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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是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

过的«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具体目标之一ꎮ
在该目标框架内ꎬ各国加速发展医疗健康产业ꎬ推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进

程ꎮ 医疗健康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组件之一ꎬ保障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加强

在医疗健康产业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ꎬ在医

药制药、医疗器械出口、医疗技术合作等方面表现出强劲的合作势头ꎬ推动

两国生物经济与医疗健康产业稳步发展ꎮ 但该领域合作也面临风险和挑

战ꎬ中俄应通过加强市场投入ꎬ开展远程医疗服务ꎬ推动医疗人才联合培养

等途径突破合作困境ꎬ更好地推动医疗健康产业真正便利为民ꎬ服务于民ꎬ
惠及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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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组件之一ꎬ不仅可保障人民健康和生命安

全ꎬ同时也推动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ꎮ 医疗健康产业在世界各国应对新冠

疫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ꎬ并在疫情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迅猛的发展势

头ꎮ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ꎬ两国在

疫情期间相互提供医疗物资援助ꎬ开展医疗技术交流与实践工作ꎬ为深化

该领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随着中俄双边贸易日益密切ꎬ医疗健康产

业的合作也逐渐向纵深发展ꎬ俄罗斯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现实条件为此提

供了新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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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现实条件

俄罗斯医疗健康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医用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ꎮ 欧洲

部分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速度快于东部地区ꎬ主要表现在医疗设备精密度、
医疗技术与医疗人员水平、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等方面ꎮ 为此ꎬ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促进医疗卫生领域发展的政策ꎬ使医疗资源配置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ꎬ
制药业朝着药品自主研发方向发展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的医疗贸易

合作越发紧密ꎬ其医疗健康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ꎬ医疗健康市场呈现巨大

的发展潜力ꎮ
(一)出台各项政策文件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俄罗斯是世界上医药卫生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ꎬ但在医疗健康产业

相关领域存在发展短板:俄罗斯长期依赖西方进口药物ꎬ仍为药品净进口国ꎻ
医疗器械老旧、更新换代周期长ꎬ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ꎻ医
务工作者工资低ꎬ无法及时解决医疗人才短缺问题ꎮ 针对以上问题ꎬ俄罗斯

积极出台有关政策ꎮ 例如ꎬ为了改变医药产品长期依赖西方的现状ꎬ联邦政

府于 ２０１３ 年出台«２０２０ 年前俄联邦制药业发展战略»等相关文件ꎬ规范医药

行业制药细则ꎬ推动医药领域朝自主生产方向发展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联邦政府

出台第 ５１４ 号政府令ꎬ对«俄罗斯医药工业国家规划»进行修订ꎮ 该规划共有

４ 项子规划ꎬ分别是«制药发展»«医疗器械生产»«医药业综合发展»«俄罗斯

医药工业发展及远景目标»ꎬ重点关注医药品进口替代、高端医药品自主研

发、扩大产品出口等问题①ꎮ 在化学制药方面ꎬ俄罗斯研发能力较强ꎬ近几年

在化疗、抑郁症等药物研发方面成绩斐然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因受到欧

美等国家制裁ꎬ俄罗斯在医疗制药方面践行进口替代战略ꎬ本国药品市场占

有率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４％提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２％ ꎬ基本药品清单中 ８０％ 的药品可

实现自主生产②ꎮ
为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器械老旧、医疗技术

停滞不前ꎬ以及医疗机构布局无法满足居民就近就医的需求和医务人员工作

积极性不高等问题ꎬ普京于 ２０１９ 年签署第 ２５４ 号总统令ꎬ批准实施«２０２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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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俄罗斯联邦卫生发展战略»ꎮ 为了更好地推进落实该战略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俄罗斯又出台了第 ３１５５ 号政府令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普京签署的«关于 ２０３０ 年俄

联邦国家发展目标的法令»ꎬ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编制了«２０３０ 年前医药行业

发展战略»ꎬ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获得批准ꎮ
俄罗斯政府近十年来针对医疗卫生领域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为完善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ꎬ使医疗健康产业在新

形势下取得突破性发展ꎮ
(二)药材和康养资源优势

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ꎬ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ꎮ 除了蕴藏

着大量的能源资源外ꎬ其医药资源也极为可观ꎬ中药资源尤为突出ꎬ主要分布

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ꎬ包括１ ０００
多种药用植物ꎬ３５０ 多种山野菜ꎬ４００ 多种食用菌和 ４００ 多种蜜源植物ꎮ 这里

还生活着 ４０ 多种珍贵的野兽ꎬ如驼鹿、狼、猞猁等ꎬ针对麝香、熊胆、羚羊角、
人参等天然中药材紧缺状况ꎬ远东丰富的药材资源显得弥足珍贵①ꎮ 此外ꎬ
这里还拥有全俄最好的发展渔业的原料基地ꎬ水生生物资源种类繁多ꎬ经济

价值较高②ꎮ 同时ꎬ远东地区的医疗保健类矿产资源蕴藏量巨大ꎬ对于发展

医疗健康产业具有显著优势ꎮ 尤其是堪察加半岛、滨海边疆区、阿穆尔州、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地的温泉、火山泥浆中富含有机矿物ꎬ适宜建立现

代化的医疗保健基地③ꎮ 从康养医疗的角度看ꎬ北高加索地区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ꎬ现已发展成为俄罗斯一个极其重要的度假疗养胜地ꎮ 由于地理位置

