林、中药温泉、中医文化历史遗迹等与

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开发别具风格的中医药研学游

和养生游,同时开发设计周边产品,在增加产业附加

价值的同时,加深旅游者的旅程印象、扩大影响力。
中医药要素与文化要素、文化产业要素的融合发

展路径主要适用于单个或同一个系列产品的开发和

市场推广,其重点是将中医药要素与文化要素、文化

产业要素进行有机融合,实现对原有产品的升级换

代,新产品要具有原产品所不具有的突出功能,而不

是原有两种要素或两种产品的简单叠加,新产品要能

满足一种新的市场需求,具有开拓市场的潜力。
(二)中医药产业要素与文化要素、文化产业要素

的集成发展路径

该发展路径主要是指将一个或多个中医药产业

要素与一个或多个文化要素或文化产业要素进行创

意性融合或集成,形成一种新的,能满足消费者特定

需求的组合要素,扩展原有产业发展的外延,实现新

的产业化发展。例如可以将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

加工基地等中医药产业要素,与休闲、研学等文化要

素融合,开发中药药香、花海观光采摘项目,以及中小

学生中医药研学合作项目;可以将中药材种植基地与

主题酒店建设相结合,在中药材种植基地附近选址建

设以中医养生、生态观光为主题的,充满中药田园风

情的特色体验酒店,酒店外有四季变换的中草药天然

植物景观,常年有天然药材熏香,堪比天然中药氧吧,
酒店内可依据中医文化进行装修,酒店内一应物品也

都采用中医药相关产品,如中药材填充的养生枕、安
神助眠的中药香炉、药膳自助早餐、药浴SPA、中医

养生按摩等,满足现代都市人放松休养的需求;还可

以将知名中医药企业、老字号中医药馆、中医药博物

馆、中医药会展展馆等与网络新媒体进行融合,运用

网络直播和虚拟现实技术,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

离,增强现实体验感,满足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方便

快捷获取资讯、实现购买决策的需求,同时也为企业

扩大知名度、提高销售量带来便利。除此之外,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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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各类特色中医药产品、中医药服务与中医药文化

结合起来,打造一条中医药文化街,或中医药特色小

镇,实现集成发展。
中医药产业要素与文化要素、文化产业要素的集

成发展路径主要适用于多个产品之间的协同创意设

计和市场开发,其重点是将中医药产业要素与文化要

素、文化产业要素进行集成,突破原有的产业界限,实
现“1+1>2”的集成效应。该发展路径可以被企业和

政府使用,借助文化的强大产业渗透性和文化产业的

广泛辐射性,灵活运用创意,加强中医药产业与文化

产业之间的联动性,大力拓展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

市场空间。
(三)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

该发展路径主要是指通过建设中医药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以便形成创意人才聚集、创意产品汇集以

及创意思想交流的中心,实现技术、资本、市场等要素

的有机结合,加速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安徽应以园区建设为切入点,在发展势头良好的

中医药产业园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中医药文化创

意产业园。园区应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以中医药科

研院所和企业为主体,通过创造局部优化的发展环

境,促进中医药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融合发展,实现企

业间的协同创新,开发融合中医药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的各类创意产品和服务,包括吃(中药药膳、药品)、
住(药香度假别墅、中医药典故主题酒店)、游(中药种

植园、中医药研学游项目、中医药炮制工艺体验)、购
(中药文化创意礼品)、娱(五禽戏、中药养生体验馆)
等,实现对中医药各类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培养

高端中医药文化创意人才,实现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园区应努力拉长并逐步形成完

整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形成良好的产业

发展生态,让园区成为中医药文化创意企业成长的助

推器、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和实现产业集群发展

的平台。园区建设可先由政府引导,积极吸纳企业、
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要有中长期发展规

划。园区内的企业类型、规模要多样化,设计的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要具有多样性、新颖性,企业

间的经营目标和营销策略之间要有一定交叉性和互

补性。
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主要适用

于政府、科研院所及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发展,其以消

费市场为导向,以创意产品为纽带,在园区内逐步形

成完整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产业链,并强化相关产

业链之间的互动与协作[10],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规

模效应,大力培育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推动

安徽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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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timizationofBasicMedicalInsuranceSystemforUrbanand
RuralResidentsfromthePerspectiveofHealth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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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fromtheperspectiveofhealthequityandrelyingonthebasicmedicalinsurancefor
urbanandruralresidentsinAnhuiProvince,thispaperinvestigatesthehealthequityofthebasicmedical
insurancesystemforurbanandruralresidentsfromthreeaspects:financing,medicalserviceutilizationand
guaranteeresults.Theanalysisshowsthatthebasicmedicalinsurancesystemcommittedtopromoting
healthequityofurbanandruralresidentsmayfacetheresultthatformalequityisgreaterthansubstantive
equity.Andthenit’ssuggestedthatitshouldbeimprovedbyestablishingthefinancingmechanismrelatedto
paymentcontributionandpaymentability,increasingthefinancialsubsidiesforlow-incomegroups,

graduallyimprovingtheoveralllevelofbasicmedicalinsuranceforurbanandruralresidents,andbuilding
theorganicallyconnectedmulti-levelmedicalsecuritysystem.

Keywords:healthequity;basicmedicalinsurance;financing;medicalserviceutilization
[责任编辑 王七萍]

 (上接第10页)

OntheDevelopmentPath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yinAnhuiProvince

ZHAOMi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the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an
realizethetransformationofresourceadvantagesintoeconomicadvantages.Asystematicanalysisofthe
developmentstatusofthe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Anhui,pointsout
theproblemsoflowindustrialclusters,lackofcompetitiveproductsandcreativetalents,andintegratesthe
developmentofvariousprovinces.ExperiencesuggeststhatAnhui’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ultural
creativeindustryshouldtakeaclustereddevelopmentroute.Firstly,itshouldrefinethe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element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dustryelements,culturalelements,andculturalindustry
elementswithAnhuicharacteristics,andthencombineandcreativelyprocesstheelementstoformaunique
distinctiveproductsandservicestoopenupthe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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