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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准对接中医药全产业链袁积极探索科教融合尧产研融合的培养模式袁优化教育链袁赋能人才链袁激活创新链袁服务产业链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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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Chinese medicine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ur chain"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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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As a treas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carrying forward its essence, upholding the
tradition while pursuing innovation, and constantly promoting its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building a Healthy China. Hunan, a province rich in TCM resources, i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province in TCM. However, to achieve this leap,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address the talent shortage bottleneck in TCM. In response
to this practical challenge,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precisely aligns with the entire TCM industry chain, actively
explores a cultivation mode that integrates science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industry and research, optimizes the education chain,
energizes the talent chain, activates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serves the industry chai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four
chain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TCM industr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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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袁全
球医药产业链尧供应链正加快重塑袁我国中医药产

业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袁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和挑战袁促进教育链尧人才链与产业链尧创新链有机

衔接袁是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袁是
当前推进中医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袁对

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尧扩大就业创业尧推进

经济转型升级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1]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袁野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尧人才是第一资源尧创新是第一动力袁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尧人才强国战略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袁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本文引用: 易刚强. 野四链冶融合背景下产教融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实践与思考: 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为例[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
(10): 1733-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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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冶[2]袁并强调野推进产教融合尧科教融汇冶[2]遥 在野四
链冶中袁教育链促进人才链的形成与质量提升袁人才

链对产业链尧创新链的赋能尤为重要袁人才链通过

知识外溢尧要素互补等推动产业链发展袁人才链的

最大挖掘和释放袁能驱动创新和产业升级遥可见袁产
业链主导人才链的发展方向袁人才链是产业链的重

要支撑和前提条件袁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

合袁形成野人冶与野产冶的匹配对接袁是野四链冶融合的

关键所在[3]遥 在服务健康中国的战略中袁中医药院校

联通产业链与人才链袁肩负着培养服务中医药全产

业链人才的使命袁但目前袁中医药院校仍存在人才结

构不合理尧产销不畅尧产研融合不够等问题袁严重阻

碍了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遥 本文拟在野四链冶融
合的背景下袁审视中医药人才与产业链创新链不畅

的现实困境袁从湖南中医药大学产教融合赋能中医

药全产业链人才培养的实践中袁探索出教育链尧人才

链尧产业链和创新链联动协同的人才培养路径袁这对

提升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遥
1 中医药产业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中医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袁是
中华民族原创的养生保健尧防病治病特色资源遥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尧传承发

展工作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尧服务模

式尧管理模式尧人才培养模式袁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

大冶[4]遥 在全国科技大会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尧两
院院士大会上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野深化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袁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冶[5]遥
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袁教育尧科技尧
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尧战略性支撑袁要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袁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6]遥 这一系列新部署尧新要求袁为我们推

进科教融合尧产教融合袁加速高水平的产业人才培养

指明了前进方向袁提供了根本遵循遥
湖湘中医药历史悠久尧底蕴深厚袁具有良好的基

础遥 特别是中药材资源优势突出袁湖南中药资源品

种多达 4 667 种袁居全国第四尧中部第一袁是我国 8
个中药材种植基地省份之一遥 湖南省委尧省政府高

度重视中医药产业发展袁中医药产业链是湖南 20 条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之一袁中药材是十大乡村振兴

战略特色优势产业之一袁中医药产业是湖南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遥 2020 年袁湖南省委尧省政府出

台叶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曳袁同
期编制了叶湖南省中药材千亿产业发展规划曳遥 2021
年袁印发叶湖南省野十四五冶中医药发展规划曳叶湖南省

中医药野产业振兴冶工程实施方案渊2021要2025年冤曳袁
提出到 2025 年实现中医药产业跻身成为湖南经济

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曰2023 年袁叶关于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导意见曳渊野4伊4冶现代化产业体

