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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作为国粹，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从鸦片战争以

后，中医药在我国的主体地位逐步被西医所替

代，事实上形成了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

存的格局，致使中医药长期在饱受争议中担负

着维护公众健康的重任[1]。因此，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去解读和阐释中医药的丰富内涵、推动

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是一项艰巨的

历史任务。广大中医药从业人员，一方面要承

袭几千年来有效指导了临床实践的中医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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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具备现代科学的基本

素养，以使二者能够进行必要的“对话”，从

而在诠释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上有所突破。因

而从实践主体入手，对中医药各类从业者的

现代科学素养展开系统研究，并取得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可望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打

开一扇新的视窗。

目前，科学素养的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

艾[2]，形成了以美国著名学者 J. Miller 三维度

体系[3]为主导的科学素养测评框架。然而，科

学素养的研究一直未进入中医药领域，相应

的理论研究和测评工作至今还是空白。因此，

把科学素养理念引入中医药领域，围绕从业

人员这个中医药实践的主体开展测评研究，

能够为中医药行业的人才培养方式、继续教

育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能够为科学素养研

究提供新的职业测评案例和操作范本[4]。这正

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中医药从业者

就中医药从业者而言，目前还没有明确的

标准体系[5]。本文考虑到中医药的社会参与性

强，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较宽泛的界定，把“中

医药从业者”这一概念认为是指从事中医药行

业直接相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即包括：医师

类、药师类、护师类、教师类、技师类、其他

类 （中医药管理人员、中药企业人员、医药代

表以及交叉行业的相关人员等） 等六类。
1.2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 （Scientific Literacy） 的研究发端

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

James B.C 提出的一种科学教育理念[6]。伴随着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科学技术日益

社会化的进程，“科学素养”经历了一个概念

形成、正名、解析、完善的过程[7]，这个过程

目前仍在继续。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对科学素

养概念的把握，可归纳为学理性定义、政策性

定义、操作性定义 3 种不同的含义[8]。其中，

操作性定义是从测评意图与要求出发给出的

科学素养概念，也是面向公众或特定人群开

展科学素养研究所采用的概念。因而本文所提

到的“科学素养”，简单来说就是指中医药从

业者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

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

的水平。

2 研究方法
2.1 中医药从业者科学素养评价维度的构建

科学素养是基于对“科学”解读意义上的

素养，然而“科学是什么”，却是一个难以精

确回答的问题。学术界虽然从各种角度不断进

行探讨，但至今尚未能概括出完整的“科学”

含义，也无法给出“科学”公认的、明晰的边

界。虽然如此，对“科学”的认同却有着“最

小公约数”原则，那就是“被大多数科学家承

认是科学的东西”。这种最基本的认同或共识，

赋予了科学素养具有相对性、稳定性的意义，

为开展不同职业人群科学素养测评和比较研

究提供了可能。

按照“最小公约数”的原则，科学素养的

结构可以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而出。

第一，科学被公认为是一种知识体系，是系统

化的实证知识，主要通过科学术语和概念进行

表述。因此，科学素养就体现为“对科学术语

和概念的了解”。第二，科学被公认为是一种

研究活动，是知识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一切科

学活动都遵循固有的价值取向，并集中表现为

由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所构成的科

学意识。因此，科学素养便体现为“对科学意

识的理解”。第三，科学意识是人类在科学活

动中与宗教、迷信等非科学意识长期博弈中形

成的，科学素养由此又衍生出“对科学历史的

了解”。第四，科学被公认为是一种社会建制，

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科学与社会建制与

其他社会体制 （军事、政治、文化等） 存在着

互动关系，对人们认识世界、发展生产力、变

革社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科学素养就体

现为“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了解”。第五，科

学技术的滥用和手段的失控，也会破坏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科学素养由此又衍

生出“对科技副作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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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开展中医

药从业者科学素养测评，就可以勾画成五维度

的测评体系。一是对科学术语和概念的了解，

包括现今时代应该了解和能够掌握的科学术

语和概念，以及对科学热点关键词的了解，简

称为“科学术语”；二是对科学意识的理解，

主要指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和科学研究过程的

理解，以及从科学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观念和能力，简称为“科学意识”；三是对科

