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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君犖

人體腸道內有多達一億個神經元細

胞，比脊髓的神經元更多，因此被稱為

「第二個大腦」。香港科學園昨日舉行「微生

態峰會2023」，有份主辦峰會的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指出，香港擁有國際級科研

人才、先進技術及知識產權保障等優勢，絕對

有條件成為腸道微生態創新醫藥產業的亞太區

樞紐。特區政府應把握機遇加快推動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的醫藥認證，並聯同大灣區內地城市

建立區域性的藥物監管及認證中心。因應微生

態產業發展，政府更可利用落馬洲河套區建設

現代版的「挪亞方舟」，儲存包括初生嬰兒健

康糞便等大量樣本，成為具全球影響力的微生

態生物樣本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第十五屆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由外交部駐港
公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
更好基金共同主辦，復旦大學、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明報》、香港電台等協
辦，自啟動報名以來已吸引全港100多所
中小學、4萬名學生報名。活動將於下周
四（19日）截止報名，預計今屆參賽人
數會再創新高。

隨着國家奮進新時代新征程，香港
迎來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

期。本屆競賽以「國家新征程，香港新
篇章，世界新機遇」為主題，並有線上
線下活動，旨在幫助香港青少年感知新
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實踐和成
就，提升學生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的
興趣，更好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
勢。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是全港最

大的以外交為主題的知識競賽，面向
全港中小學生。競賽分為初賽、決
賽，題目涵蓋國家外交政策、國際時

事及國際關係、近代中國外交史、中國
歷史文化、國情知識以及「一國兩
制」、香港發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
等領域。去年，外交部駐港公署克服新
冠疫情影響，成功舉辦線上賽事，吸引
了破紀錄的233所學校、共4.8萬名學
生報名。

中學組決賽隊伍有望赴內地參訪
中學組決賽的參賽隊伍有望於7月至8

月赴內地參訪。

今年中學組、小學組初賽將於3月1日
至3月14日舉行，中學組決賽於5月舉
行，詳情稍後公布。

競賽網站地址為：http://quiz.fmcoprc.
gov.hk，報名可登錄https://www.edci-
ty.hk/diplomatic/reg。勝出者將獲得獎
狀、獎盃及飛機模型、平板電腦、書券
等獎品。有興趣的學校和同學亦可關注
外交部駐港公署官網、Facebook賬號、
第十五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網
站，以了解詳情。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下周四截止報名

腸道微生態醫藥的市場潛力
強勁，對香港未來經濟及創科
發展影響深遠。根據市場調查
和諮詢服務供應商 Polaris
Market Research 的 報 告 顯
示，人體腸道微生態全球市場

市值將由2021年的5.99億美元，大幅增加至
2029年預計的31.28億美元，在10年間激增五
倍，2021年至2029年的市場年均複合增長率
（CAGR）達22.95%，以應用計屬治療和診斷
佔最大份額，以產品計則以益生菌、益生元、醫

療食品及補充劑佔最多。
根據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的市場報告，腸

道微生態應用還可擴展到農業和環境，其至2029
年的市值可達157億美元。報告指出，腸道微生
態研究可透過製造生物刺激素、生物農藥及生物
肥料達至保護農作物效果，同時亦可用於土壤改
良，使土壤更肥沃，提升營養吸收。報告還列出
數個關鍵推動因素，包括人口增加、糧食安全需
求、對取代合成化學品使環境可持續性的需求、
新技術的出現，及農民因現時利潤未可持續而願
意繼續進行試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專家倡政府速推動灣區醫藥認證
建區域性藥物監管認證中心 打造港成腸道微生態產業亞太區龍頭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下周四截止報名。

