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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發展把脈 冀建中醫品牌
陳永光擬推動中醫藥產業化 爭取中醫合法轉介權

身為註冊中醫師的立法會議員

陳永光過去多年為求診者把脈，

未來他將以議員身份為香港發展

「把脈」。出身中醫世家的陳永

光，有心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這對他而言意味着傳承和使命。他日前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計劃未來在立法會推動中醫藥產業化、爭取中醫

合法轉介權等。他認為，香港要積極把握兩地有序全面復常通關的機遇，透

過旅遊與中醫的結合等多重手段打造香港中醫品牌，締造香港的中醫藥產

業，為香港發展增加新動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中醫仍未有合法轉介權，是陳永光在參選時就多次提到
的「心病」。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這是在訂立
《中醫藥條例》時的疏漏，他認為這會損害病人的權益，
無形中亦會令人誤認為中醫的地位過低。
陳永光解釋指，例如有病人扭傷而無法行走，中醫雖

然可通過傳統方法判斷病人是否骨折，然而為了更明確
病人的病情，有需要通過X光等現代科技相結合，「現

代科技並非只有西醫可以使用，而是應該中西醫共用
的，內地的中醫院已具備完善的配套，為了保障市民接
受正確診斷和享有更好的醫療服務，特區政府有責任完
善相關法例。」
從教育層面，在兩地都接受過中醫教育的陳永光指，

相比內地的中醫教育，香港會更注重純中醫教育，「相
信未來的趨勢必定是中西醫結合發展。」

進入議會工作約一個月，陳永光的「議員初體驗」
是「非常忙碌」。他坦言，自己原本設想成為議員後
會有七成時間投入到議會工作中，但實踐後才發現，
要做好這份代議士的工作，須投入的精力和時間遠不
止這些。而在議會工作、教學及臨床工作的優先次序
排列中，議會工作已成為陳永光的「最優先」和「最
重要」事項。
作為議會新丁，陳永光坦言，自己需要適應和學習的

過程，但他已經有了自己的工作規劃，希望能集中推動
香港醫療衞生的發展，「在遇到自己不熟悉的範疇時，
會主動與其他議員溝通，有信心未來能與其他議員攜手
合作，共創香港美好的明天。」
他表示，未來也會積極與各界接觸，再把社會各界的

聲音帶回議會，「我希望香港市民可更多支持和了解整
個香港的發展，也要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共同建立
『健康的』香港社會。」

立法會多了位中醫師，不少
議員便增加了一項「福利」。
陳永光在早前宣誓就職前，就
即場為多位議員同事把脈，更
有議員希望他未來長期在立法
會辦公室為議員們義診。陳永

光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談起當日趣事時
說，議員們讓他把脈，說明大家對中醫非常信
任，而這樣的「臨時診所」以往亦時常為朋友們
「搭建」。他說，大家都覺得中醫與自身健康有
切身的關係，希望了解自己的體質，亦想從中醫
角度認識養生之法，而這份信任正是香港未來推
動中醫發展的底氣和信心。

議員小簡歷
陳永光
年齡：59歲

學歷及專業資格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碩士
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職業
註冊中醫師

社會職務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
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客座副教授
廣州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

議員添「福利」中醫獲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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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光出身中醫世家，自小受到長輩熏
陶，走上中醫之路似乎是「命中注

定」。他說從小便喜歡中國文化，「中醫也
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要從事一個行業，如
果本身興趣不大，很難可以做得好。」
懷着對中醫的好奇和興趣，他便開始正式

習醫，先後到香港浸會大學及廣州中醫藥大
學系統學習，最終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一名
出色的註冊中醫師。

「立法會需要有中醫的聲音」
隨着對中醫認識和熱愛的加深，小小的診
所已裝不下他大大的抱負。陳永光說，留意
到立法會一直以來都沒有中醫界代表，然而
中醫的發展愈來愈好，本港首間中醫醫院計
劃會在2025年開始服務，「立法會需要有中
醫的聲音。」於是，他在2021年毅然決定參
加立法會醫療衞生界功能界別選舉，雖然惜
敗，但他再接再厲，並成功通過2022年立法
會選委會界別補選進入議會。
談起對未來議會工作的展望。陳永光看重

中醫藥產業化。他表示，大學機構研發中藥
後，須靠科技研發機構支援，實現從研發到
落地的轉化；然後在製造成品時可推動製造
業、勞工界、運輸物流界的發展；產業的發
展需要融資，便需要金融界的參與。

