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藥學源遠流長，
博大精深，包含中華民族

數千年的智慧。單看診治病人的中醫院，從
古時的小茅廬，至現時規模宏大的中醫院，
更見證業界與時並進。現時內地的中醫院發
展一日千里，縣級以上均設有中醫院，不少
已經達到三級甲等的級數，即需達到500張
病床或以上，提供專科，甚至特殊專科的醫
療服務，醫治危重疑難病症。醫院內除配有
各先進的儀器，還有培養各種高級醫療專業
人才的教學、承擔省以上科研項目，並參與
和指導一、二級預防工作。

特別要留意的是，內地的中醫院多年均

以 「中西合璧」 的方式醫治病人，即先以西
醫的方法替病人作檢查，再以中西醫的技術
為病人調配出最好的治療方案。

配備多種先進儀器
中醫院內檢查儀器齊備，除有超聲波及

X光機外，詳細的檢查如電腦掃描及磁力共
振等儀器均有配備。以內地首屈一指的廣東
省中醫院為例，院內開放的床位有3145張，
員工7000多名，擁有超過30億元（人民幣）
的現代化醫療科研設備，去年門診服務患者
達625萬人次，住院患者超過15萬人次。該
院更有國家區域中醫（專科）診療中心6

個，國家衞生健康委臨床重點專科6個，國
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專科22個及省臨床重點
專科50個。

倡招募內地專家
助力中醫藥發展

業界：中醫院剛起步 需要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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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小知識
望 聞 問 切

望診望診：：觀察病人的症狀表現觀察病人的症狀表現

聞診聞診：：辨別病人的氣息語調辨別病人的氣息語調

問診問診：：通過詢問溝通通過詢問溝通，，掌握病人的病情病史掌握病人的病情病史

切診切診：：透過觸按診脈透過觸按診脈，，檢查病人的身體狀況檢查病人的身體狀況

臨床上臨床上，，需要四診合參需要四診合參，，結合運用結合運用，，
互相參證互相參證，，聯繫補充聯繫補充，，才能夠才能夠

全面系統的了解病情全面系統的了解病情

大公報記者 余風

▲內地中醫專家早前來港交流，以 「師
帶徒」 形式臨床培訓本港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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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院是一個BB（嬰兒），需要一些家長、哥
哥、姐姐來幫手，扶持成長。」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秘書長張
振海有感而發，他認為新設立的中醫院，需吸納一些境
外有資歷的中醫來擔任顧問和指導，以及進行學術
交流，協助香港中醫發展。

《中醫藥條例》設有 「有限制註冊中醫制度」 ，方便引進中醫
專才在指定的機構進行中醫藥學的臨床教育和科研工作。張振海
指出， 「三間院校、醫管局的中醫診所都可根據條例，按其教學
及發展需要，邀請適合的內地專家來港作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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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中醫院的醫護人員在救治患者。

內地中醫院 擅長中西合璧治療
造福病人

教學醫院使命

•與本地三間中醫學院合作，就大學本
科生、研究生提供臨床培訓

•為香港的中醫和西醫專業人員提供相
關的深造醫療培訓和教育

•為院內專業人員提供相關持續培訓

培訓本地中醫師管床能力
張振海坦言，現時本港中醫業面對欠缺

臨床管床的培訓，即是讓中醫師有主診的角
色，參與管治病床的模式，主動負責獨自救
治病人，不能只是像過往一味單純跟診的模
式， 「我們本港的中醫師大部分都在門診內
做中醫師。」 他又說，三間大學的中醫畢業
生在實習時需在醫院內，以浸會大學為例，
要求學生在實習時需有一定管理病床的經
驗， 「在中醫院開幕之前，趁此兩年時間，
應將本港的中醫師帶到有管床模式的地方進
行培訓。」 他指出，要培訓本港醫師有管床
的能力，可以前往內地受訓，或醫管局可以
開放讓中醫師在公立醫院病房培訓。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林
蓓茵表示，本港首間中醫院成立是
一個推動中西醫協作的契機，但不
可以單靠中醫院，應在公立醫療系統
內加入中醫師常設職位和服務，逐步由
中醫師會診及開處方等職能上做起，由小
步開始推動大步發展。

僅400張病床難滿足需求
林蓓茵認為，可以由中風患者開始，香

港有許多中風的病人可接受針灸治療，針灸
不需要用藥，不用擔心中西藥相沖，可以先
由針灸的中醫師駐診公營醫院的門診部開
始，為一些需要針灸的病患者服務。她指
出，如此在中醫院投入服務前，中醫師亦更

能熟習醫院的
環境，方便日後的工作。

立法會議員陳永光表示，中醫院將會提
供400張病床，但從目前市民對中醫藥服務
的信賴和支持程度來看，恐怕400張病床遠
遠未能滿足市民的需求，希望未來能有第二
間、第三間及更多的中醫院。

培養專業優秀人
才，中醫藥才可高質量

發展。未來的香港中醫院除了治理病人，
還肩負教學與培訓重任，擔當本科及學士
後課程的臨床實習平台。張偉麟表示，目
前本港有三間大學（包括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開設全日制中
醫藥學士學位課程，現時學生需往內地中
醫院進行臨床培訓，當香港中醫院啟用
後，中醫學生就可在這裏實習培訓。

學生兩地實習相得益彰
張偉麟說，希望日後中醫學生的培訓

時間可平分成兩部分，50%時間在香港中
醫院作臨床培訓，因本港中醫師需符合本
港醫療制度，認識本土的病種及狀況，應
對港人對中醫醫療服務的期望；另外50%
時間仍需到內地中醫院作臨床培訓，因內
地中醫實力較強，病症及病種較本港多，
到內地接受培訓能吸收更多不同的經驗，
接受兩邊訓練對學生來說是最好的。

