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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国际学术影响力，不仅关乎其在国际医药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关乎中国中医药产业能否更

多地走出国门，立足于世界医药产业之林，为更多的国家所认同，并在临床应用中逐步推广，为世界贡献中医药力量。践行

“十四五”规划有关中医药发展交流进步的要求，运用熵权 TOPSlS 方法，对中国 75 家中医药上市企业国际学术影响力进

行调研。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旨在构建“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国际影响力评估体系”，以推动中医药在国际

学术影响力舞台上更专业、更规范地展现中医药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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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of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enterprises is not only 

crucial for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pharmaceutical field but also for the potential expans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TCM industry worldwide. This recognition and gradual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settings contribute TCM’s unique strengths to 

global healthcare. In alignm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 of TCM,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of 75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TCM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investigation, w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iming to establish a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TCM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Evaluation System”.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promote a more professional and 

standardized representation of TCM’s ess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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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

发展[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

中医药的质量、疗效和研究得到了全面提升和发展，

其技术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我国中医药上市企

业、中医药行业的从业者，还是中医药科研领域的

主管部门，已形成共识：中华民族的中医中药是世

界医药领域不可多得、不可或缺的巨大科学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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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更多更好地为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服务。 

进入新时代，在“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中医药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完整厚

重的医学理论和显著的治疗效果，吸引了世界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2]，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出独

特的作用及影响力。然而，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的

传播中仍面临“传而不正”“传而不通”“传而不一”

等困境[3]。相比于西医，中医药依旧被认为是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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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医学体系，不少国家对中医药的了解较少，以

致于在国际医药学术平台上存在对中医药的误解，

这些误解甚至根深蒂固。因此，如果说中医药的技

术影响力是其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那么学术影响

力就是中国中医药走向国际医药市场的金钥匙，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提升我国中医药上市企业的

国际学术影响力，已成为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重要

课题。中医药更多地走进国际视野，不仅能向全球

医药领域贡献自身力量，还将带来中医药和化学药

的激烈碰撞、广泛交流，最终实现深度融合。 

学术论文和学术会议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现形

式，是国际间传播与交流的有效途径，可显著提高

中医药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其不仅可增强科研成果

的国际关注度和曝光度，还能显著强化中医药在国

际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此，首先要提高对此问

题的认识。目前，学术影响力已成为衡量学术研究

质量和广度的重要标准，对于中医药上市企业而言，

中医药的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

诸多挑战。在攻克科研技术难题的同时，企业应始

终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而只有更加注重

提升自身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才能显著提升企业的

国际知名度、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向世界展现中国

中医药的力量。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从而推动中医药在国际视野下的地位和影

响，说明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的重要性。研究选取了我国上海、深圳上市的中药

企业（75 家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依据权威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原则构建了一个综

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 TOPSIS 方法对中国

75 家中医药上市企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

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学术传播与交流，从而提升企业

及中医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1  理论探析 

学术影响力是某一段时期内期刊、著者等对相

关学术研究领域内科研活动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

度。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B·西奥迪尼[4]认为影响力

是一种以他人愿意接受的方式去影响其认知观念和

行为表征的能力，个体创新的影响力对其行为表征

产生重要作用。学术影响力的原义指“在某些位置

上，从星星流淌的空灵力量对人的品格或命运产生

影响”，含有能量自然地流入、涌入之意，是一种“通

过不可知或不可见的手段产生效果的能力”[5]。学

术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主要表达形式，在科学交流

系统中承载着信息知识传播的重要功能作用[6]。学

术影响力不仅是衡量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准，更揭示

了学术成果在其传播路径上获得的认可和关注程

度。因此，学术影响力一直是评价学术论文的核心

内容，构成了整个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7]。 

随着中医药领域对外交流和发展的深入，中医

药也正逐步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根据《中国中医

药统计年鉴》和 Scopus 数据库的数据，近年来中国

中医药企业的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和影响力指数显著

提高，代表着中国中医药企业正加速挺进全球舞台，

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态势。中医药企业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不仅是衡量中国中医药企业在国际医药领域

