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聯合國將針灸列為世界文化財產 

張永賢 

  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自 2003 年開始評選非物質文化財產（Wor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用意是在全球化的風潮下保存

藝術形式和其他風格。申報列入此名錄的文化財產，必須證明官方已制訂保護措

施，確保其健康發展。 

  今年（2010 年）11 月 16 日在肯亞首都奈洛比（Nairobi）舉行會議，將針

灸、京劇、法國傳統美食及西班牙佛朗明哥舞等，列入「世界非物質文化財產」。 

  針灸入選的理由，針灸以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和經絡穴道等理論，運用針具與

艾葉等主要工具和材料，通過刺入或薰灼身體特定部位，調節人體平衡狀態而達

到保健和治療作用的知識系統，這些知識與傳承凝聚中華民族智慧和創造力的獨

特文化表現形成，並成為重要的文化認同符號。針灸簡單易操作，安全有效，在

針灸理論基礎及臨床，使針灸走向世界的里程碑。 

    目前國際使用針灸醫學有 160 個國家，世界衛生組織（WHO）積極推展針灸

醫學，在 1997 年建議針灸可治療 43 種疾病。1989 年公告《國際標準針灸穴名

方案》（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將針灸醫學推廣至國際應用，促

進國際針灸學術共同語言拓展交流大道。1995 年發表《針灸臨床研究規範》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Research on Acupuncture）。1999 年發表《針灸

基本訓練及安全規範》（Guidelines on Basic Training and Safety in 

Acupuncture）。2000 年發表《傳統醫學研究和評估方法的規範》（General 

Guidelines Methodologies 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2002 年第 55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發表《2002-2005 世界衛生組

織傳統醫學全球策略》（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02-2005）。2007

年發表《WHO 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共有 3,543 個傳統醫學術語定義及

解釋。2008 年又公佈《WHO 國際針灸標準穴位》（WHO Standardization of 

Acupuncture Points Locations）。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在 1992 年成立「另類醫學辦公室」（OAM），1998

年擴大為「國家互補與另類醫學中心」（NCCAM），如今是「整合醫學中心」聯盟

（Integrative Medicine Centers），目前有 46 所醫學院及醫學中心加入聯盟。

美國現有針灸師 2萬名，其中 5千位為醫師。日本現有 80 所醫學院，自 2003 年

列「東洋醫學」為必修課程，甚至列為國家醫師考試必考的題目，因為人民喜好

東洋醫學。德國將針灸醫學列為健保給付項目，有 5萬名醫師執行針灸，並有多

項針灸醫學研究計劃在執行。 

 

 

 

 

 

 

 

 

 

《WHO 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2007    《WHO 國際針灸標準穴位》2008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傳統醫學（針灸）之態度與工作 

1978 年 成立「傳統醫學規劃署」 

1979 年 

 

世界衛生組織刊物《世界衛生》特別介紹針灸專刊，並建議針灸可治療

43 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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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國際標準針灸穴名方案》(Standardization of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1995 年 

 

發表《針灸臨床研究規範》(Guidelines for Clinical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1999 年 

 

發表《針灸基本訓練及安全規範》(Guidelines on basic training and 

safety in  Acupun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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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針灸臨床對照試驗研究的評論》(Acupunc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ports on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2000 年 

 

發表《傳統醫學研究和評估方法的規範》（General guidelines 

Methodologies 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2002 年 

 

發表《2002-2005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全球策略》（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0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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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WHO 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WHO International sendcm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3,543 個傳統醫學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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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世界衛生組織標準針灸經穴定位》（WHO Standardization of 

Acupuncture Points Locations） 

 

 

 

 

 

 

 

 

 

 

 

 

 

 

   《針灸基本訓練及安全規範》          《針灸臨床對照試驗研究的評論》 

          (1994 年)                          (2000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