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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医药国际交流目的和意义

1. 通过国际交流平台，民族医药从业者可以分享宝贵的知识、经验和传统疗法，从

而促进对民族医药理论和实践的更深入理解。

2. 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打破地理和文化障碍，促进不同民族医药体系之间的协同作用，

创造新的知识和疗法。

3. 民族医药知识的共享有助于促进健康公平，使世界各地的社区都能获得传统疗法

和知识体系。

§ 主题名称：推动民族医药研究与创新

1. 国际合作可以汇集研究人员、学者和从业者，共同开展民族医药研究，探索其治

疗功效和应用潜力。

2. 跨学科合作促进民族医药与现代科学的融合，促进新疗法的开发和民族医药证据

的建立。

3. 国际交流促进民族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公正利用，确保传统知识和生物资源得

到尊重。

§ 主题名称：促进民族医药知识与实践的共享



 民族医药国际交流目的和意义

1. 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可以建立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民族医药植物和其他资源的策略，

确保其长期可得性。

2. 促进民族医药的传统知识和可持续实践与现代环境保护措施相结合，促进生态系

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3. 可持续发展方法确保民族医药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同时满足当前

和后代的需求。

§ 主题名称：应对全球健康挑战

1. 民族医药在应对抗生素耐药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病等全球健康挑战方面具有

巨大潜力。

2. 国际交流促进民族医药与现代医疗体系之间的协同作用，提供全面和以患者为中

心的医疗保健。

3. 通过民族医药交流，可以促进传统疗法在全球健康规划和政策中的纳入，提高医

疗保健的文化敏感性和有效性。

§ 主题名称：促进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医药国际交流目的和意义

主题名称：促进文化理解与尊重

1. 民族医药交流有助于促进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尊重传统知识和实践。

2. 跨文化对话创造了一个平台，非民族医药从业者可以学习和欣赏其他文化中丰富的民族医药体系。

3. 文化尊重促进健康平等和社会包容，确保少数民族和土著社区的健康权利得到保护。

主题名称：加强全球卫生合作

1. 民族医药国际交流为全球卫生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汇集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共同

应对共同的健康挑战。

2. 合作可以促进民族医药知识和实践的传播，加强卫生系统，提高世界各地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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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医药国际合作模式与机制

1. 联合国机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

致力于促进民族医药交流合作，制定政策框架和技术标准。

2. 国际民族医药组织：国际民族医药研究所（IEW）等联合各国民族医药专家，开

展研究、培训和交流活动。

3. 跨国药企合作：跨国制药公司与民族医药专家合作，探索民族医药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

§ 双边合作

1. 政府间合作：各国政府通过签订协议，开展民族医药领域的交流、研讨和技术援

助。

2. 学术合作：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民族医药研究、学位授予和

课题分享。

3. 民间合作：民族医药民间组织与国外相关团体携手，促进民族医药传承、文化交

流和贸易往来。

§ 国际组织合作



 民族医药国际合作模式与机制

§ 多边合作

1. 区域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等区域组织促进民族医药知识共享、市场准入和

产业发展。

2. 全球合作：全球基金会、国际发展银行等提供资助和技术支

持，促进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惠及。

3. 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享民族医药知识、经验和资源，

提升民族医药发展水平。

§ 技术平台合作

1. 数据库建设：建立民族医药信息数据库，共享民族医药资源、

药材信息和临床数据。

2. 标准化制定：联合制定民族医药质量标准、生产工艺和评估

方法，确保民族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规范化发展。

3. 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建立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维护

民族医药知识的传统权和创新权。



 民族医药国际合作模式与机制

§ 能力建设合作

1. 人才培养：开展民族医药专业人才教育和培训，培养高素质

的民族医药从业者。

2. 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民族医药研究中心、临床基地和药材生

产基地，提升民族医药研发和应用能力。

3. 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和合作交流，促进民

族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承。

§ 市场与贸易合作

1. 市场准入：规范民族医药产品的市场准入机制，促进民族医

药贸易和流通。

2. 品牌建设：打造民族医药品牌，提升民族医药的国际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

3. 全球供应链：建立民族医药全球供应链，保障民族医药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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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医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 民族医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

1. 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的复杂性：民族医药涉及广泛的传统知识，

包括草药、疗法和文化实践，其多样性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

挑战。

2. 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模糊：民族医药中某些

知识已被科学验证，但仍存在传统与现代知识之间的交叉和重

叠，导致知识产权归属难以明确。

§ 民族医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1.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纳戈亚议定书》：这些国际条约为

保护民族医药中的传统知识提供了一定的框架，承认原住民社

区对自身知识的权利。

2. 各国法律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对于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

法律体系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而其他国家

则将其纳入现有的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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