優勢
◆國際級科研和管理人才 ◆先進世界級技術及儀器

◆龐大的國際網絡 ◆完善醫療醫院系統作臨床測試

◆知識產權保障 ◆研究獲全球廣泛報道及關注

◆與內地及海外建立網絡，成功收集全球最大規模母嬰樣本庫

挑戰
◆缺乏審批機構 ◆在境外註冊需重新進行測試

◆缺乏具規模的生物樣本庫 ◆生物樣本無法「過河」

◆無法吸引醫藥研發企業及人才

資料來源：微生態峰會2023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香
港政協青年聯會
（政青）公益慈善
委員會主辦的第二
期「社青共融計
劃」，昨日在香港
城市大學正式啟
動，逾百位城大學
生參與，支持社企
發展，助力慈善事
業。

組織社企參觀 舉辦慈善市集
「社青共融計劃」是將慈善和青年發展結合的項目，於2022年順利舉

辦第一期。計劃旨在加強青年學生對香港社企的了解，發揮青年人的創
造力，助力社企發展。今年「社青共融計劃」將在2月組織社企參觀，後
續還將在中環街市舉行慈善市集活動，實現學以致用、服務社會。
今年計劃由香港城市大學、保良局合辦。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

系主任李彥志，保良局醫療及社企主管蔡王麗珍，政青副主席兼秘書
長盧亦群、副主席兼公益慈善委員會主任袁添出席昨日開幕式。
袁添表示，第一期「社青共融計劃」收到很好的反響。今年與城大
及保良局的社會企業合作舉辦第二期，希望可以繼續發揮青年一代的
影響力，服務社會，為青年人參與慈善事業搭建更好的平台，達到
校、社、商多方共融合作，為社會帶來更多正向影響。
參與此次計劃的商業大使和小組領袖均為政青的架構成員或會員，

在金融、食品、醫療、投資等領域，有專業的技能和豐富的經驗，將
為參與計劃的學生提供實用的經驗和建議，協助學生順利完成計劃。
開幕禮最後進行了分組授旗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許多人即
使身體存在缺陷，但也可在職場上有出色
表現。28歲的鄧子朗在完成了由香港失明
人士協進會開辦的咖啡師培訓班後，由完
全不懂咖啡、參與咖啡師培訓到實習，再
成為「休Cafe」的正式員工，一年多時間
進步神速，現時已可完成簡單拉花，平時
負責壓平咖啡粉、入機、倒奶入杯加熱、
打奶泡、拉花等各項流程，獲得了「飛躍
進步獎」。他分享時希望讓外人知道「原
來盲人唔係來來去去都係任職按摩師、接
線員那幾份工。」

不希望外界定型只可做接線生等
由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主辦、社會創建慈
善有限公司及社企民間高峰會合辦的「社
企總會×星展銀行香港社企員工嘉許計劃
2022」於昨日舉行，共有88名員工獲得嘉
許，其中有12人獲得長期服務獎。
獲得「最具合作精神獎」的陳永銀最初
是以康復者身份接受零售工作的訓練，其
間表現勤奮盡責，深受導師們的信任。新
生精神康復會——農舍330的同事讚揚他在
各崗位上均與其他同事合作無間，具有良
好的溝通能力，令團隊建立良好的默契，
更經常向主管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令工

作更順暢。
獲得「長期服務獎」的黃健華已在香港
仔自在軒工作了15年。他分享自己的感受
時表示，雖然自己是智障及弱視人士，但
多年來不論風雨均一直準時上班，堅守崗
位，努力協助廚房的工作。

何啟明：社企助弱勢社群自力更生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

表示，社企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及協
助他們自力更生，亦向社會各界人士及機
構提供一個新渠道，令更多年輕人可以投
入社企中，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效益。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會長吳宏增表示，

在疫情的陰霾下，社企面對着相當嚴峻
的困難及考驗，卻不會輕易放棄，而員
工是社企長遠發展的寶貴資產，一直為
社企默默耕耘，絕對功不可沒，「對社
企員工而言，工作中最大的意義莫過於
幫助別人，並能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價值
和認同。」
他強調，社企在社會每個角落不同類別