系冤中野大健康新兴产业冶明确提出袁要提高中药材绿

色种植规模和水平袁积极发展健康食品用品遥全省中

医药事业和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袁初步形成了

以中药种植业为基础尧中医药工业为主体尧中药商贸

业为枢纽尧中医药健康服务业为拓展的全产业链遥
2023 年袁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超 479 万亩渊1 亩抑
667 m2冤袁中药材年产量超 200 万吨袁中药规模企业

372 家袁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571.3 亿元袁建有邵东廉

桥和长沙高桥 2 个国家级中药材市场以及一批中

医药特色小镇尧康养旅游基地袁中医药商贸流通和

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攀升袁全省中医药全产业链年总

产值超千亿元遥 尤其是今年袁湖南 19 条财政政策加

速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袁着力打造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野雁阵冶袁湖南正从中医药大省加速向中医药强

省跨越袁但与广东尧江苏尧浙江尧山东尧安徽尧江西相

比袁还存在不小差距袁这与湖南的中医药资源不匹

配袁与蓬勃发展的中医药事业发展需求不匹配遥 究

其原因袁主要是湖南省的中医药产业科技含量低尧附
加值低袁产学研结合不充分尧产销对接不畅等袁而其

中中医药全产业链人才袁是制约中医药产业发展的

关键因素之一遥
发展壮大中医药全产业链袁对于湖南建设中医

药强省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袁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遥 中医药产业发展亟须具有多学科交叉

知识背景的优秀中医药人才遥 如既懂中药又懂计算

机信息技术的交叉人才袁他们既全面了解中医药发

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袁又能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

中药生产具体环节中袁能有效适应中医药产业现代

化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遥 因此袁发展壮大中医药全产

业链袁需要培养一大批融通中医药知识袁懂技术尧懂
管理尧善创新的中医药产业人才袁以适应中医药产业

化尧现代化尧国际化需求遥
2 当前中医药产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目前袁中医药行业对于高层次尧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日益增加袁但中医药人才尤其是产业人才还比较

缺乏袁这集中表现为中医药产业管理人才尧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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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不够袁尤其是复合型创新人才紧缺袁究其原

因袁主要是中医药教育资源不足尧人才培养方向与市

场需求对接不够尧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发展趋势融

通不够尧人才培养的质量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遥
2.1 人才结构不够合理袁人才培养方向与市场需求

存在脱节

中医药产业链涉及多个环节袁包括种植尧炮制尧
生产尧加工尧产品研发尧储存运输尧销售等袁每个环节

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遥 从高校的中医

药人才培养方案来看袁学习内容大而全袁人才供给端

存在质量尚待提高的问题遥 从当前的中医药产业从

业人员来看袁中药种植业多以分散的个体为主袁中药

工业除部分研发人员外袁多以操作工为主袁而中医药

商贸流通和康养文旅产业鱼龙混杂袁缺乏专业技术

人员袁低技术含量尧低知识密度的人才队伍难以支撑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袁产业结构的不断升

级调整袁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断调整袁中医药相关学

科专业设置缺乏多样性与前瞻性袁新领域的跨学科

方向设置不足袁人才培养方向与企业岗位需求不对

口袁存在新兴产业人才供给不足袁旧产能企业人才过

剩的问题遥 如当前市场上紧俏的中医药信息技术尧
中医药人工智能等人才尚严重不足遥 同时袁中医药

相关专业教学设计与产业的实际需求存在偏差袁部
分教学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袁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

需求脱节遥
2.2 人才培养模式尚待优化袁复合型学科融通的创

新人才紧缺

中医药产业链较长袁上游产业主要包括中药种

植和技术研究袁中游产业是中医药的精深加工袁下游

产业主要是中医药商贸和康养保健等遥 随着现代科

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袁传统的生产技术已难以适应现

代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袁中医药与大数据尧人工

智能尧物联网等融合发展成为一种趋势袁并推动中医

药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遥 而当前中医药人才培养多以

传统学科专业为本位袁偏重理论学习袁工程实践能

力尧研究创新能力尧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能力不足袁复
合型创新人才缺乏袁集中实习尧分散实习尧顶岗实习