学的社会功能的了解，主要指科学对社会发

展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对科学公共事

务的参与能力，简称为“科技社会功能”；四

是对科学历史的了解，主要指对科学发展历

程和有关重要原理形成的了解，简称为“科技

史”；五是对科技副作用的了解，主要指现代

社会应该知道的科学负面影响及看法，简称

为“科技副作用”。

以上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

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

大致共识而来，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

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

括中医药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

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中医药从业者科学素养评价模型的构建

2.2.1 科学素养五维度权重的确立

科学素养的五个维度，对职业人群的“分

众科学素养测评”的重要性程度是不一样的，

不能走“全民科学素养测评”各指标等量齐观

的老路，必须有效地确定各维度的权重，从而

保证测评的水准。权重的确定方法有很多，包

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强制打分法、主

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构权法

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

为了准确地反映各维度对职业人群科学素养

整体的影响，经过反复比较，我们采用模糊层

次分析法 （Fuzzy-AHP） 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

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这实际上是一种改进了

的 AHP 法[9]。Fuzzy-AHP 中判断矩阵中的元素

取值为 0 到 1 之间的小数，因而适合综合多个

专家对于权重的意见。Fuzzy-AHP 法首先需要

构造模糊互补判断矩阵，设有维度的因素集

，则表示维度的因素

两两比较重要程度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为

其中 ， ， 。 表示因素

i 比因素 j 重要的隶属度， 越大，因素 i

比因素 j 越重要， 表示因素 i 与因素

j 同等重要。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要求，先让各

评判专家采用 1 至 9 及其倒数的标度方法两两

对比确定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再求出

的平均值 以便综合各个专家的意见，然后将

普通层次分析法的标度过渡到模糊层次分析

法的标度，取 （是大于 81 的任意一个

数），令 ， 即构成模糊互

补判断矩阵的元素。接下来根据多位专家确定

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就可以计算出权重值。

五个维度分别设为： 1 科学术语、 2 科

学意识、 3 科学社会功能、 4 科学史、 5 科

学副作用。我们邀请了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

科技局、广州市科协、中山大学等从事科技管

理、科普研究的专家 80 名，请这些专家对五

个维度各自独立地进行两两比较并排序。共发

出问卷 80 份，收回有效答卷 79 份，统计结果

如表 2 所示。

按照前述计算方法，五个维度的权重值计

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2 科学素养各维度选择排序比较（单位：人次）

科学术
语 1

科学意
识 2

科技社会
功能 3

科技
史 4

科技副
作用 5

1
2
3
4
5

选择排序

维度人 次

19
6
16
20
18

43
22
12
2
0

16
33
16
9
5

1
14
23
33
8

0
4
12
15
48

表 1 中医药从业者科学素养测评的五维度体系

科学意识
科技社会
功能 科技史

科技副
作用

2 3 4 51

科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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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综合评价方法的确立

在取得各维度的权重之后，先要对各个指

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到本研究，二

级指标是不同的问卷试题，我们在设计题目时

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

答对或答错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

量纲的分值。

至此，可以得到各维度的权重和各项指标

的无量纲化分值，最后采用线性综合评价法计

算综合得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i 为第 i 个维度的综合得分值；

ij为第 i个维度第j项指标值的评价分值；

j 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2.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