此外，中醫院還要肩負培訓本地人才
的責任。本港現時欠缺成熟架構讓中醫深
造，張偉麟透露，中醫業界正循中醫專科
方向發展作討論，希望在未來達成共識
後，特區政府將推出措施，協助推動中醫
專科及深造的發展，屆時中醫院就可發揮
強大功能，輔助本港中醫師培訓。他又
指，中醫院設有完善教學培訓設施，還可
提供設備召開國際會議，至於推動中西醫
協作方面，中醫院同樣可提供場所作臨床
培訓。

作育英才





強化民營經濟 提振市場信心
近日，中央編辦正式批覆在國家發

改委內部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作為促
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專門工作機構，
以加強相關領域政策統籌協調，推動各
項舉措早落地、見實效。這是罕見的舉
措，充分說明中央支持民營經濟是一項
長期政策，向市場釋放出強化民營經濟
發展的重要信號，有力提升各界預期和
信心。在中央一系列重要政策支持之
下，民營經濟將迎來高質量發展的新階
段，這對香港而言也是一項重大機遇。

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國家發展不
可或缺的力量。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去
一段時間以來，尤其是經歷三年疫情影
響，以及美國的各種打壓限制之下，民
營經濟面臨各種困難。面臨新的形勢，
需要不斷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鼓勵
和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競相發展的環
境。事實上，今年以來，國家不斷出台
關於推動民營經濟的意見和政策措施，
不斷強化對民營經濟的支持。

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外
發布《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
見》，從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政策支

持、法治保障以及促進民營經濟人士健
康成長等方面，提出31項具體舉措。8
月，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再推出促進民營
經濟發展28條措施，多方面提振民營企
業信心，其中包括支持民營企業參與重
大科技攻關，擴大民營企業信用貸款規
模等。

這次新設民營經濟發展局，被視為
落實和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一步。
一方面體現了國家更加重視民營經濟發
展的政策導向，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解決
民營經濟問題的決心，正視民營經濟發
展面臨的痛點、堵點問題，構建強有力
的工作機制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優
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涉及很多行政管理
部門的審批權限、政策制定、公共服務
等內容，民營經濟發展局設在發改委，
可以更好發揮發改委的綜合協調作用，
推動形成各部門共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的合力。

事實上，近期在各項政策推動下，
民營經濟的發展動能得到了提升。例
如，在促進民間投資方面，國家發改委
近期向有關銀行推送了首批715個民間
投資項目，各地截至9月2日梳理報送擬

向民間資本推介的項目超過3500個、總
投資超過3.7萬億元，並將在本周內向
社會公開推介。國家發改委還將積極推
進建立重點民間投資項目庫、推動強化
重點民間投資項目用地保障、設立中央
預算內投資促進民間投資引導等。

國家發改委民營經濟發展局的設
立，是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大事，正
如有市場人士認為，有力地提升了各界
的政策預期，提振了對未來發展的信
心，民營經濟將在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
不斷壯大做強。

民營經濟迎來更好的發展未來，對
香港各界也是大展拳腳的好機會。 「一
國兩制」 下的香港特區，擁有內通外聯
的獨特優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為
內地民營企業 「走出去」 、招商融資等
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香港商界和專
業界有豐富的經驗，在助力內地民企開
拓市場、應對風險、強化企業治理等方
面都能發揮作用；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創
新創業，也有了更好的平台和契合點。
抓緊國家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香港既能為國家發展作貢獻，也能有力
增強自身發展動能。

日本的抹黑伎倆

聞風

日本政府不顧國內外強烈反
對，強行排放核污染水，引起包
括港人在內的各地民眾強烈不
滿。但日本當局不僅沒有反思自
身惡劣行為，反而動起了 「歪心
思」 ，發動輿論機器，以各種手
段抹黑香港。

許多細心的香港市民發現，
近月來，日本各類媒體對香港的
報道有所增加，但增加的不是客
觀的事實，而是各種負面內容。
例如，有的通過所謂的 「深度報
道」 之名，抹黑香港的國際形象
不斷下跌；有的又以 「專訪」 的
形式，聲稱外國人在香港工作、
生活等方面都受到影響；有的更
是採訪一些 「黃絲」 ，聲稱面臨
巨大政治壓力等等，不一而足。

為 什 麼 日 本 媒 體 突 然 「關
心」 起香港來？其實，如果不是
日本強排核污水引起港人的反
彈，上述 「報道」 未必會出現。
顯而易見，日本當局以為通過這
些抹黑香港的內容，可以起到混
淆視聽的作用，化解自身在國內

外所受到的壓力，讓排核污水決
定變得 「正義」 起來。這其實是
典型的 「烏賊戰術」 。

猶記得日本駐港總領事曾大
言不慚地稱 「日本不是以牙還牙
的國家」 ，還稱不會就香港禁日
本水產採取 「報復」 舉動云云。
但上述抹黑香港的行動，難道不
是報復而是報恩？這等同是撕下
了某些人的偽善面目：表面上道
貌 岸 然 ， 實 際 上 「 背 後 捅 刀
子」 。

日本當局如果真想改善自身
形象，唯一能發揮正面作用的，
就是正視各界的質疑，停止排放
核污水，並邀請國際社會進行全
面監測。棄正道而不行，偏偏要
走歪路，最終只會引起國際社會
更大的反感。

早前有報道稱，日本當局為
排核污水準備了700億日圓的巨額
「公關預算」 。然而，日本若不

改變錯誤言行，莫說700億，即便
7000億也沒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