等实习教学欠缺或者力度不够袁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不够袁创新能力尤其精准对接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

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不够遥
2.3 校企合作深度不够袁精准面向行业产业培养的

人才不够

高校教师虽然理论知识丰富袁但对产业政策尧产

业动态袁市场需求缺少了解袁难以培养出行业产业需

要的技术与管理人才遥 而校外导师尤其是企业导师规

模偏少袁多是讲座尧客座等形式袁聘任制度不灵活袁引
不来尧留不住尧用不了的问题普遍存在袁部分企业导师

尚未深度融入人才培养环节袁未能真正做到产要
学要研要用结合袁培养的中医药人才与企业尧与市场

的对接度尚且不够遥同时袁大部分高校虽然在科教融

合尧产研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上做了一些探索袁但难

以做到从课程安排尧导师安排尧实习见习等全过程的

打通袁难以真正做到与企业高管人才的直线引进袁市
场野面对面冶尧企业野手挽手冶的合作多限于高校与企

业的科研合作袁缺乏订单式尧产销对接式人才培养遥
3 产教融合赋能中医药全产业链人才培养的

实践探索

湖南中医药大学创办于 1934 年袁1960 年开办

中医药本科院校教育袁为湖南省最早兴办中医药类

本科专业的高校遥 作为湖南省内唯一一所中医药高

等本科院校袁学校充分发挥高校教育尧科技尧人才一

体化发展的基础作用袁不断适应社会急需袁围绕产

业链布局教育链尧人才链尧创新链袁以教育链尧人才

链尧创新链服务产业链袁助力湖南野三高四新冶美好蓝

图实现和中医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遥
3.1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袁优化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对接健康中国尧健康湖南战略袁瞄准服务湖南

野三高四新冶美好蓝图尧野4+4冶科创工程和野4伊4冶现代

化产业体系等袁在专业结构尧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与中

医药产业行业对接遥 一是专业结构与全产业链精准

对接遥 学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袁按照野学校要学院要
专业要课程冶总体模式袁野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尧专业群

融入产业群冶的建设思路袁构建了中医尧中西医结合尧
临床医学尧药学尧中药学尧中药资源与开发尧药物制

剂尧制药工程尧食品科学工程等中医药相关专业袁同
时袁还开设了融合医药特色的市场营销尧公共事业管

理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中医养生尧医疗保险尧商务英

语等专业袁建立紧密对接中医药产业链创新链的中

医药学科专业群遥 二是课程体系与学科融通精准对

接遥以野新医科尧新工科尧新农科冶建设为理念袁结合行

业企业最新需求袁修订完成 31 个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袁突出学科融通袁开设叶中医药研究前沿曳叶中
药产业政策曳等 22 门学科前沿性课程袁开设叶生产实

践曳叶湖湘中医药文化曳叶食品工程综合实验曳等 27门
专业交叉融通性课程袁将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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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引入中医药专业课程体系袁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对人才培养做出调整袁构建学科融通尧产业贯

通的新型课程群遥 三是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精

准对接遥 实施分类分层人才培养袁以岗位胜任力培

养为导向袁着力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尧创新实践能力较

强尧行业适应力与综合能力较强的学术型尧复合应用

型高素质人才遥 探索长学制精英教育模式尧大众化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尧全科医生培养模式相结合的分

层分类培养模式袁培养出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

的野拔尖铁杆冶中医药人才尧现代应用型中医药人才

及野下得去尧留得住尧用得上尧干得好冶的基层实用型

中医药人才遥
3.2 以创新能力为引领袁完善中医药创新创业体系

创新能力袁是当前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关键遥 学

校立足经济社会和中医药产业需求袁将创新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袁注重学生创新实践袁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学科竞赛尧创新创业项目和实践袁着力培养