优越、自然景观丰富多样、气候宜人ꎬ该地区每年接待医疗旅游人数超过

１ ５００万④ꎮ
西伯利亚地区的医药制药业主要集中在阿尔泰生物制药集群和伊尔库

茨克贝加尔制药集群ꎬ其医药资源比远东地区稀少ꎬ主要以白桦茸和西伯利

亚乌头为主ꎮ 白桦茸生长在原始的白桦林里ꎬ是俄罗斯国宝级药材ꎬ主要用

于癌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和日常保健ꎬ在俄罗斯传统草药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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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古方中占有重要位置ꎮ 近几年ꎬ俄罗斯企业与北京西伯利亚白桦茸研发

有限公司对此开展药物研发合作ꎬ但由于两国对医药资源引入管控严格ꎬ该
产品投入市场还需一段时间ꎮ

综上ꎬ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自然资源ꎬ这使其在推广

中国的中药制药技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ꎬ其医药资源稀缺部分与中国医药资

源蕴藏种类互为补充ꎬ为两国开展医药制药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ꎮ
(三)地缘经济条件下开展跨国合作机会增多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一直积极开展以能源为主的国际贸易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

危机后ꎬ俄罗斯频繁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ꎮ 在此背景下ꎬ俄罗斯加速“向东

转”进程ꎬ更加重视同亚太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合作ꎬ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进

一步推动了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在医疗技术、医药物资援助和医疗器械出口等

方面的合作ꎮ 例如ꎬ俄罗斯自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以来已向土库曼斯坦出口医疗物

资逾 ７８０ 万美元ꎬ向波黑塞族共和国提供医疗援助ꎬ与中国合作开展医疗技

术支持和医疗产品援助工作等ꎮ 近年来ꎬ中俄经贸关系愈加密切ꎬ贸易额屡

创新高ꎬ２０２３ 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 ２ ４０１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６ ３％ ①ꎮ 虽然

两国贸易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农业领域ꎬ医药贸易占比很小ꎬ但中俄医疗

健康产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ꎬ医药产品贸易与医疗健康产业合作一直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ꎬ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中俄医疗产品贸易额超过 １５ 亿美元ꎮ
受地缘经济条件的影响ꎬ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凭借与亚太地区

相邻的地理优势ꎬ展现出与亚太国家开展医疗健康产业合作的巨大潜力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一带一路ꎬ健康中国”西伯利亚白桦茸走进中国项目

正式启动ꎮ 中俄双方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共建技术中心、生产基地ꎬ共同致

力于西伯利亚白桦茸的药用价值开发利用②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中俄生

命科学技术产业转化园区落户哈尔滨新区ꎬ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生物技术交

流与合作ꎮ
除此之外ꎬ远东地区还与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等医疗健康产业比较

发达的国家开展医疗卫生领域合作ꎬ成为俄罗斯开展国际医疗健康产业合作

的新前沿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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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现状

医疗健康产业可分为两个部分———医疗健康制造业和医疗健康服务业ꎮ
医疗健康制造是指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ꎬ如药品、 保健品、中药材、医疗器

械、医用材料、化妆品、食品饮品、设备等ꎮ 医疗健康服务是指医疗服务、健康

管理、休闲健身、营养保健、人才服务、咨询服务等ꎮ 俄罗斯的医疗健康产业

具有较大发展潜力ꎬ但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也较多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ꎮ
(一)医疗健康产业发展不平衡ꎬ医用资源分布不均

目前ꎬ医疗健康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人民获得高质量的

医疗保健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ꎬ俄罗斯约 ７０％的医疗机构是国家所有ꎬ免费为

居民提供医疗服务ꎻ其余 ３０％ 为私人诊所①ꎬ提供有偿医疗服务ꎮ 俄罗斯的

医院在各个城市中布局较为固定ꎬ每个地区都有必要数量的医院和综合诊所

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与救助ꎮ 俄罗斯医疗机构的数量完全可以满足居

民的医疗服务需求ꎮ
俄罗斯的医疗机构虽然总体上分布较为均衡ꎬ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医疗基

础设施落后、医疗机构数量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地方政府会与私营医疗机构签订合同ꎬ为该地区提供医疗服务ꎮ 通常ꎬ一个

地区的医疗保健水平取决于当地人口规模和大型医疗中心分布情况ꎮ 俄罗

斯联邦由 ８５ 个联邦主体组成ꎬ每个主体的医疗服务水平有所不同ꎬ这是由国

家政策、联邦主体的发展程度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造成的ꎮ 俄罗斯医

疗保健机构主要集中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及其他主要的大城市ꎬ当地居民就

医相对容易ꎬ而部分偏远地区居民获得医疗健康服务则较为困难ꎬ如西西伯

利亚、远东等地区的部分州与边疆区(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各联邦区医院数量统计 (单位:家)

区域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全国 ５ ３５７ ５ ２９３ ５ ２５７ ５ １３０ ５ ０６５ ５ ０７２ ５ １６７

—９９—

① Сколько поликлиник в России Количество поликлиник в России:тенденции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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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区域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中央联邦区 １ １８３ １ １６４ １ １５０ １ ０９０ １ ０７９ １ １２７ １ １６８

西北联邦区 ５４３ ５３１ ５２４ ５１１ ５１０ ４９８ ５０６

南部联邦区 ５０４ ５１１ ４９８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５ ５０３

北高加索联邦区 ３３９ ３４６ ３５７ ３４４ ３４６ ３３７ ３６４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１ ０９７ １ ０６８ １ ０５９ １ ０４０ １ ０１６ １ ０１６ ９９５

乌拉尔联邦区 ４６３ ４５１ ４４０ ４３４ ４２６ ４１２ ４１１

西伯利亚联邦区 ７７０ ７６４ ７７８ ７５７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６９

远东联邦区 ４５８ ４５８ ４５１ ４５４ ４４３ ４３２ ４５１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３７２１