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广州中医药大学、广

东省中医院、广州扶元堂推拿诊所、广州敬修

堂药业公司、广州市药材公司中药饮片厂等 19

家单位。共发出调查问卷 1 500 份，收回有效

问卷 1 403 份。对照组人群样本，在到访广东

科学中心的旅游者中随机抽取，其中包括中小

学教师、公安干警、机关党务工作者、解放军

官兵、工商税务人员、记者、企业技术人员等。

共发出调查问卷300份，收回问卷262份。

3 结果与讨论
3.1 基本调查信息统计

3.1.1 年龄构成

3.1.2 文化程度构成

3.1.3 职业构成

3.2 科学素养测评总体情况

3.2.1 测评的综合结果

结果表明，中医药从业者的综合得分与对

照人群的综合得分仅差 0.356 个百分点，前者

还略高于后者。这说明，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

素养水平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至少没

有低于一般公众人群的科学素养。

3.2.2 各年龄段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无论是中医药从业者还是对照

人群，21~30 岁年龄段的科学素养综合得分高

于其他年龄段的人，这与该年龄段处于高等教

育收获期有关。中医药从业者在 41~50 岁年龄

段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水平，而此年龄段对照

人群的科学素养却处在最低水平，形成了一定

的反差。从各年龄段的总体情况来看，两端年

龄段的中医药从业者科学素养低于对照人群，

表 3 科学素养各维度权重值

维度

权重值

科学术语
1

科学意
识 2

科技社会
功能 3

科技史
4

科技副作
用 5

0.200 00 0.333 33 0.266 67 0.133 33 0.066 67

综合得分

表 7 科学素养测评的综合得分
中医药从业者

66.513 66.157
非中医药从业者

①医师类
②护师类
③药师类
④教师类
⑤技师类
⑥其他类
合计

表 6 中医药从业者职业构成表
职业 例数

315
129
87
94
27
662
1 314

23.973
9.817
6.621
7.154
2.055

50.381
100.000

构成比(%)

18~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表 8 科学素养按年龄段的综合得分
中医药从业者

综合得分
43.78
66.90
59.45
63.67
49.26

58.33
61.50
58.94
51.03
78.96

非中医药从业者
综合得分

年龄

表 4 被调查人群年龄构成表

18~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合计

样本数
33
752
363
156
54

1 358

中医药从业者 非中医药从业者 （对照人群）
构成比(%)

2.430
55.376
26.730
11.487
3.976

100.000

样本数
6

151
81
9
9

256

构成比(%)
2.344

58.984
31.641
3.516
3.516

100.000

年龄

表 5 被调查人群文化程度构成表

①中专及以下
②大专
③本科
④研究生
合计

样本数
84
300
666
296
1 346

中医药从业者 非中医药从业者(对照人群)
构成比(%)

6.241
22.288
49.480
21.991

100.000

样本数
21
54
123
52
250

构成比(%)
8.400

21.600
49.200
20.800

100.000

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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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间各年龄段的情况正好相反，这可能与中

间各年龄段中医药从业者普遍受到正规的院

校科学教育有关。

3.2.3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无论是中医药从业者还是对照

人群，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大致与其文化程度

呈正相关关系。其中本科生科学素养最高，而

研究生并没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长而增长，而

是低于大专和本科文化程度的科学素养，这可

能与本次测评的题目难度偏中等而高学历并

无优势有关。从各文化程度的总体情况来看，

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素养综合得分在各文化

程度上普遍略高于对照人群，这与两类人群

测评的综合得分结果一致。
3.2.4 不同职业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中医药从业者的其他类和医师

类的科学素养综合得分最高，排在第三、四、

五、六位的分别是教师类、药师类、技师类、

护师类从业人员，这也大致反映出我国中医

药队伍六类从业者的总体文化素质水平。
3.2.5 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素养综合

得分，与专业技术职务的关系不大。而对照人

群的科学素养综合得分，与专业技术职务的高

低大致呈正相关关系。

3.3 各维度测评的总体情况

3.3.1 各维度测评的综合结果

结果表明，中医药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

五个维度上，科学素养的得分差别都不大。

在科学术语、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

副作用四个维度上，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素

养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而在科学意识维度

上，非中医药从业者对照人群的得分，略高

于中医药从业者。
3.3.2 各维度在不同年龄段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中医药从业者在五个维度上

的测评得分，都与年龄段呈一定的关联性。

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医药从业者

在五个维度上的测评得分都呈现出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这种情况与科学素养在各年龄

