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

次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覆盖全

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中医药健康

服务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医医疗服务、预防保健服务、养生保健

文化传播以及相关服务，涉及与中医药有关的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用品、健身产品等支撑产业[1]。而作为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人才的摇篮，中医药类院校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中医药健

康服务深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截至 2019
年，我国已有百余家院校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其中

第一批和第二批开设的中医药类院校包括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6 年）、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2017
年）、江西中医药大学（2017 年），第三批的天津中医药大学、南
京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和河南中医药大学同于 2018
年开设了本科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第四批开设的中医药类院

校有长春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和甘

肃中医药大学。本文以天津中医药大学为例，对中医药类院校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
1 中医药类院校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势

1.1 国家政策支持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增加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开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将健康管理

理念进一步纳入“十三五”规划，从原来的“解决人民群众看病

就医问题”向“促进和保障人民健康”转变[2]。《健康中国 2030 规

划纲要》提出要探索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

中医健康保障模式，鼓励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师为中医养生

保健机构提供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技术支持。
我国慢性病患者总数超过 3 亿，且发病率逐步上升，并呈

年轻化趋势[2]。除此以外，人民群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需

求越来越多，需要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
1.2 中医药理念与健康管理理念契合

中医养生保健业服务模式与健康管理服务模式较为契合，

也是我国特有的健康服务业态。中医药强调的“治未病”与健康

管理理念一脉相承。中医状态学强调整体观、恒动观与辨证论

治，认为健康是人与自然、社会协调以及自身阴阳动态平衡的

结果，是“天人合一”“阴阳自和”“形与神俱”的功能状态；健康

管理则认为健康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健康重在“管理”。中医

体质学通过体质辨识从整体上对服务对象的形体结构、生理功

能、心理机能进行全面了解，再以体质辨识为依据，对健康状况

进行评估并制订合理的干预计划；健康管理也是从环境因素、
饮食因素、情志因素等方面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保持健康的目

的。
基于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推动行业

转型升级，有利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业的发展。目前，中医健康

管理作为中医学与现代健康管理理念相融合的产物，正在不断

发展，并细化出中医健康咨询、慢病中医健康管理、社区中医健

康管理、中医健康管理养老服务等多个分支。
1.3 中医药类院校可以提供资源共享平台

健康管理工作涉及医学、中医药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专业

知识以及服务营销、信息化、营养、心理、运动、中医等多方面技

术手段，因此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应是以服务管

理为基础的“一专多能”式发展方向，培养复合型人才。中医药

类院校以中医药为核心，一般会辐射大健康产业的相关学科，

能为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较好的资源共

享平台。本文以天津中医药大学为例分析如下。
1.3.1 师资及实习实训资源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隶属于天津

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而该校的中医学院、中药学院、中西医结

合学院、体育健康学院、健康与工程学院、健康传播学院以及管

理学院的公共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市场营销、应用心理学等

专业都可为本专业的发展提供较为丰富的师资资源。同时，以

上学院和专业的实习实训资源也可为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

生的实践训练提供保障。如可依托中医药类产学研基地设计针

对中医养生学、中医药膳与膏方等课程的专业实训模块；应用

心理、市场营销、公共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实习实训中心以及

营养与食品卫生实训中心，也可依托健康心理学、健康营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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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秘、健康保障等课程设计适合本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训内

容。
1.3.2 附属医院资源 附属医院为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应

用型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提供了平台。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的营养门诊、体检中心、健康理疗中心，可接纳本专业

学生实地学习，深入了解健康服务与管理实践过程。
2 中医药类院校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困难

2.1 处于起步阶段，无成熟体系可供参考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尚处于

起步阶段。虽然 2015 年之前已有类似专业，但全部隶属于某个

专业，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健康管理方向，且开设时间较短。综

合来看，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本科院校以医学、中医药

学院校为主，也有体育类、理工类或综合类大学；高职院校中医

药卫生类、食品营养类院校居多，也有城建类职业院校，其人才

培养着重于职业健康管理方向。所以，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不同

的办学基础、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培养方案各异，尚无成熟的

体系可供参考。
2.2 专业社会认同度需要提升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需要学习医学、中医学和管理学