如表 １ 所示ꎬ俄罗斯各联邦区医院数量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中央联邦区和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医院数量明显高于其他联邦区ꎻ医院数量在平均线

(２０２２ 年为 ６４５ 家)之上的仅有中央联邦区、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和西伯利

亚联邦区ꎬ其余联邦区的医院数量均位于平均线之下ꎮ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２ 年ꎬ部分

联邦区的医院数量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ꎬ其中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减少数量

最多ꎬ其次为中央联邦区ꎬ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府对国有医院在数量和

服务质量上进行了综合优化调整ꎮ 北高加索联邦区的医院数量从 ３３９ 家增

至 ３６４ 家ꎬ反映出国家对发展较落后联邦区的医疗资源配置进行政策倾斜和

财政支持ꎬ以此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服务可及性ꎮ 除此之外ꎬ私人医

疗机构在近几年发展速度加快ꎬ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ꎬ填补国有医

院在数量上的空缺与服务上的不足ꎮ
俄罗斯拥有庞大的医疗机构网络ꎬ覆盖城市与农村地区ꎬ但城乡医疗机

构的服务质量和医护人员水平却存在差异ꎬ这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基

础有密切联系ꎮ 在城市中ꎬ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占比高ꎬ辅之相应的配套

医疗机构ꎬ为病患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ꎬ如肿瘤治疗、心血管疾病治疗等ꎮ
农村地区医疗机构数量、医疗水平、服务质量等均与城市存在差距ꎬ居民获取

的医疗保健服务受限(见表 ２)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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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各联邦区诊所数量 (单位:万家)

区域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全国 １ ９１２ ６ ２ ０２１ ７ ２ ０２２ ８ ２ １２１ ６ ２ ２８９ １ ２ １６１ ６ ２ ２１４ ６

中央联邦区 ０ ４９９ ９ ０ ５０９ ６ ０ ５０７ ７ ０ ５８６ ３ ０ ７１８ ２ ０ ５６８ ３ ０ ５９６ ７

西北联邦区 ０ ２１３ ６ ０ ２２８ ４ ０ ２２６ １ ０ ２２９ １ ０ ２３５ ７ ０ ２３９ ８ ０ ２４１ ２

南部联邦区 ０ １９３ ０ ０ １９６ ５ ０ １８９ １ ０ １９１ １ ０ １９６ ９ ０ ２１０ ２ ０ ２１８ ８

北高加索联邦区 ０ ０７２ ９ ０ ０８２ ９ ０ ０９２ ０ ０ １０２ ０ ０ １１５ ２ ０ １０４ ７ ０ １００ ４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０ ４０９ １ ０ ４３９ ６ ０ ４３９ ４ ０ ４４９ ６ ０ ４４７ ０ ０ ４５６ ９ ０ ４６１ ４

乌拉尔联邦区 ０ １５７ ０ ０ １７８ ９ ０ １８６ ８ ０ １８５ ９ ０ １９１ ５ ０ １９５ １ ０ ２０１ ２

西伯利亚联邦区 ０ ２３６ ２ ０ ２５４ １ ０ ２５１ ０ ０ ２４５ ４ ０ ２４８ ８ ０ ２４９ ７ ０ ２５５ ５

远东联邦区 ０ １３０ ９ ０ １３１ ７ ０ １３０ ７ ０ １３２ ２ ０ １３５ ８ ０ １３６ ９ ０ １３９ 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通过表 １ 和表 ２ 的数据对比可知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各联邦区诊所数

量呈逐年递增趋势ꎬ而医院数量则相应减少ꎮ 这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倾斜ꎬ整
合医疗资源等因素所致ꎮ 诊所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ꎬ患者

可根据自身需求前往相应的分科诊所进行治疗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

就医等候时长ꎬ缩短诊断时间ꎬ提高医疗诊断效率ꎬ使患者能及时了解自己的

健康状况并获得相关的医疗建议ꎮ 北高加索联邦区的诊所数量明显少于其

他联邦区ꎬ甚至低于占地面积大但发展落后的远东地区ꎬ但它与乌拉尔联邦

区、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一样ꎬ诊所数量增幅大ꎬ这促进了医疗服务体系的完

善ꎬ改善了医疗机构分布不均的状况ꎮ 医疗机构在俄罗斯部分地区分布不

均ꎬ有些偏远地区缺乏医疗中心ꎬ甚至没有医疗设施ꎬ超过半数的民众相较于

去医院治疗ꎬ更倾向于自我吃药治疗①ꎮ 这些就医难、治疗难等问题反映了

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医疗服务设施和医疗水平仍有较大发展空间ꎮ
同时ꎬ医药产业链分布不均也是俄罗斯医疗健康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ꎮ 医药产业链包括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销售环节ꎮ 俄罗斯的

药店在城市分布较为合理且部分地区呈饱和状态ꎬ但偏远地区的药店分布则

无法满足人们的购药需求ꎮ 例如ꎬ在远东一些偏远地区ꎬ人们需驾车到周边

—１０１—

① Ю К Лаорионов Влияние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помощи населению регио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доктора медицин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２００８ Ｃ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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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区的药店购买药品ꎬ购药便利性较差ꎮ
(二)药品和保健品行业消费需求增加ꎬ市场规模扩大

受到多重因素影响ꎬ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ꎬ这对各国的医

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推动各国不断完善医疗设施建设ꎬ提高医学技术水

平等ꎮ 在俄罗斯ꎬ保健品被称作生物活性食品补充剂ꎮ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维生

素等保健品持续出现在俄罗斯居民购置药品清单中ꎬ体现出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

的关注以及对保健品需求的增加ꎮ 据官方数据统计ꎬ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ꎬ俄罗斯对