的弱勢社群當中，以創新及具效益的模式
回應社會不同需要，緩減社會問題的嚴重
性，吸納並動員各方的社會正能量，為社
會的人文生態，作出極具意義的貢獻。他
希望藉計劃推動業界發展，營造更融洽的
工作環境。

失明者前途不失色 奮發學沖啡獲嘉許 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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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青第二期「社青共融計劃」昨日在香港城市
大學正式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社企總
會×星展銀
行 香港社企
員工嘉許計
劃2022」於
昨日舉行，
共有88名員
工 獲 得 嘉
許，其中有
12人獲得長
期服務獎。

隨着醫學持續進步，近年有研究顯示，由腸道細菌產
生的神經遞質不僅影響腸胃功能，不少健康問題如

免疫力低、過敏、肥胖、癌症、自閉症、抑鬱症及腦退化
以至新冠病毒等也與腸道微生態息息相關。腸道微生態亦
勢將成為多種疾病的新一代檢測和診斷工具，包括用以偵
測大腸瘜肉及早期腸癌的細菌基因標記，以及有助治療結
腸癌、糖尿病、肥胖、自閉症和腦退化等的新一代益生
菌。
中大醫學院、「InnoHK」香港微生物菌群創新中心和香
港科技園公司昨日合辦「微生態峰會2023」，逾20名來自
世界各地的腸道微生態領域國際頂尖學者及醫療產業代
表，與數百名出席者探討腸道微生態科研發展前，把握腸
道微生態新醫藥產業的發展機遇。

腸道微生態或是長壽關鍵
在峰會開幕前的記者會上，陳家亮指出，不少研究顯
示，腸道微生態可能是人類「長命百歲」的關鍵因素，或
可預測人能否活得健康長壽，從而透過活菌藥物作出相應
改善。腸道微生態亦可影響運動表現，特定的益生菌或益
生元亦已證明有助提升運動表現，健康的腸道微生態甚至
能令我們變得更聰明，以及保持健康情緒。
香港當前正致力發展創科產業，陳家亮指出，腸道微生
態的市場每年平均複合增長率高達30%至40%，有關的產
業對香港來說更是龐大的投資機遇。事實上，香港具擁有
國際級科研和管理人才、先進科研技術和儀器、龐大國際
網絡、科研成果獲世界媒體廣泛報道關注，以及完善知識
產權與投資者保障等優勢。
在腸道微生態醫藥層面，他表示，本港有完善的醫療和
醫院系統和精準的臨床研究，其團隊更與內地和多個國家
及地區建立了全球規模最大、涉及10萬名母嬰的樣本庫，
因此絕對有條件成為相關產業的亞太區龍頭。
但陳家亮直言，香港目前缺乏醫藥審批機構，科研成果
若要取得註冊需在境外重新測試，同時亦欠缺具規模的生
物樣本儲存設施，因此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強與大灣區各

地合作，建立區域性的藥物監管及認證中心，用以審批和
認證三地的新藥物研發，藉以進一步吸引人才及醫藥企業
投資，把香港打造成新醫藥創科樞紐。

倡河套區建生物樣本庫儲初生嬰糞
他又建議利用河套區土地建造現代版「挪亞方舟」，用

作儲存以初生嬰兒健康糞便為主龐大數量的生物樣本。儲
存健康的糞便猶如儲存臍帶血，在需要時可將腸道細菌植
入身體治療疾病、減少併發症，「甚至救你一命」，能夠
救己救人，惠及下一代。
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指出，科學園內的生物醫藥

公司從五年前的50家增至目前180家，反映香港醫療科技
市場的發展動力，相信是次峰會有助將香港的腸道微生態
科研成就推廣至整個亞太區。

市場潛力強勁 2029年市值料逾3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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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腸道微生態創新醫藥優勢和挑戰

▲「微生態峰會2023」開幕前，陳家亮（右）及黃
克強分享香港發展微生態醫藥產業的願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微生態峰會2023」昨日舉行，逾20名來自世
界各地的腸道微生態領域國際頂尖學者及醫療產業
代表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