的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也对企业未来的发展

决策和国家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对于中医药企业而言，学术成果是一个企

业整体科研实力的展示窗口，是企业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输出手段，这些学术成果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学

术影响力，所以学术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

其企业的科研能力。那么研究通过文献计量的分析

方法可以量化中医药企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将抽

象概念的影响力转化为实质性的数据，以具体的数

字说明其影响力的范围和深度，以便科学精确地评

价中医药企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理论

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应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

做出贡献，将中国中医药企业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中医药企业或其他医药领域的企业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和科研环境对学术影

响力的影响。中医药企业是我国中医药文化发展和

传播的主体力量，所以中医药企业在国际领域中增

强学术影响力，不仅是代表企业自身获得了更高的

地位和认可，更是将中国的中医药文化展示在国际

舞台，用科研成果去证明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如某中医药企业通过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关

于中药新药研发的高影响力论文，不仅提高了其国

际知名度，还获得了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正

因为中医药的特殊性，应用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中

国中医药企业才更具有合理性，国际学术影响力也

成为中医药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依据。所以，本

文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是中医药企业基于学术成

果的研究和传播在国际领域下获得的关注、认可和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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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构建中医药企业国际学术

影响力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包括国际合作、学术发

表、会议参与和政策支持等多个因素。通过模型的

指导，明确中医药企业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路径

和策略，可以系统性地规划和实施企业国际学术影

响力提升的方案。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中，对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进行科学、精准及客观的评估呈现出一定的

复杂性和挑战性。作为研究的起点，本文首先从现

有的各类医药领域企业排名中抽取指标体系的构建

思路。学术影响力的评估通常基于学术论文的传播

和影响，而针对不同领域和评价对象所构建的国际

学术影响力指标体系则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

这些体系中的某些指标定义和内涵对于中医药领域

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为本文指标体系的合理

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参考。 

在对现有成熟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指标评级体系

（包括针对期刊、学者或高校等的评级体系）进行深

入文献研究和资料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在理论上为

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不断的探

索和分析，逐步优化了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使其更

加科学准确。首先，确定评估目标为我国上海、深

圳上市的 75 家中医药企业，查找药智数据中药药

业排行榜、全国工商联医药商会最具影响力榜单等

相关指标体系形成初步指标体系雏形；接着进一步

查阅文献对比学者、机构、高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指标评价体系，筛选并提炼出与本研究契合且数据

来源充足的评价标准，最后通过查阅文献确定指标

选择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并补充其他相关

指标。 

通过对文献查阅整理，发现了多个相关的学术

影响力评价研究模型。刘懿萱等[8]为厘清我国医学

学科的发展现状，通过数据库检索和文献计量分析

的方法，多维度深入对比分析各医学学科的排名和

影响力，勾勒出 8 个医学学科在全球的发展态势。

徐荣等[9]为客观评价机构的学术影响力，选取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收录论文数、篇均被引频次、

平均影响因子、H 指数、论文被引百分比及学科规

范化引文影响力等文献计量学分析指标对 8 家中

医院发表的 SCI 论文进行统计，发现中医院发表的

SCI 论文存在影响力较弱、高影响力论文数量较少

及学科规范化影响力较低等问题。刘盛博等[10]依

据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狭义界定，突出高校通过

国际学术交流，为发展其国际学术地位所产生的影

响力，选取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

国际合作论文量等指标综合衡量高校国际学术影

响力，表明了“双一流”建设对高校的国际学术影

响力具有促进效应。郝晓梅等[11]通过从学者的论

文产出、论文引用情况及论文的传播影响力 3 个层

面构建模型，采用基于最优尺度变换的多重对应分

析方法对构建的学者学术影响力总评分模型进行

了验证。 

上述的研究中，采用单纯的学术论文评价机制

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涵盖所有维度的学术

影响力。在高校研究机构评估方案课题组[12]的研究

中提到为了鼓励和推动对科技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国

际学术交流，增加了举办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指

标。本研究通过不同领域或不同对象的指标体系调

查，得出学术影响力是大部分基于调查对象的学术

论文所进行评价的，相关指标如被引频次、发文数

量等指标及国际学术会议指标符合本文的研究。最

终构建出中医药上市企业国际学术影响力指标评价

体系，包含 3 个一级指标和 6 个二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际学术影响力指标评价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indicator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论文产出情况 总发文量/篇 在 Web of Science 上发文总数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论文数/篇 发文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的论文数量 

