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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中国-匈牙利分论坛上，来自中匈两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医疗

产业创新、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中西医创新合作等角度展开深入研讨。本期专报对中国-匈牙利分

论坛的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八

全面提升中匈医疗健康合作与融合创新能级

今年是中国与匈牙利建交 75周年，两国领导人正式宣布中匈

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匈双方均高度重

视人民健康福祉，匈牙利也是欧洲首个为中医药立法的国家，支

持中医药在匈牙利及中东欧地区的推广应用。与会嘉宾一致认

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疗相结合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必然方向，两

国在基础研究、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已有深厚共识和合作基础，未

来应进一步加深了解、深化交流，全面提升创新合作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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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医学与现代医疗融合创新是中匈医疗健康

合作的关键契合点

结合医学作为未来学科，是从分析向综合回归的过程，是东

西方医学汇聚的新医学。病症结合医学模式，将对生命科学的认

知、医学模式转变以及全球健康发展产生根本影响。上海中医药

大学校长季光以非酒精性脂肪肝为例指出，十年前传统中医循证

医学研究中发现了新靶点 THR-β，并以此研制了苓桂术甘颗粒，

对比十年后以 THR-β为靶点治疗脂肪性肝炎的靶向中西药，传统

中医的临床试验能帮助现代医学获取发现不了的治疗靶标，提供

现代医学不能提供的治疗手段。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副

院长元唯安指出，美国耶鲁大学在临床研究中引入中药，解决了

肝癌治疗中的耐药性问题，展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效性。中

医和西医虽然基础理论有区别，但目标都是治疗疾病提升健康。

中医发展可为现代医学提供良好思路，现代医学对解释中药有效

性也非常重要，两者融合发展、相互促进。

二、中匈医疗健康合作基础扎实、未来前景广阔

一是中匈在中药新药创制领域基础研究合作的知识共识广

泛、平台基础扎实。匈牙利谚语“你可以在树林中找到治病的食

材”与中医药文化中药食同源的理念不谋而合。德布勒森大学副

校长卡罗伊·派特强调，该校高度关注草药研究与发展，开展了

植物代谢组学、植物生物活性物质定量分析方法开发、植物微生

物组研究等工作，形成了菩提树的多酚含量、辣根的内生真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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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浒苔的抗菌特性、茴香的药理作用、酸樱桃籽提取物的抗氧

化特性等系列成果。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张彤指出，中

国在中医药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建立了涵盖多层面的质

量控制体系，确保从种植、采集、加工到生产每一个环节，都能

满足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保障了中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控

性，为中医药的全球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叶阳指出，上海药物研究所精心构

建了基于传统草药进行新型药物发现的技术集成平台，该平台通

过整合高通量筛选技术，成功建立了旨在发现具有抗病毒活性化

合物的库，为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技术支持。

二是中匈均重视医疗健康产学研生态体系建设，积累了丰富

的合作经验。目前，塞梅尔维斯大学与复旦大学，欧布达大学与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已开展了深入合作，为未来更广泛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塞梅尔维斯大学科学创新副校长彼得·埃莱

梅尔·费迪南迪强调，学校推进教育、研发与医疗实践于一体，

加强临床研发数据和生物基因库等基础科研资源建设，建立临床

药物研发中心，推动科学研究与应用转化，构建卓越科研生态。

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校长哈桑·谢拉夫指出，学校借鉴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模式，定期举办商业早餐会，与行业参与者建立联

系，构建促进学术界与工业界合作的知识交流平台。匈牙利布达

佩斯罗兰大学科学学院院长伊姆雷·考奇科维奇提到，学校与匈

牙利多家制药企业集团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模式不仅

满足科研需求，也符合制药公司的特定要求，通过共同研发来应



4

对行业挑战。季光强调，上海已初步构建起中医药国际标准化高

地，发布了 114项中医药国际标准，为全球中医药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国际中医药界的交流合作。

三是聚焦未来发展需求，从互动机制、人才交流、项目合作

等方面全面深化中匈医疗健康领域务实合作上。2019 年，世界

卫生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首次

纳入中医药章节，标志着全球对中医药医学价值的广泛认可。张

彤提出，匈牙利在中医药领域的立法以及欧盟的《欧盟传统草药

指令》，为传统中成药在欧盟市场注册提供了明确指导，对中医

药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未来能与匈牙利深化合作，推

动更多中草药药物在欧盟获批上市。面向未来，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药剂科主任刘继勇、潘诺尼亚大学研发中心主管伊尔迪

科·格拉姆波斯、Bio Talentum Ltd.联合创始人兼总监安德拉

什·丁涅什、吉瑞制药创新及招标主管西拉德·佩尔奇等一致提

出：中匈两国应建立更加紧密、畅通和灵活的中西医交流机制，

聚焦双方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需求，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互派

医生和留学生，共同启动系列中匈国际合作项目，促进全球传统

与现代医疗的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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