生物活性食品补充剂的需求同比增长 １９ ５％ꎬ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 ２９３ 亿卢布

(同比增长 ４５ ２％)ꎬ其中维生素矿物质、草本营养素、减肥调理药等占比较高①ꎮ
近几年ꎬ俄罗斯本国自主生产药品的能力有所提升ꎬ逐渐朝着摆脱药品

净进口国身份的方向发展ꎮ 此外ꎬ由于俄罗斯对医疗保健和各联邦区医疗项

目的预算有限ꎬ政府逐渐用更便宜的国产药品取代进口药品ꎮ

表 ３ ２０２３ 年俄罗斯各联邦区人均药品支出

联邦区 人均支出(万卢布) 占全国比重(％ ) 同比增长(％ )

中央联邦区 １ １４７ １ ３２ １ ５

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０ ８７６ ７ １７ ５ ５

西伯利亚联邦区 １ ０４４ ９ １２ １ ４

南部联邦区 １ １８６ ５ １１ ４ ９

乌拉尔联邦区 ０ ９１９ ９ １０ ６ ９

西北联邦区 ０ ９３３ ９ ８ ０ ６

远东联邦区 ０ ９５０ １ ５ ２ １４

北高加索联邦区 ０ ４４０ ６ ３ １ ３

资料来源:“ＡＬＰＨＡ”药品研究营销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ｐｈａｒｍ ｒｕ / ? ｙｓｃｌｉｄ ＝ ｌｎｈａｕｖｆ９ｎ０３４２１０００７９

由表 ３ 可知ꎬ２０２３ 年俄罗斯居民人均药品支出高于 ２０２２ 年ꎮ 其中ꎬ增长

幅度最小的地区为北高加索联邦区ꎬ仅为 ３％ ꎻ远东联邦区增幅最大ꎬ达
１４％ ꎻ南部联邦区和乌拉尔联邦区增幅达 ９％ ꎮ 药品人均支出额总体呈上升

趋势ꎮ 这主要源于政府积极实行进口药替代政策ꎬ国内医药产业自主研发产

品数量增多ꎬ药品价格下降ꎬ减轻了公众购药负担ꎮ 此外ꎬ冬季传染病高发也

是药物购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ꎮ

—２０１—

① 中华食品质量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ｎｆｎ ｃｏｍ / ｘｉｎ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ｎ / ｇｕｏｊｉｘｉｎｗｅｎ / ｏｕｍｅｉ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１１０８ / ２３６５ 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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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罗斯对中成药和植物草药设置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ꎬ别国的此类

药物很难进入其市场ꎮ 俄罗斯医疗界认为中药尚未被从现代医学角度证明其

疗效的有效性ꎬ因而俄罗斯虽然允许将本国药用植物用于治疗ꎬ但对中药的接

受度较低ꎬ中药在俄罗斯推广的品种不多ꎬ并且需要经过严格的多重步骤才可

进入俄罗斯市场ꎮ 目前ꎬ中药厂商申报的许可证大多是保健食品许可证ꎬ如中

国产的含中药成分的减肥茶或中成药ꎮ 因为保健药品的价格较高ꎬ并非每个俄

罗斯居民都负担得起ꎬ所以俄罗斯保健品市场规模有限ꎬ有待进一步扩大ꎮ
(三)医疗健康产业需求大ꎬ但影响发展因素较多

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因此ꎬ俄罗斯国家政策的

优先事项之一便是采取措施保证公民的身体健康ꎬ并改善其健康状况ꎮ 这种

政策导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ꎮ 近年来ꎬ医患双方对保健培

训系统的构建和维护越发重视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保健需求的增加促进了

俄健康服务行业的发展①ꎮ 除此之外ꎬ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人们越发重视

身体健康问题ꎬ表现在采购药品清单中保健品数量增多、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的人数比重加大等ꎮ 这些现象都对俄罗斯的医疗健康产业提出更高的要求ꎬ
也为保健品市场带来了机遇ꎮ

人口老龄化也对医疗健康产业产生了影响ꎮ 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逐步

增加: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维持在 ６４ ~ ６５ 岁的水平ꎬ２１ 世纪初达到 ６５ ３７ 岁ꎬ到
２０１５ 年年底突破 ７１ 岁ꎬ２０２２ 年达到 ７２ ７６ 岁②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俄人均预期寿

命或将达到 ７５ ４ ~ ８１ ６６ 岁③ꎮ 随着居民人均寿命的增加ꎬ俄罗斯人口老龄

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ꎮ 由于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率较高ꎬ且老年人中有更多

需要长期护理的人ꎬ所以他们对医疗保健会有更多的需求ꎮ 这将对俄罗斯预

算支出结构产生影响ꎬ导致政府增加卫生保健支出ꎮ
俄罗斯用于医疗健康的财政支出有限ꎬ这成为国家在推动医疗卫生领域

改革、加大基础医疗设施建设、提高医疗队伍技术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方面

的阻碍性因素ꎮ 对此ꎬ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大力吸引投资成为俄罗斯医疗健

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３０１—

①

②
③

И А Власов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реализации оздоровительных тренирово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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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２０１６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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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现状

随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ꎬ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往

来越发紧密ꎬ两国的经贸合作呈现多领域发展的趋势ꎮ 虽然医疗健康领域在

两国贸易合作中占比较小ꎬ但近几年一直保持较快发展的态势ꎬ主要集中于

制药、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技术合作ꎮ 近十年ꎬ俄罗斯政府致力于振兴本土制

造业ꎬ相关政策频出ꎬ加大对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替代的支持力度ꎬ药品和医

疗器械市场准入门槛提高ꎬ在这种不利的政策背景下ꎬ中国仍加快向俄罗斯

出口医疗产品的速度ꎬ积极与其进行医疗技术交流ꎬ为两国医疗合作提供政

策保障ꎮ
(一)医疗健康产品贸易额增加ꎬ市场拓展空间较大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原料药供应国ꎬ近年来对俄出口药品种类丰富ꎬ中药