可與文旅界合作建品牌
隨着逐步恢復正常通關，來港遊客逐步增

加，更多機遇隨之而來。事實上，推動中醫
藥，亦可巧妙地與文化旅遊界合作。陳永光
提到，香港中醫藥有百多年歷史，不少中藥
批發市場、中醫藥博物館等，都非常吸引對
中醫感興趣的遊客，他建議未來香港可加以
宣傳，從而帶動旅遊業發展，同時亦在當中
加入香港本地中醫藥品牌元素，擴大香港中
醫藥品牌影響力，加速推動中醫藥產業化。
他續指，香港將會開設中藥檢測中心，這

亦將為中醫藥產業化帶來巨大機遇。香港具
有許多世界知名的中醫藥品牌，質量為世界
認可，具有推動中醫藥產業化的堅實基礎。
他相信中醫藥產業化有助帶動整個香港經濟
發展。
此外，陳永光透露，下月就有內地業界交流

團到港交流，未來香港方面亦會組織業界交流
團到北京或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交流。
陳永光提到，香港和內地的中醫界一直以

來都有恒常的交流，即使近年受到疫情影
響，香港中醫界依然通過線上會議，與內地
的中醫藥大學、醫學會等保持溝通，參與學
術活動，相信未來兩地中醫界交往會更廣
泛、更深入。

盼建「健康社會」議會工作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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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上月就家
有長者公屋戶使用樂齡科技情況進行調查，昨
日公布調查結果顯示，有71%受訪者表示無聽
過「樂齡科技」；惟公屋長者普遍對「樂齡科
技」有需求，但價錢成最大阻礙，有79%受訪
者表示自己（本身是長者）或家中長者有需要
使用「樂齡科技」產品，76%受訪者認為價格
太貴。民建聯指，調查反映長者對「樂齡科
技」認知不足，建議政府應善用現有政策措
施，擴闊「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適用範
圍至個人申請、以至有特殊需要兒童，而非只
容許機構申請。

逾八成人對醫療等「樂齡科技」有興趣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去年12月成功訪問了
432名公屋住戶，當中52%受訪者為長者；33%為
非長者而家中有長者；15%為長者同時家中亦有
長者（雙老家庭）。調查發現，分別有86%及
83%受訪者對醫療及通訊方面等「樂齡科技」應
用較有興趣；其次是72%對家居生活方面；52%
對出行方面；35%對飲食方面。
另外，對於「樂齡科技」的用處，有83%認為

能提升居家安全；79%認為能減輕照顧者負擔；
同樣有52%認為能維持生活技能及提升認知能

力；認為能提升身體機能
及改善生活品質的各自有
48%；41%則認為能便利
社交。
對於阻礙受訪者使用

「樂齡科技」產品的因
素，除價錢太貴外，有
48%「怕買咗唔識用」；
41% 「 不 知 道 購 買 途
徑」；28%「產品清潔保
養困難」；10%「認為產
品不實用」。而即使市面
上有租借「樂齡科技」器
材服務，有89%受訪者表
示並不知道。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家

庭事務委員會主席顏汶羽
指，有95%受訪者戶認為
政府在推動「樂齡科技」
的工作做得不足夠。
另外，有83%受訪者贊成將醫療券計劃擴闊至

購買或租用「樂齡科技」產品，他們促請政府能
善用醫療券資助「樂齡科技」，令資源用得其所
委員會副主席林心廉則指，房委會可成立專隊

主動接觸對「樂齡科技」有需要的住戶，並由政
府直接資助公屋住戶安裝與保養「樂齡科技」。
他認為，政府應善用地區康健中心舉行展覽推廣
「樂齡科技」，即場協助長者租用產品。

逾七成公屋住戶無聽過「樂齡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上周召開新立

法年度首次大會，18個事務委員會昨日
開會，首項議程是選舉主席及副主席。
財經事務委員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及交通事務委員會都出現自
動當選的情況。林健鋒自動當選成功連
任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凱欣成功當
選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
席，陳恒鑌則當選交通事務委員會主
席。
除林健鋒連任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

外，李惟宏自動當選為財經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其中林健鋒由陳振英提名，並
由龍漢標和議。李惟宏則由陳振英提
名，並由陳沛良和議。下次會議將在2月
6日舉行。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方

面，陳凱欣成功當選主席，由鄭泳舜提
名並得到何俊賢和議；陳家珮自動當選
連任副主席，由嚴剛提名、謝偉銓和
議。至於逾期參加事務委員會的林素
蔚，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成功加入。下
次會議將在2月14日舉行。
交通事務委員會由陳恒鑌當選主席，

由李世榮提名、陳學鋒和議。陳紹雄自
動當選連任副主席，由易志明提名，和
議人為盧偉國。下次會議將在2月17日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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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光為議員把脈陳永光為議員把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示範「樂齡科技」器材輔助餵食機，主要協助上肢功能障礙人
士，自主決定進食頻密次數。

◆陳永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可透過旅遊與中醫的結合等多重手
段打造香港中醫品牌，締造香港的中醫藥產業，為香港發展增加新動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