具有中医药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遥 一

是建立以学科竞赛为驱动的创新创业体系遥 将创新

创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袁设置创新

创业理论与实践课程袁将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尧创新创

业大赛等纳入学分袁建立学科竞赛奖励机制袁鼓励学

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遥 近年来袁学生在全国中

医临床能力大赛尧全国中西医结合大学生临床能力

大赛尧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等竞赛中获奖励数

百项袁根据 2023 年发布的全国医药类本科院校大学

生竞赛榜单渊2018要2022冤袁学校总分位列全国医药

类本科院校第五尧中医药类院校第三遥 二是建立以

项目为牵引的创新创业体系遥 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袁致力于打造创新创业成果孵化尧转化尧产
业化中心遥 出台了叶湖南中医药大学科教协同育人

实施办法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科教协同育人实施细

则曳等制度袁设置本科生科研创新基金袁采取项目立

项资助的形式鼓励学生开展科学研究袁支持学生早

进课题尧早进实验室尧早进团队袁教师申报校级科研

项目需吸纳至少 3 名本科生作为项目成员遥 同时袁
学校出台叶公共科研平台对本科生开放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渊试行冤曳等文件袁科研平台免费向学生开放遥
三是建立以导师为支撑的创新创业体系遥 试行本科

生导师制袁突出创新实践遥 自 2017 年起袁学校有计

划尧分步骤地试行本科生导师制袁把科技特派员尧企
业高管尧优秀校友及高级职称教师作为本科导师袁各
专业学生从大二开始安排导师袁并进入导师项目组

参与科技研发或项目实践活动遥通过这些机制袁学生

的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袁近三年学校学生毕业论

文渊设计冤选题来自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数量逐

年递增袁平均比例为 63.39%遥
3.3 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袁探索校企渊院冤合作育

人模式

为了让培养的人才更好地贴合企业尧医院尧科研

院所等需求袁更好贴合产业行业需求袁学校以岗位胜

任能力为导向袁积极探索校企尧校院合作模式袁促进

产学研用相结合袁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对接遥一是共

建现代产业学院遥搭建了一所渊创新药物研究所冤尧一
园渊松霖药植园冤尧一馆渊中药标本馆冤尧一库渊中药种

质资源库冤尧一厂渊模拟药厂冤尧一店渊模拟药店冤尧三中

心渊教学实验中心尧中药资源中心尧中药技能大学生

创新训练中心冤及 14 个教研室协同育人的本科实践

教育教学平台袁实施项目牵引袁引企入校袁共建产业

学院袁依托企业项目袁开展项目牵引式教学遥 学校联

合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袁成立野创新中

药现代产业学院冶野湘艾健康产业学院冶袁重点围绕课

程教学尧企业实践尧科研开发尧创新应用尧创业就业等

环节开展合作育人实践袁推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遥二
是共建实习实训基地遥 联合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尧湖南华诚生物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等优质企业

共同建立实习实训基地袁 拓宽实训设备和技术的来

源渠道袁 与全省 30 多个中药材 GAP 基地尧15 所附

属医院建立学生实习实训合作关系袁实现医疗尧生产

与教学双环境育人袁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

求侧紧密对接遥三是共育产教融合创新人才遥把企业

引入学校尧把学校办到企业袁积极引入企业各级各类

人才参与教学袁采用企业尧学业野双导师制冶袁更好地

实现校企渊院冤专业知识互通尧岗位需求接轨尧培养目

标一致遥如安排学生到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尧湖南新

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尧湖南振兴中药有限公司等开

展中药饮片智能制造尧中药全产业链质量追溯体系

建立尧绿色制药等项目的见习尧实训袁实现校企对接

的紧密性尧学生就业的适应性袁初步构建了野产业赋

能教育尧教育培养人才尧人才支撑产业冶的产教融合

教育体系遥近年来袁培养了数万余名服务湖南中医药

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袁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好评率达97%遥
4 中医药全产业链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4.1 深化教育改革袁优化支撑中医药产业链的教育链

中医药教育是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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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要以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目