段的综合得分大致相同。

3.3.3 各维度在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两类人群科学素养在各维度

上的得分大致与其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在总体均处于最低档次，

本科文化程度的得分普遍较高。其中在科学

①中专及以下
②大专
③本科
④研究生

表 9 科学素养按文化程度的综合得分

中医药从业者
综合得分
49.62
60.49
67.73
55.80

43.33
48.86
67.49
48.84

非中医药从业者
综合得分

文化程度

表 10 中医药从业者不同职业的综合得分
职业

①医师类
②护师类
③药师类
④教师类
⑤技师类
⑥其他类

62.65
55.14
58.16
58.69
57.32
66.23

综合得分

①初级
②中级
③副高
④正高
⑤暂无

表 11 科学素养按职称的综合得分

中医药从业者
综合得分
66.32
66.86
58.25
45.47
62.83

50.45
53.26
59.34
75.00
52.38

非中医药从业者
综合得分

职称

表 13 各维度在不同年龄段的得分

中医药
从业者

科学
术语

科学
意识

科技社
会功能 科技史

科技副
作用

18~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18~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非中医
药从业
者

组别 年龄

22.36
72.87
56.76
56.53
40.45
20.00
50.34
55.39
13.33
27.59

30.56
69.85
49.92
61.46
16.11
10.00
68.02
40.52
06.67
10.00

55.68
67.68
68.64
67.44
60.13
52.94
64.80
57.30
60.42
60.78

44.68
51.28
52.04
48.93
40.29
38.46
49.61
50.43
46.15
41.03

30.91
62.45
64.77
45.25
35.09
15.00
51.65
59.93
23.33
10.34

表 12 科学素养各维度的得分

中医药从
业者

科学
术语

科学
意识

科技社
会功能 科技史

科技副
作用

73.03 68.59 67.50 51.13 62.59

非中医药
从业者

69.95 70.53 67.23 49.23 62.49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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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科学意识两个维度上，本科文化程度

与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得分差异最大。在

科技史维度上，不同文化程度之间的得分差

异最小。中医药从业者与对照人群的得分，

在一些维度上也有明显差别。

3.3.4 各维度在专业技术职务上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中医药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