比重不断增加ꎮ 在医疗器械方面ꎬ中国以产品种类多、产业链长、售后服务周

到等特点成为俄罗斯医疗贸易和产业合作的重要对象国ꎮ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以防疫物资为代表的医疗器械产品已经超过西药类产

品ꎬ占中国对俄医疗产品出口总额的 ５０％ 以上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产中高端医

疗设备在俄罗斯市场开发中成效显著ꎬ如 ＣＴ、核磁共振、超声仪器对俄的出

口额逐年提升(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中国医疗产品对俄贸易额

商品名称 出口额(亿美元) 同比增长(％ ) 进出口额(亿美元) 同比增长(％ )

总计 １５ １７７ １４７ １６ ７７ １５ ４２８ １９８ １７ ０２

中药类 ０ １１１ ６２８ ８２ ７０ ０ １８２ ３４５ ６５ ８５

提取物 ０ ０９０ ９４９ ７９ ３０ ０ ０９１ ８０４ ７７ ５１

中成药 ０ ００９ ７４９ ２７４ ３９ ０ ００９ ７４９ ２７４ ３９

中药材及饮片 ０ ００５ ６４５ ２ ４４ ０ ０７０ ５５２ － １１ ９２

保健品 ０ ００５ ２８５ １３３ ８０ ０ ０１０ ２４０ ２２１ ９６

西药类 ４ ２９１ ３５４ ３４ ９４ ４ ３３３ ４８０ ３５ ６１

西药原料 ３ ５０６ ８３０ ５１ ５０ ３ ５１９ ５８５ ５１ ５２

西成药 ０ ０２８ ６７７ － ７９ ５３ ０ ０２９ ９８６ － ７８ ６０

生化药 ０ ６９９ ３２３ － ３ ６０ ０ ７２５ ７６７ － ０ ９４

医疗器械类 ３ ２１４ ７７２ － １ ３１ ３ ２２８ ２６３ － １ ３６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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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商品名称 出口额(亿美元) 同比增长(％ ) 进出口额(亿美元) 同比增长(％ )

医用敷料 ０ １７２ ６１８ － ３６ ０６ ０ １７２ ６１８ － ３６ ４３

一次性耗材 １ ４７１ ６７２ － ９ ３４ １ ４７２ ２２３ － ９ ３７

诊断及治疗仪器 １ １２９ ６６０ ２７ １７ １ １４１ ８２１ ２６ ８２

保健康复用品 ０ ３６２ ４２８ － ８ ３３ ０ ３６２ ４２８ － ８ ３３

口腔设备及材料 ０ ０７６ ５５７ － ４ ７７ ０ ０７７ ３３７ － ４ ６０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ꎬ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俄罗斯医药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ꎮ 结合近几年俄罗斯与各国医药贸

易数据可知ꎬ出口俄罗斯的医药产品主要集中于中药类和西药类ꎮ ２０２２ 年第一

季度ꎬ中俄这两类药品进出口额分别达到 １ ８２３ ４５ 万美元和 ４ ３３３ ４８ 亿美元ꎬ
其中用于预防和治疗相关疾病的中成药和保健品增幅较大ꎮ 但中成药研发生

产领域合作不足ꎬ有待进一步开拓ꎮ 在制药方面ꎬ两国合作研发的肝病抗病毒

新药———氟汀部韦已经得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ꎬ成为首个中俄合作开

发的抗病毒药品ꎮ 两国医学研究人员还合作开发了一种新型抗癌药———切尼

肯单抗ꎮ 该药可用于治疗癌症、风湿性关节炎和肝脏疾病等ꎮ 同时ꎬ中俄两国

还在研发其他新型抗癌药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本土制药业发展迅速ꎬ对中国制药机械需求增多ꎬ为中国相

关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新的发展窗口ꎮ 俄罗斯医疗器械市场相比药品市场而言

活跃度有所降低ꎬ进口替代速度较慢ꎬ大型医学装备和高值耗材等产品仍然依

靠欧美进口ꎮ 但医疗器械类产品更新换代周期长ꎬ为中国医疗器械提供了发展

时间ꎮ 近几年ꎬ中国医疗器械在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ꎬ以影像类设备为主ꎮ 中俄

双方签署了«中俄医学影像技术研发合作协议»ꎬ将共同开发医学影像检测仪器ꎬ
建立医疗影像数据库ꎬ研究医用激光设备等方面的技术ꎮ 中俄两国在医用设备联

合研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ꎮ 两国科学家联合研制出一款全自动超声波导

航机器人手术系统ꎬ大大提高了手术的准确度、成功率和安全性ꎬ此类研究为将医

疗技术顶尖设备引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ꎮ 中俄在医药工业领域的合作步伐

加快ꎬ突出表现为两国医药产品贸易额增加、医疗技术交流频繁、医疗合作成果显

著等方面ꎮ 两国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呈现韧性强、潜力足、空间大的特点ꎮ
(二)中俄医疗旅游业具备支撑条件ꎬ各具发展优势

医疗旅游服务业与自然资源和物质基础紧密相关ꎮ 度假村、疗养院的建

设既需要优良的自然资源ꎬ又需要兼顾医疗属性以及迎合游客疗养需求ꎮ 因

此ꎬ医疗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考虑多种因素ꎮ 中俄合作发展医疗旅游服务业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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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多重优势ꎬ如两国地理位置相邻、文化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等ꎮ 这些