论文引用情况 总被引频次/次数 发文被引的总次数 

篇均被引频次/次数 发文被引的平均频次 

被引频次前 1%的论文数/篇 发文被引占前 1%的论文数 

国际学术活动情况 参加国际峰会论坛次数 参加的国际性学术峰会和论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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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研产出主要形式之一，学术论文已被广

泛用于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当中。在一定程度上，高

质量的学术论文代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质量，而只有

高水平的研究质量才能获取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影响

力[13]。Web of Science 是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

数据库，也是全球最受信赖且独立于出版方的全球

引文数据库，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

等多个领域，收录了大量的 SCI 论文及高质量期刊。

由于其国际范围内的权威性与合理性，本研究选取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学术论文相关指标进行

评价，以彰显数据的选取在国际范围内更具有权威

性和合理性。同时，本研究还补充了企业的国际学

术活动情况，企业主办或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能够提

升其在国际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所以，本研究构建了 3 个一级指标，分别是以

学术论文为基础的论文产出情况、论文引用情况、

企业的国际学术活动情况。其中论文产出情况是对

企业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的评价；论文引用情况是

对企业学术论文传播能力和广度的评价；国际学术

活动情况是对学术交流和合作能力的评价。3 个一

级指标从 3 个维度全面考察企业的国际学术影响

力，将学术影响力这一抽象的名词具体化，明确了

提升学术影响力的 3 个方向。 

论文产出情况的二级指标分为总发文量和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论文数，其中总发文

量代表了学术论文产出的数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期刊分区论文数是其论文发表的期刊的质

量，也就是论文的载体影响力，质量较高的期刊往

往审稿制度更加严格，是一种潜在的主观评价[14]，

反映了学术论文的影响力，代表了论文产出的质量，

因为本文所评价的领域集中在医药行业，采用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可使归一化粒度更为

精准，规避追逐热点造成的评价偏倚，给予基础研

究和冷门研究更合理的评价权重。论文引用情况的

二级指标分为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被引频

次前 1%的论文数，其中总被引频次可以最直观展

现出该企业的学术论文引用情况，篇均被引频次可

以避免企业论文数量多而造成总被引频次高的情

况，被引频次前 1%的论文数代表了此论文在中医

药领域是学术价值极高、专业影响力极大的学术成

果。国际学术活动情况的二级指标是参加国际峰会

论坛数，此指标代表了企业的国际交流合作能力和

企业自身实力，侧面反映出企业的国际地位。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数据的选取和收集上，主要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中药饮片加工和中成药生产 2 部分组成本文研究的

中药行业，本文选取我国上海、深圳上市的 75 家中

药企业为研究对象，收集以中医药上市企业作为发

文机构发布的论文数量及被引频次等数据，在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中统计获取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论文数的相关数据，并

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3  测量方法 

文献计量和同行评议是当前应用最广的 2 种学

术评价方法[15]，但都存在着其优势和不足，其中，

同行评议的评议标准（或评价尺度）的制定缺乏科

学规范和方法，随意性较强，使得评议结果的主观

性和不公正较强，评价结果的社会认同度或公信力

不足；而文献计量法配合熵权 TOPSIS 法计算可以

使获得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熵权 TOPSIS 法即熵权法与 TOPSIS 法相结合。

熵权法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提供的信息客观确定其权

重，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指标信息；TOPSIS 法是通

过度量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距离来进行结果评

价的方法，能够基于原有数据充分提取信息，实现

综合排序[16]。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过的数据生

成新的变量，采用熵权法获得客观数据的因子得分，

以此确定各指标权重大小，评价指标对结果的贡献

度即为熵权大小[17]，熵权法下得到的指标系数越

大，则权重越高。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信息熵值计算 

①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样本占该指标的比重 

pij＝Xij/
1

n

i＝
Xij (i＝1, 2, 3···, n; j＝1, 2, 3···, m) 

p 表示指标所占比重；X 表示指标具体数据取值 

②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 

ej＝−1/ln n 1

n

i＝ pijln(pij) (j＝1, 2, 3···, m) 