标遥要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的匹配袁首先必须完善以

社会需求尧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链遥 一是加强学

科专业改革遥 对接健康中国尧健康湖南战略袁聚焦中

医药产业链发展新动态尧新趋势尧新模式袁完善教育

资源布局袁面向国家战略尧科技发展尧产业和区域发

展需求袁学科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袁深入推进学科重

构尧专业重组袁加大基础学科尧新兴学科尧交叉学科建

设力度袁积极推进医科与理科尧工科尧文科等学科深

度交叉融合袁培育野医学+X冶野X+医学冶等新兴学科专

业袁推进医教研产协同尧医工理文融合遥 撤销产业链

淘汰的专业袁围绕生物医药尧绿色种植尧人工智能等

新兴产业发展需要袁布局物联网尧人工智能尧生物医

药尧高端装备等产业亟须的学科专业袁布局新设中药

绿色种植与智能管理尧合成生物学尧中医体重管理尧
智慧健康管理尧药物绿色制造技术尧智慧灸养与慢病

管理尧健康养老等中医药产业行业亟须的专业袁建立

高等院校专业与产业供求关系的专业谱系图袁形成

紧密对接产业链尧创新链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学

科专业群遥二是加快教育教学改革遥精准对接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要求袁立足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袁
结合产业发展趋势袁创新中医药专业课程体系和实

践实训体系袁使其更加贴合企业尧医院等用人单位的

需求遥 融合中医药产业的创新链条袁融入企业的生

产环节袁搭建国际尧校际交流平台以及科技园等创新

创业孵化平台袁创设条件让学生熟悉行业环境尧了解

产业发展趋势以及锻炼中医药产业管理与技术能

力遥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袁引入高校与行业尧产业以及

社会需求对接的应用性指标袁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对接遥
4.2 促进产学研结合袁构建支撑中医药产业链的人

才链

中医药人才链与产业链尧创新链融合袁需要高校

加强与政府尧企业尧行业等合作袁打通壁垒尧汇聚资

源袁探索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袁提供高质量中医药人

才遥一是加快人才培养结构调整遥健全学校尧行业尧企
业尧市场尧政府之间的动态耦合机制袁发挥高校尧院
所尧行业尧企业等多元主体全程协同育人袁注重发挥

市场机制配置非基本公共教育资源作用袁强化中医

药行业就业市场对人才供给的有效调节袁完善高校

毕业生就业年度质量报告制度袁健全中医药行业人

才需求预测尧紧缺人才信息发布及用人单位职业能

力评价等机制[7]袁把中医药人才市场供求比例尧就业

质量作为学校设置调整学科专业尧修订培养方案尧确
定培养规模的重要依据袁找准与中医药产业机构相

匹配的人才培养突破口袁促进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袁
实现跨行业尧跨单位尧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尧行业开放

式协同培养以及创新型拔尖人才尧复合型工程人才

的联合培养遥二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遥完善新医

科尧新工科背景下政府尧高校尧科研机构尧行业企业等

多主体参与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袁贯穿职业教育尧
本科教育尧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袁构建服务于中医

药农业尧工业尧文旅商贸等全产业链的人才袁满足中

医药第一尧第二尧第三产业的发展需求遥 深化医教融

合尧产教融合尧科教融汇袁探索拔尖学生选拔机制尧
5+4 本博贯通培养机制尧学术创新提升机制尧国际交

流合作机制等袁持续推动构建拔尖人才培养新范式遥
探索实行校企联合订单式培养袁企业野出题冶学校野答
题冶袁企业需要什么人袁学校就培养什么人袁培养的人

直接服务于企业发展尧产业发展袁真正做到面向社会

办专业尧面向需求办专业尧面向市场办专业袁真正做

到产尧教尧学尧研尧用结合袁真正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

才野三位一体冶的优势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遥如为满足

中医药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袁积极探索与企业联合

培养野中医药+生态旅游冶野中医药+休闲养生冶野中医

药+健康饮食冶等野中医药+冶特色人才遥 同时袁搭建与

医院尧行业龙头企业协同育人平台袁合作共建大学

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或实践双创基地尧科技园尧创业

园等校内外联动的教育教学平台袁企业在学校开设

以企业冠名的定向委托班袁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尧
案例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尧校内外双导师协同授