优势为开展医疗旅游服务提供了便利ꎬ奠定了两国合作的坚实基础ꎮ
近二十年来ꎬ中俄两国逐渐深化医疗领域合作ꎬ不断提高服务合作水平ꎮ

２００５ 年ꎬ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卫生合作分委会就养生保健和疗养、医疗保健、
戒毒治疗等新领域的合作①进行了探讨ꎬ这是双方首次谈及康养医疗领域的

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ꎬ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签署«关于深化服务贸易领

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商定将加强在旅游、体育、运输、医疗等领域合作ꎬ共
同采取积极措施ꎬ推动中俄经贸合作量质并进②ꎮ 目前ꎬ中俄两国在康养医

疗旅游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ꎮ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跨境旅游迎来了黄金

季ꎬ为来自俄罗斯的患者提供以中医保健治疗为主的医疗旅游服务ꎻ传统的

中医理疗技术ꎬ如针灸、推拿对俄罗斯颈椎腰椎疾病患者的治疗产生了积极

效果ꎮ 位于黑河市的五大连池景区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和天然药泉资源ꎬ吸引

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进行康复疗养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海南地区也成为两国人民

医疗旅游的优选地ꎮ 近十年来ꎬ亚太地区赴俄罗斯医疗旅游的人数呈增长趋

势ꎬ其中中国游客占比最大ꎬ他们主要选择前往远东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医疗

机构接受治疗ꎮ 地理位置的邻近使得这些地区的医疗机构成为亚太地区游客

的首选目的地ꎮ
综合来看ꎬ两国医疗旅游业合作以双方制定的医疗合作政策为基础ꎬ具

备较大的合作空间ꎮ 中俄双方应尝试开拓多领域合作ꎬ除了利用优越的地理

位置外ꎬ在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ꎬ定期维护疗养区的基

础设施ꎬ培养翻译、导游人才等方面可开展进一步合作ꎮ
(三)医疗健康产业技术合作进程加快ꎬ远程医疗技术潜力足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ꎬＡＩ 技术被应用于生活中的不同领域ꎬ远程医疗应

运而生ꎮ ２００３ 年ꎬ中俄两国共同签署«远程医疗卫星网络发展合作协议»ꎬ商定

建立覆盖中国、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远程医疗卫星网络ꎬ通过全国远程医

疗中心直接获得医疗数据ꎬ实现对区域性传染病暴发和传播的严格控制ꎬ可以

极大提高疾病防治工作的效率ꎬ实现对传染性疾病的早预防、早发现和早治疗③ꎬ

—６０１—

①

②

③

«中俄康复疗养领域合作洽谈会在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召开»ꎬ«中国疗

养医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商务部:将加强与俄罗斯在旅游、体育、运输、医疗等领域合作»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 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６６８５８４５９７４６２８１５９２＆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中俄卫星运营商再度联手ꎬ掀启“公众健康系统”建设新篇章 中国卫通与俄罗

斯卫通共搭远程医疗卫星网络»ꎬ«有线电视技术»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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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两国远程医疗事业的发展ꎮ
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健康认知的不断提高对医疗健康行业提出

了更新、更高的要求ꎮ 由于目前各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存在信息屏障问题ꎬ
导致各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无法互联互通ꎬ不利于医疗数据的获取ꎬ医疗大

数据技术的积极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ꎮ 因此ꎬ对大数据信息系统进行规范

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互联网 ＋ ”医疗模式被

广泛运用ꎬ技术愈发成熟ꎬ不断取得新突破ꎮ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为中俄“科技

创新年”ꎬ双方将公共卫生和生物技术视为科学技术和创新互动的关键点①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俄两国积极开展线上诊疗与相关研讨ꎬ在智慧医疗、大数据、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预测系统、数字化等框架内着力促进药学、传统中医

药、公共卫生、慢性非传染疾病防治以及远程医疗等领域发展ꎮ
远程医疗的发展为中俄开展线上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提供了新契机ꎬ俄罗斯公

民对远程医疗持积极态度的占受调查者人数的一半ꎬ这为两国开展该领域合作提

供了群众基础②ꎮ 两国依托现有合作平台ꎬ持续优化跨境远程医疗平台的建设进

程ꎬ完善平台医疗服务、跨境就医、跨境结算、跨境医保等方面的技术衔接功能ꎻ共
同搭建电商医药平台ꎬ完善线上医药销售链条的一系列服务ꎬ保障消费者权益ꎮ

四　 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前景展望

医疗健康产业是维护人民健康的主阵地ꎬ关系到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健康

权益ꎮ ２０１３ 年ꎬ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ꎬ卫生健康合作是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正式提出“健康丝绸之路”倡议ꎬ将健康这一关

键词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此倡议框架内ꎬ中国积极发挥号召

力ꎬ引导中国医疗服务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ꎬ为中国开展国际医疗合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健康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为各国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提供了新思路ꎬ加速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医疗合作的进程ꎮ 俄罗

斯作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之一ꎬ改进医疗服务体系是其社会经济

发展的主要任务ꎮ 与此同时ꎬ中俄两国的医疗合作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和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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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истор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Материалы ＸＩ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А В Друзяка Изд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ꎬ２０２１ Том Выпуск １１ Ｃ ５０５ －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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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ꎮ “健康丝绸之路”倡议对两国提高公民健康水平和改善人类福祉具有重

要意义ꎮ 但两国在此领域的合作尚待深入ꎬ如何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稳定现

有合作的基础上开展深度合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ꎮ
(一)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为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开拓合作新空间