（2）指标的差异系数 d 计算 

dj＝1－ej 

（3）确定指标权重系数 w 

wj＝dj/ 1

m

jj
d ＝  (j＝1, 2, 3, m) 

最终得到中医药上市企业国际学术影响力指标

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如表 2 所示，其中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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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权重 

Table 2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评价指标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系数 w/% 

总发文量 0.995 6 0.004 4 20.94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论文数 0.995 3 0.004 7 22.75 

总被引频次 0.995 1 0.004 9 23.51 

篇均被引频次 0.998 1 0.001 9 9.18 

被引频次前 1%论文数 0.997 5 0.002 5 11.99 

参加国际峰会论坛数 0.997 6 0.002 4 11.6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论文数、总被引

频次 3 项占比权重较大，说明此 3 项指标在评价企

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中发挥较大作用。 

通过熵权法获得指标权重之后，利用权重值乘

原始数据，得到加权标准化矩阵，再 TOPSIS 法进

行计算，而相对接近度 C＝D−/(D
＋
＋D−)，该值越大，

评价对象与最优解越接近，见表 3。 

表 3  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 A+/A− 

Table 3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evaluation index 

A+/A− 

评价指标 正理想解 A+ 负理想解 A
− 

总发文量 0.419 0.209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期刊分区论文数 
0.455 0.228 

总被引频次 0.470 0.235 

篇均被引频次 0.184 0.092 

被引频次前 1%论文数 0.240 0.120 

参加国际峰会论坛数 0.232 0.116 
 

最终，基于指标权重结合 TOPSIS 法计算综合

分析评价出 75 家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排名，如表 4 所示（仅展示排序结果前 30 的

企业）。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选取了 75 家中国中医药上市企业作为

分析对象，通过合理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

权 TOPSIS 方法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企业的国际学

术影响力。此研究的核心在于加强民族医药企业的

学术声誉，并促进中医药行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天

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国际学术影响力方面位居前

5。这些公司作为中国的民族企业，凭借长期积累的

研发和创新能力，构筑了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逐

步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学术影响力最强的企业

之列。 

近年来，中医药在临床治疗中显现出其独特优

势，丰富的中药资源也为中国中药产业的规模化发

展提供了坚实基础[18]。特别是在 2018 年 5 月，世

界卫生组织正式承认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极大地

提升了其在国际医学领域的地位。随着中国在全球

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医药也越来

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国际影响力正处于不断

上升的轨道。 

中医药上市企业作为中医药领域的关键组成部

分，在推动中医药国际传播和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提高中医药企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不仅有助

于中医药的全球发展，更是为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

全添加一份保障。中医药领域的传承、创新、发展

是目前很多中医药企业最重视的部分，但中医药在

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还远不及化学药，中医药作为

中华民族特色的医药学体系，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

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观念及实践经验，

虽然目前中医药已传播至 196 个国家和地区，但是

中医药在其他国家的生产与使用情况仍不太乐观，

始终以一种非主流的医药学体系存在于国际视野之

中，无法实现中医药实际的价值与作用。扭转这种

局面的根本就是要提升中医药的学术影响力，通过

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误解

和偏见。鉴于此，本文基于对企业国际学术影响力

提升的分析，提出以下 4 点建议。 

4.1  提高企业学术论文的产出及质量 

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呈现的主要方式，也是科

研成果传播的重要形式，高产出、高质量的学术论

文背后对应着相应的科研投入和科研成果。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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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排序结果 

Table 4  Ranking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luence evaluation 

企业名称 正理想解距离 iD＋  负理想解距离
iD−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结果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144 0.393 0.732  1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171 0.336 0.662  2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189 0.329 0.635  3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0.181 0.296 0.620  4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191 0.309 0.618  5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186 0.284 0.605  6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270 0.268 0.498  7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279 0.239 0.461  8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262 0.201 0.434  9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269 0.170 0.387 10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306 0.138 0.311 11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329 0.133 0.288 12 

