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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精神，全面推动中医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传承创新发

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优势作用，争

取中医药事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实现早期收获，现提出如

下意见。 

一、结合自由贸易港实际，建设中医药现代产业体系 

（一）开放创新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

政策制度优势，将中医药服务贸易作为全省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的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实行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价格、薪酬等体

制机制改革，推动公立医疗机构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确保各类

所有制市场主体在经营运营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加强医学类院

校及各类中医药机构国际型中医药人才培养能力，鼓励省内医疗

机构引进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向境外人员提供中医药培训服务，

打造国际中医药培训中心。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等国家级论坛和会展平台，建设汇集国内外中医药产品、

技术服务以及各个国家传统医学的国际传统医药交流中心。将中

医药服务纳入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扶持我省优

秀中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在境外合作设立中医药服务机构和销售

网络，对其符合条件的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按规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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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中医药服务贸易企业落户我省。建设

一批市场优势明显、具有发展前景、能够发挥引领辐射作用的中

医药服务贸易重点项目和示范基地。重点支持三亚市中医院建设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二）科研创新推动中医药高新技术发展。充分利用海南自

由贸易港税收优惠政策和科技创新动能做强做大我省中医药产业。

加快引进优势品种、高端人才、大资本等优质资源，加强技术集

成和工艺创新，增强本地中药企业综合竞争力。大力吸引国内外

中药生产龙头企业落户我省，快速壮大我省中药产业规模。围绕

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多学科融合的

科研平台。力争将省中医院建设成为全国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

设一批中医药类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省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要加大对中医药科研支持，开展防治重大、难治、地方常见

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临床研究以及中医药健康养老、健康旅

游等健康服务新业态研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

南分所基础上由部省合作共建海南省南药研究院，努力建成中国

南药科技创新核心基地，引领中国南药研究。 

（三）融合创新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任务，将中医药生态、绿色和健康的理念与旅游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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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我省独特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平健康养生产业园等园区发展中医药健康

服务业，支持建设演丰沉香健康产业园等本土中医药特色文化旅

游产业园。鼓励省内公立医院拓展服务项目，增设与休闲度假功

能相结合的康养中心。鼓励社会资本建设一批以中医康养保健服

务为重点的中医康养度假村。鼓励景区、酒店等引进中医专业人

员开办面向游客的中医康养服务项目。鼓励旅行社与各类中医医

疗、康养机构合作，将中医药与观光、休闲、度假类产品结合，

在国内外市场推广，打造我省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 

二、对标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构建高水平中医药服务体系 

（四）加强中医药服务机构建设。争取将省中医院打造成为

全国中医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加强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琼

中等市县中医院基础设施和软件建设，构建省级中医区域医疗中

心。完成所有县级中医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遵循中医药发展规

律，规范中医院科室设置，强化以中医为主的办院模式和服务功

能，健全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到 2022年，实

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 

（五）推进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药工作。开展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中医药工作推进专项行动，全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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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妇幼保健院、专科医院要按照有关规定设置中医科和中药

房，中医科作为医院一级临床科室，要能够提供中药饮片、中成

药、针灸、推拿等中医药服务。鼓励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和专

科医院创建全国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六）筑牢基层中医药服务阵地。继续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将中医馆建设纳入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内容，

加强全省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建设，健全全科医生和乡

村医生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培训机制。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

中医专业学生规模，实施基层中医师特设岗位计划，放宽长期服

务基层的中医医师职称晋升条件。在开展医联体、医共体建设的

地区，二级甲等以上中医院要牵头组建医联体、医共体，探索实

行中医药人员“县管乡用”。到 2022年，实现所有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 70%以上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 

（七）促进社会办中医加快发展。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连锁中

医医疗机构和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诊所。允许

符合条件的在职、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只提供传统中医药

服务的医疗机构。鼓励公立中医院和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成立中

医医联体。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向社会办中医院、中医门

诊部等购买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营利性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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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可按规定享受小微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八）以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医远程医疗、

移动医疗、智慧医疗等新型医疗服务模式。鼓励依托省内医疗机

构（包括中医门诊部和诊所）发展互联网中医院，推动开展线上

线下一体化服务，发挥中医治未病养生保健在互联网服务中的优

势。基于省政务云和省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完善省级中医药信

息中心，开展“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加强以中医电子病历、

电子处方等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 

三、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 

（九）彰显中医药在疾病治疗中的优势。以重点专科和学科

建设为抓手，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各级中医院均应建立完善的

专科体系，并确立专科发展方向，遵循集中优势、培植重点、有

所突破的原则，用优势专科带动医院整体发展。做好全国知名重

点专科单位对口支援我省中医医疗机构工作，建设好一批国家级、

省级中医药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到 2022年，每个县级中医院

建设 1个以上中医重点（特色）专科。建立有效机制，更好发挥

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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