课尧野基础课程要实践课程要企业案例课程要行业

嵌入课程冶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8]遥 如以掌握传统

经验数字化尧数字标准化尧标准可视化作为产业人才

的新要求袁以培养中医药创新能力尧解决实际问题为

导向的专业实践能力为核心袁构建多学科交融的课

程体系袁校企联合搭建工程研究中心袁实行双导师

制袁加强人才培养过程中互联网尧人工智能尧大数

据尧生物医学等新兴技术与中医药专业的深度交叉

融合袁培育多学科交叉中医药创新团队和多学科的

交叉创新中医药人才遥
4.3 加强科产教融合袁完善支撑中医药产业链的创

新链

教育链和人才链是人才的供给侧产业链和创

新链是需求侧袁两者相融相促遥
促进中医药人才链与产业链融合袁创新链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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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环遥 科教融合尧产教融汇袁通过校企尧校院深度

融合尧协同创新袁有效整合资源尧打破组织边界袁激活

创新活力袁能有效实现产业链和教育链更加匹配尧创
新链与教育链更加融合袁有效实现科学研究尧人才

培养尧社会服务的有机统一[8]遥 一是加强中医药科教

融汇袁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遥 建立高校与企

业尧科研院所等联合共建实验室尧工程研究中心袁集
聚优势团队和资源袁创建国家级科研平台袁围绕中医

基础理论尧中药资源尧现代中药创制尧中医人工智能

辅助诊疗技术等开展创新研究[9]袁同时袁及时将科技

成果纳入教材尧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中袁面向学生开

放科研平台袁支持学生野早进课题尧早进实验室尧早进

团队冶袁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袁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尧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以及野挑战杯冶等活动袁组织科

技活动周袁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孵化尧转化尧产
业化遥 健全科研服务教学的机制袁出台科教融合协

同育人政策袁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纳入教师

绩效考核袁鼓励教师指导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尧与学生

联合申报课题等曰将学生参加竞赛尧论文尧申报专利

等纳入评奖评优和推免指标体系中袁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校内外创新实践[10]遥二是加强中医药产教融合袁
提升中医药创新能力遥 支持企业尧学校尧科研院所围

绕产业关键技术尧核心工艺和共性问题开展协同创

新袁引导高校将企业生产一线实际需求作为科技创

新的重要选题袁组建中医药产业联盟袁建设一批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区渊中医药创新中心冤和产业学院袁加
强校企紧密协同袁鼓励企业与院校共建生产性实训

基地和产业人才培训基地袁共同开展招生袁共同选择

论文题目袁实施双导师共同培养袁推动成果的转化袁
实现教师互聘尧平台共用尧项目共研尧成果共享袁在实

战环境中研究真问题尧开展真科研尧产出真成果[11]遥
深化产业人才交流与培养袁注重野产冶与野学冶尧野学冶与
野用冶尧野技冶与野术冶的深入融合袁畅通卓越中医药人才

培养发展路径遥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袁
把产业野真难题冶尧技术野真需求冶与创新野真成果冶有
效链接袁构建野理论创新要核心技术突破要产业化应

用冶的中医药成果转化体系袁实现从野愿转冶到野能
转冶尧从野能转冶到野敢转冶尧从野敢转冶到野会转冶遥持续增

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服务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靶

向性袁促进产教融通创新袁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袁实现人才链尧创新链和区域行业产业链的耦

合匹配和精准链接遥
5 结语

发展壮大中医药全产业链袁需要大量优质的中

医药人才遥 要解决好当前中医药产业人才结构不合

理尧供需不畅尧创新人才紧缺等问题袁亟待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尧促进产学研结合袁加强产教融汇和科教融

合袁以野教育链冶夯实野人才链冶袁以人才链撬动野创新

链冶袁激发野产业链冶袁野四链冶深度融合才能真正促进

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提升袁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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