等多学科知识，需要掌握医学、中医学、营养学、心理学、运动

学、营销学等学科的多项技能，所以有人会对本专业有“又杂又

乱”“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等错误认知，社会认同度不高。健

康服务与管理并没有固定内容，而是以健康管理理念为指导，

针对具体的健康需求，组织各种资源（人员、产品、技术、场地

等）形成的一种全流程服务模式，一般包括监测、评估、干预、再
监测、再评估、再干预等流程。所以，健康服务与管理人员更像

是健康资源的协调者和管理者，而不是健康方案的实施者。
2.3 师资力量薄弱

由于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为特设新专业，高层次人才少，

师资力量薄弱。师资匮乏导致教师工作量大大超标，存在一位

教师同时负责几门专业课程问题。从学生角度看，学习过程中

可能会囿于教师的固定视角；对教师而言，则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精力备课，严重限制了提升的空间[2]。
2.4 实验室无法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

学生实践训练需要校内外实训基地的共同努力，校内主要

依托实验室和实训室开展体验式教学，深化学生对健康服务与

管理的理解。但由于资源有限，专门针对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的实验室较少，多与相近专业共享实训师资、场所及设备，无法

真正满足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需求[3]。
3 中医药类院校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3.1 明确人才定位，完善课程体系，突出中医药特色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定位模糊、规范

化程度不高、缺乏现代技术手段支撑、服务能力参差不齐、没
有服务效果评价等问题，从而导致公信力下降，行业竞争力不

强[4]。中医药类院校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注

重解决这些问题，加强中医药特色模块建设，并结合健康产业

发展趋势完善课程体系。天津中医药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以中医药健康管理作为专业特色，在中医药特色模块注重培养

学生中医养生、中医传统功法、中医食疗、推拿按摩等“治未病”
服务相关技术与技能等。同时，开设健康信息管理、健康营养、
健康心理、健康保障、健康企业管理、健康营销学等课程，注重

健康服务中所涉及的管理理论与技能的结合[5]。
3.2 建立师资培养短期和长期方案，提高教师水平

天津中医药大学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健康管理与服务专业

师资力量培养：在教研室组建和专业建立之初，调选有相关专

业背景（中医学专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教师任

教；结合已有教师资源和培养目标，招聘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

学相关专业博士，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为提高学生知识应

用能力，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达成协

议，由该院有经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作为外聘教

师承担部分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老年

健康服务与管理课程，结合真实案例拓宽学生视野；利用学校

专业和教研室建设经费，加强师资培训；聘请本领域知名专家

作为顾问，提高专业建设水平。
3.3 多方调研交流，不断完善培养方案

积极参与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的本专业规划教材，参

加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等相关组织的交流会议，与兄弟院校共同

探讨专业建设，并对有经验的院校和用人单位调研，结合天津

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和本校特色，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3.4 加强实验室建设，推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

利用学校相关资源加强专业实验室建设，初步设想建立全

方位覆盖的健康管理基本流程，包括健康体检、公共卫生、医
疗、康复等，配备相应设备，让学生在操作中提升健康服务与管

理能力。同时，顺应健康服务业发展趋势，不断加强校企合作和

产教融合。天津中医药大学目前已与康宁津园养老中心达成合

作协议，就老年人健康管理方案制定、健康档案信息利用等议

题展开讨论，制定与课程和实习对接的教学模式，深化产教融

合。
4 结语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将中医融入健康服务与管

理是时代的呼唤，是当前医改和大健康形势的产物。高等中医

药院校要体现中医药特色，从课程体系、实习基地和师资建设

等多层面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于国

家大健康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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