１９４８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ꎬ同年推出的«世界卫生组织法»便已明确提

出健康是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ꎬ承诺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可以达到的最高

健康水平ꎬ这为全民健康覆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１９７８ 年ꎬ世界卫生组织

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出了通过初级卫生保健策略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

健”的目标ꎮ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是世界各国于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一ꎮ 在此理念框架内ꎬ各国积极制定相关政策ꎬ确保公民生命安全ꎬ
提高公民健康水平ꎬ打造健康良好的生存空间ꎮ ２０２０ 年ꎬ新冠疫情暴发ꎬ各
国积极建立卫生防疫体系ꎬ开展国际医疗合作ꎬ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目标

更显紧迫ꎮ
“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近 １０ 年ꎬ该理念已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合作进程ꎬ为各国发展生物经济注入新动力ꎬ提供了新发展理念ꎮ 围

绕维护卫生安全、促进卫生发展和推动卫生创新三大主题ꎬ中国与 １６０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全面推进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妇幼健康、人才培养、慢性

病防控、卫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合作交流ꎬ开展项目近 ２ ０００ 项ꎬ互惠共赢

的合作格局基本建立①ꎮ “健康丝绸之路”向全球共建卫生安全体系提供了

“中国方案”ꎬ展现了“中国智慧”ꎬ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送去了“中国关

怀”ꎮ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ꎬ应树立大国意识ꎬ展现

大国担当ꎬ为建立全球医疗卫生体系贡献大国力量ꎮ 中国医疗领域以中医技

术、中药制药和医疗服务为产业亮点ꎻ俄罗斯则以医疗旅游(温泉疗养)ꎬ脑科

疾病、肝脏等重要身体器官疾病治疗为优势ꎮ 两国应以此为基础ꎬ建立中俄

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新机制ꎬ开拓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新领域ꎮ
(二)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近年来ꎬ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不断加强ꎬ双方在该领域的贸易往来密

切ꎬ相关产品与服务进出口额呈稳定增长趋势ꎮ 在合作推进的同时ꎬ风险与

挑战也接踵而至ꎬ导致两国合作进展缓慢ꎮ
１ 西方制裁延缓中俄合作进程ꎮ 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美欧对俄罗斯

进行了全面制裁ꎬ针对医疗行业虽没有明确的举动ꎬ但对其他领域的制裁也对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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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例如ꎬ在制裁初期ꎬ俄罗斯医药企业进口原料药和医

疗器械零部件的成本上涨 ３０％ ~ ３５％①ꎮ 为了解决医药产品原料严重依赖进

口这一问题ꎬ俄罗斯政府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采购准入规则做了相应调整ꎬ办
理时长由原来的 ５０ 个工作日减少至 ２２ 个工作日ꎻ同时ꎬ修改肿瘤药物的准入程

序ꎬ进一步开放肿瘤药物市场ꎬ尽量避免制裁对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造成影响ꎮ
虽然俄罗斯医疗市场高度依赖进口ꎬ但为保证本国公民医疗健康安全ꎬ

俄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制定了多种政策ꎬ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ꎬ外国企

业注册程序比之前更加严格ꎮ 中国医疗领域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面临同样的

问题:规则增多、程序严格、注册时间长、费用提高ꎮ 这影响企业计划落实ꎬ使出

口成本不断增加ꎮ 中国企业需在现有市场规则之下ꎬ以平衡企业发展需要与客

户需求为前提ꎬ不断发掘企业竞争力ꎬ提高技术水平ꎬ加大品牌建设力度ꎬ提升

客户需求满意度ꎬ把控药品质量ꎬ优化后续服务环节ꎮ 除此之外ꎬ针对中国企业

很难在俄罗斯投资立足的情况ꎬ中国企业选择多种方式开拓俄罗斯市场ꎬ如设

立分销公司等ꎬ随着俄罗斯公民对医疗服务需求增多ꎬ其销售额也呈递增趋势ꎮ
受乌克兰危机升级和俄罗斯医疗市场规则限制等影响ꎬ中俄医疗健康产

业合作具有多重不确定性ꎬ多数中国企业观望不前ꎬ延缓了两国医疗健康产

业合作进程ꎮ
２ 人口和地理因素影响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覆盖面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至今ꎬ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危机ꎬ在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ꎬ居民健康状

况也出现诸多问题ꎬ如卫生条件差、饮食营养结构不合理、日常生活习惯不健

康等ꎮ 为改变此现象ꎬ俄罗斯政府努力扩大医疗领域投资ꎬ改善基础医疗设

施ꎬ增加医疗卫生拨款与医疗保险资金ꎬ提高社会福利待遇ꎬ科普健康生活方

式等ꎬ以此延长俄罗斯人均寿命ꎮ 人口问题限制了地区经济发展ꎬ年轻劳动

力不足导致俄部分联邦区城市建设进展缓慢ꎬ使地区医疗健康市场的体量更

加受限ꎬ影响外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ꎮ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ꎬ虽然老年人

对医疗健康产业需求会相应增加ꎬ但老年人口收入低、购买力差ꎬ制约了医疗

健康产业发展ꎬ再加上俄罗斯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差、医疗资源可及性不足等

问题ꎬ致使企业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差ꎬ严重影响了中俄医疗企业的合作ꎮ
(三)为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提供新方案ꎬ注入新动力

１ 中俄企业加强市场开拓与投入力度ꎬ增强企业认同感ꎮ 随着中俄贸易

合作进程的加快ꎬ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商品总额不断增加ꎬ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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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俄罗斯市场对中国企业的认可度ꎬ增强了俄方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意愿ꎮ 为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ꎬ深化中俄两国医疗卫生领域合作ꎬ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两国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医疗健康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ꎬ签署医学领域合作