武汉马应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324 0.119 0.268 1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410 0.117 0.221 14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348 0.095 0.215 15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57 0.093 0.207 16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359 0.084 0.190 17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62 0.080 0.181 1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369 0.073 0.164 19 

山西广誉远中药有限公司 0.376 0.062 0.142 20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381 0.055 0.126 2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391 0.054 0.121 22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417 0.055 0.116 23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392 0.050 0.112 2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390 0.049 0.111 25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395 0.042 0.097 26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400 0.038 0.086 27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406 0.037 0.083 28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403 0.034 0.078 2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403 0.034 0.078 29 
 

传播与创造是学术论文产出的核心目的，各企业应

继续致力于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原创性的研究成

果[19]，真正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度。科研

成果是中医药领域实力的证明，在此基础上提高学

术论文的产出和质量能够使中医药国际化事半功

倍。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越多，企业的国际学

术影响力和中医药领域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就越

大，中医药才能真正地进入国际视野。 

4.2  加强国际学术沟通交流与合作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塑造“中国原创”，用

“中国智慧”造福世界人民[19]，学术会议、论坛等相

关学术活动能够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学术不能闭

门造车，中医药领域更需要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专

家互相交流，需要关注研究热点，融入国际社会医

药领域，与国际医药领域建立联系，增强企业自身

的影响力。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是最直观、最直接的

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方式，国际学术活动往往比

一篇学术论文更具有传播力，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度，

可以实现知识和资源的共享，促进不同企业间的互

补和协同效应，从而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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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 

4.3  探索外国读者更易接受和理解的传播渠道 

目前，全球范围内全媒体跨语言传播缺乏统

一的外译规范与合理标准，使中国中医药国际传

播内容参差不齐，我国中医药国际传播一定程度

上仍采用对内传播的方法，而由于国际受众的社

会文化环境不同，导致国际受众对中国中医药的

认知有偏差[20]。中医药企业的国际传播内容不要

拘泥于自身企业的传宣，而是应该弘扬真实全面

的中医药文化，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误解。中

西方文化差异始终存在，中医药的民族特色更为

其国际传播增加了难度，通过传播内容、传播形式

的创新，利用好海外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势必

可以在创新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范式中，打造

新的亮丽名片[21]。 

4.4  国内医疗医药界对中医药的误解与排斥问题

值得深思 

在对国内 75 家中医药上市企业国际学术影响

力调研中发现，国内医药医疗界存在着中西医、中

西药之间的不同看法和评价。因此，要进一步加大

国内中西医界学术交流，特别是对中医界的最新科

研成果中医中药，也包括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兼用

的方法，治疗患者尤其是疑难杂症的成功结果和案

例，进行交流与展示，以让更多的国内非中医中药

的科研工作者，医疗单位的医务工作者，切身感受

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与临床实效，进而使更多的医

疗医药工作者，认知认同并支持中医药学及中医药

行业的发展及更多地走向世界。 

本文所研究的中医药上市企业的国际学术影响

力仅从学术论文及学术活动等相关指标进行评价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论文作为其

学术影响力研究的重要指标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中

药企业的核心而言，在知识产权领域、重点项目课

题及各种荣誉奖项所取得的成果也会成为影响国

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学术论文和学

术活动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学术影响力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学术影响力研究通常

固定在学术界，很难扩展到社会层面和成果转化层

面[22]，应尝试从专利影响力、技术影响力等多个维

度对中医药企业进行评价。学术影响力是一个多维

概念，可以用多个指标表征，从而实现多角度、更

全面的论文学术影响力评价[23]，基于不同学科不同

领域的评价，应采用不同的指标评价体系和测量方

法，从而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结果。 

2023 年 4 月，在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高峰

论坛暨第 2 届中医药高质量大会上，专家指出：“中

医药走向国际已成大势所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国

家日益强大，更是因为世界对中医药的需求日益增

加。”如今，中医药领域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医药上市企业作为该

领域的重要支柱，应不断提升其国际学术影响力，

以推动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这不仅有助于彰显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和独特魅力，

还将为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助力构建

更加和谐健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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