专业技术职务方面的得分，呈现出完全不同

的分布。在中医药从业者人群，各维度的得

分与职称高低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随着职

称的升高，得分反而逐渐降低。而对照人群

正好相反。中医药从业者在科技史、科技社

会功能两个维度上，不同职称人员的得分差

异不大，而在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副

作用三个维度上，各级职称的得分差异较大。

这表明在中医药从业者中，中低级职称人员

的科学素养水平较高，这可能与中医药教育

的历史发展有关。在对照人群，各维度大致

上是职称越高得分也越高，表明科学素养与

专业技术水平是一致的。
3.3.5 中医药从业者各职业间的测评结果

结果表明，中医药从业者不同的职业人

员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

除“其他类”职业外，在科学术语、科技副作

用两个维度上，得分最高均为医师类，最低为

技师类。而在科技社会功能维度上，技师类人

群得分最高。在科学术语维度，医师类的得分

与技师类差距最大，在科学意识维度上各职业

之间的差异最小。在科技史维度上，不同职业

之间的得分则差幅不大。从各维度的得分波动

情况来看，教师类职业稳定性最强，技师类的

稳定性最低。不同职业人群的总体情况，得分

排名依次为其他类、医师类、教师类、药师

类、护师类、技师类。

4 结论

第一，本研究的测评结果显示，中医药从

业者的科学素养，在总体上与公众对照群体处

于同一水平，这表明中医药活动主体的科学素

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测评结果还显

示，在科学素养的五个维度上，中医药从业者

在科学术语、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

作用四个维度上的科学素养得分，还略高于公

众对照群体。说明中医药活动主体与“现代科

学”之间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换句话说，仅

从中医药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妄言“中医药缺

乏科学性”[10]是站不住脚的。从本课题大量的

测评数据可以看出，中医药从业者是具备了现

代科学素养的专业人员，所谓中医药的科学性

问题，至少与从业者队伍没有关联性。在推进

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业者队伍的科学素

养不会构成障碍因素。

第二，从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素养来看，

中医药的现代化必须遵循中医药本身的特点

表 14 各维度在不同文化程度人员中的得分

中医药
从业者

科学
术语

科学
意识

科技社
会功能 科技史

科技副
作用

①中专及以下
②大专
③本科
④研究生
①中专及以下
②大专
③本科
④研究生

非中医
药从业
者

组别 文化程度

44.96
59.34
73.78
36.89
53.06
36.16
72.55
40.96

44.53
62.26
69.59
58.91
30.95
46.67
73.41
30.88

59.74
65.64
69.81
65.11
57.14
62.69
65.31
67.59

45.31
48.63
52.07
51.92
36.26
44.44
53.11
51.60

57.14
58.24
63.25
67.46
34.97
51.41
60.14
51.76

表 15 各维度在各级专业技术职务上的得分

中医药
从业者

科学
术语

科学
意识

科技社
会功能 科技史

科技副
作用

①初级
②中级
③副高
④正高
⑤暂无
①初级
②中级
③副高
④正高
⑤暂无

非中医
药从业
者

组别 职称

71.06
64.37
31.39
24.57
62.77
37.78
59.12
33.33
75.00
50.72

68.32
70.31
42.06
11.39
65.80
55.34
42.59
62.50
75.00
41.13

68.39
67.41
65.51
57.35
66.05
59.91
61.03
79.07
75.00
66.73

51.75
51.69
50.00
45.92
49.14
38.89
55.98
52.50
75.00
49.00

63.03
63.13
51.38
22.78
62.59
49.28
52.50
56.25
75.00
62.96

表 16 中医药从业人员不同职业的测评得分

科学
术语

科学
意识

科技社
会功能 科技史

科技副
作用

①医师类
②护师类
③药师类
④教师类
⑤技师类
⑥其他类
平均得分

66.10
48.98
44.14
58.61
22.22
72.94
52.17

59.46
58.04
62.79
58.60
70.37
67.78
62.84

70.05
65.15
67.54
61.75
76.77
66.75
68.00

49.04
37.74
48.51
55.65
43.73
53.11
48.46

65.85
51.08
58.91
56.03
40.74
62.46
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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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律，而不能等同于“中医药 + 现代科学”

这种简单模式。本研究选用的科学素养测评

维度和试题，是基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范

式所构成的，充分体现了唯物论、还原论的

思维模式。从测评结果来看，中医药从业者

对这种范式形成的测评维度并不陌生，甚至

在许多具体指标的测评上还高于公众对照人

群。因此，中医药从业者凭借目前具有的较

高科学素养，去解读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似

乎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医学的对象毕

竟不是单纯的“物”，生命虽然可以还原为

“物”，但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11]，其整

体、活体状态下的生命现象是还原论无法诠

释的。显然，植根于整体思维下的阴阳五行

学说、精气学说、脏腑学说、辨证施治等中

医药理论，如果失去自我而去搞所谓的现代

化，只能是把中医“化”为西医，最终把中

医药“化”为乌有。

第三，推动中医药全方位走向世界，需要

进一步提升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素养。中医和

西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在人类征

服疾病、谋求健康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两种医

学的有效对话、沟通是必要的。对西医来说，

遵循从近代开始的、以实验与理论相结合的

科学范式发展起来，已成长为具有强势地位

的、世界性公认的医学[11]。而对中医药来说，

以 《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

论》 为代表的经典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于古

代，在西医的强烈冲击下被逐步排挤和边缘

化。科学素养既然是按照现代科学范式构成

的，当然与西医是能够通约的。而中医药在国

际化的过程中，其辨证施治等理念的传播、国

际间的医药交流、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中医药书刊的编辑出版等，都有赖于中医

药从业者的国际对话能力。这种国际对话能力

主要就体现为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素养，如果

不能够用现代科学的话语来表述、交流，中医

药走向世界便失去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第四，中医药的人才培养要与时俱进，注

意弥补科学素养的不足，造就一大批既能继承

古朴而精深的中医药理论、又具有较高现代科

学素养的中医药从业者。实际上，现代中医药

人才的培养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需要重拾

传统，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加强对传统

中医药经典习著的研习，努力提高中医药从业

者对经典理论体系的把握水平；另一方面要以

提升科学素养为抓手，对中医药教育的课程设

置、继续教育进行改革，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现

代科学技术的吸收和利用，努力提高中医药从

业者融会新知、广收博采的能力，促进中医药

在现代科技体系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本课题

的测评结果显示，中医药从业者的科学素养在

许多方面有着较高的水平，但也在不少方面存

在着缺陷和不足，这就为中医药院校教育的课

程改革、继续教育的内容设置提供了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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