意向书ꎬ建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会ꎮ 两国计划在医务人才教育培训、
医疗技术、医疗器械及医疗产品采购、辅助生殖技术、核医学和肿瘤学等方面开

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常态化的全方位合作ꎮ 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也是促

进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投资平台ꎬ是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

济联盟的重要桥梁ꎮ 在此合作领域ꎬ中国企业的发展前景明朗ꎮ 因为医疗健康产

业是刚性需求ꎬ俄罗斯政府加强对该产业的建设投资力度ꎬ对医疗产品提出了较

高要求ꎮ 中国企业可以抓住此契机ꎬ加强市场开拓与投入力度ꎬ积极参加俄罗斯

的医疗器械展览会、医疗领域合作研讨会等ꎬ增强俄罗斯对中国企业的认同感ꎮ
２ 加强生物制药ꎬ特别是原料药与中药制药领域合作ꎮ 中俄两国聚焦

生物医药前沿ꎬ助力产业科技创新发展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中俄生物医药及卫生

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合作会议在线上召开ꎬ会上成立了中俄天然产物与新药发

现(ＣＲＡＮＤ)联盟ꎮ 该联盟依托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代表的生物

医药领域相关科研机构ꎬ搭建中国与俄罗斯天然产物研究及新药研发科研单

位、大专院校和企业界的交流合作平台ꎬ促进中俄在天然产物及新药研究领

域的共同发展ꎮ 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特罗伊茨克科技园和斯科尔科沃科技

园也加入该联盟ꎬ与中国院校、企业积极合作ꎬ推动中俄制药领域合作ꎮ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ꎬ随着中俄

关系的不断发展ꎬ中医药在俄罗斯的影响力显著提升ꎬ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中医药中俄创新合作联盟正式成立ꎬ扩大了中医药文化在俄罗

斯的影响力ꎬ提升了中医药材出口俄罗斯的速度ꎬ增加了药材出口贸易额ꎬ有
利于加强两国在中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ꎮ 很多俄罗斯科研团队在医疗器械

研发、临床康复治疗、植物药发现等方面越来越多地考虑与中国传统医学相

结合ꎬ逐渐具备了独立运用中医理论进行研究和治疗的能力ꎮ
在中俄制药领域合作中ꎬ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缘优势不断显现ꎮ ２０２３ 年ꎬ

黑龙江省部分口岸向俄罗斯开放ꎬ中国中医药管理局抓住此契机大力推动中

医药服务出口及中俄医疗机构合作ꎮ 在召开中俄博览会之际ꎬ中方向俄罗斯参

会者展示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医针灸技术及中药制品ꎬ反响良好ꎮ 随着黑龙江

省口岸的逐步开放ꎬ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合作会越发紧密ꎮ
中俄应在现有制药合作的基础上搭建双边制药合作平台ꎬ积极发挥地缘

优势ꎬ依托两国现有医学技术及国家政策ꎬ发展跨境生物医药园区合作ꎬ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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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医药全产业链合作和中成药的俄罗斯本地化生产ꎮ
３ 制定跨国医疗人才培养计划ꎬ加强医学教育合作ꎮ 医疗人才建设是

中俄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ꎬ人才储备为两国开展合作提供了重要支

撑ꎮ 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通过建立“一带一路”医学人才培养联盟、医院合作

联盟等开展中国—东盟“健康丝绸之路”人才培养计划等项目ꎮ 随着中俄医

疗健康产业合作进程的加快ꎬ医疗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ꎮ 近年ꎬ中国

赴俄留学和俄罗斯来华留学的人数逐年递增ꎮ 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ꎬ中国多所大

学与俄罗斯高校合作开展医科大学联盟科研人才合作项目ꎬ涉及国际教育、
心理学、数学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传统中医中药、智能医学等ꎮ 此外ꎬ
中国俄语语言强校可以利用区位优势与俄罗斯高校开展医学专业联合培养

硕士教学工作ꎬ俄罗斯院校可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

学等俄语语言强校互换留学生ꎬ与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强校开展人

工智能技术交流研讨活动ꎬ提高双方医学领域技术水平ꎮ 两国应积极培养懂

俄语、精通医学知识的全方位、多领域、复合型人才ꎬ为中俄两国开展医疗健

康产业合作建立人才储备资源库ꎬ使医疗健康产业真正惠及民生ꎮ

结　 语

医疗健康产业是关乎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产业之一ꎬ对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自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ꎬ发展医疗健康

产业将变得越来越重要ꎮ 在全民健康覆盖理念的指引下ꎬ俄罗斯正在积极推

动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ꎬ旨在实现提高公民预期寿命并降低慢性病增长率的

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正式提出“健康丝绸之路”倡议ꎬ呼吁“一带一路”框架内

各国共建区域医疗卫生安全体系ꎬ共创医疗健康产业新未来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俄两国不断深化医疗健康产业合作ꎬ主要体现在医药工业、医疗技术、疗养

地建设等领域ꎮ 随着两国政府加大支持力度ꎬ相关合作政策先后出台ꎬ中俄

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成果显著ꎬ并带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医疗健康产业合

作ꎮ 但仍应注意到ꎬ机遇与挑战并存ꎮ 西方制裁、进口替代进程缓慢以及俄

农村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等延缓了中俄医疗健康合作进程ꎮ 为了突

破困境ꎬ两国需通过加大市场投入力度、深入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培养双语专

业性医学人才等途径推动合作ꎬ在稳定现有合作基础上探索新的合作项目ꎬ
切实保障国民利益ꎬ使医疗服务真正贴近民生、惠及于民、为民所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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