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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聚力強科研灣區聚力強科研
共促中藥國際化共促中藥國際化

廣東省中醫藥產業數據
中醫醫療機構：2.3萬個

中醫醫院：199家

中醫診療服務量：1.85億人次（2021年）

中醫師：5.24萬人

規模以上中醫藥企業：198家

中藥工業產值達：600億元（2021年）

中醫類國家重點實驗室：中醫濕證國家重點實驗室1個

數據來源：廣東省中醫藥局（數據截至2022年12月）
單位：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中醫藥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要繼承好、發展好、利用
好。」出身於香港中醫藥材世家，李應生自擔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以

來，一直在為中醫藥在港發展以及「走出去」積極建言。上一個五年，他帶來
14份關於中醫中藥創新發展的議案，如建立大灣區中醫藥高地發展協調機制、
允許香港註冊中醫師在大灣區內公營醫療機構執業、在港註冊的中成藥產品通
過簡易註冊制度等議案，其中不少建議已經獲得採納。

港擔國際中藥貿易中心角色
「近年來，國家對中醫藥工作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
到，要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李應生表示，建設大灣區中醫藥創新高地需
要把握時機迅速加碼，香港應該朝着建設國際中藥貿易中心的方向努力進取。
成立大灣區中醫藥科研培育中心，也是李應生今年的重點議案之一。在他看

來，經過了初期階段的融合試點，如今建設大灣區中醫藥創新高地，需要在跨
區域合作，資源整合上面進一步優化。
「科研攻關需要人才交流，也需要高端設備的支撐。」李應生在調研中發
現，灣區三地的一些科研項目還存在很多重疊，這其實會帶來人員、設備、時
間的巨大浪費。簡單來說，現在就是需要在資金過河、機制共享中更進一步集
中力量、資金做好中醫中藥的科研以及成果的轉換。
「生物醫藥產業是全球創新最為活躍的朝陽產業之一，針對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醫藥產業融合發展，建議制定大灣區醫藥健康產業鏈長制發展規劃，加快推
動粵港澳中藥產品註冊及中醫藥醫療服務標準的互認互通。」首次當選全國人
大代表的廣藥集團董事長李楚源，對灣區中醫藥發展各自的優勢有着充分的認
識。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港澳研發+廣東轉化」「廣東研發+港澳孵
化」「港澳產品+廣東應用」等產業合作模式，是推動中醫藥在大灣區長足發
展的重要路徑。與此同時，利用「一國兩制」獨特優勢，也可在中醫藥科研創
新、標準制定、檢驗檢測以及藥物製造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

政產學研用聯動機制待建立
「據我了解，香港特區建設的檢測中心計劃持續推動中藥標準化和國際化。
期待漢潮檢測中心和香港檢測中心在未來能夠開展對接交流，積極探討在中藥
材檢測、中藥標準化和國際化等方面合作。」李楚源所說的漢潮檢測中心，是
廣藥白雲山、采芝林藥業、暨南大學、廣東省藥檢院等合資組建的廣東漢潮中
藥科技有限公司，作為第三方檢驗檢測機構及新型研發機構，已獲得國家頒發
的CMA檢驗檢測機構資質認定證書，被認定為「廣東省傳統中藥創新中
心」、「廣州市大灣區中藥產業檢測檢驗公共服務平台」。
李楚源亦指出，粵港澳三地雖然有着各自資源優勢，但長期以來三地存在不
同的社會治理體系，產業協同發展與融合發展程度還有待加強，政產學研用之
間尚需要建立有效的聯動機制。

倡建國家級產業發展母基金
他建議，加強頂層設計，盡快編制粵港澳大灣區醫藥健康產業鏈長制發展

規劃，發揮鏈長統籌協調促進作用以及鏈主龍頭企業的引領帶動作用，
依託龍頭企業加速推動一批重大創新產業化項目落戶大灣區。
「建設世界級大灣區，需要世界級頭部企業。」李楚源
表示，可以成立國家級的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發
展母基金，支持龍頭企業通過併購、合作等模
式擴大規模，增加市場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重點發展中醫藥產業，已是三

地共識。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來自灣區的多位

代表委員就如何加快推動粵港澳中藥產品註冊互認

互通，建立粵港澳大灣區中醫醫療服務標準化研究

機構，加強相關研究和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通過頂

層設計，盡快編制粵港澳大灣區醫藥健康產業鏈長

制發展規劃，提出了具針對性的建議。其中，「港

澳研發+廣東轉化」「廣東研發+港澳孵化」「港澳

產品+廣東應用」等產業合作模式的倡議也備受關

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俞晝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俞
晝兩會報道）香港抗擊第五波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在中央的大力支援下，
中醫藥首次全方位參與香港防疫抗疫工作，

彰顯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2022年6月2日，香
港首家中醫醫院和相鄰的特區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破土動工，醫院計劃於2025年建成。
「我很期待醫院的落成。」全國政協委員、祈

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表示，祈福醫院一直很重
視中醫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建立了祈福國
醫館，不斷強化了中醫力量。「2019年，我們曾

積極對接香港莊柏醫療集團等，計劃發揮各自優
勢開展醫療領域的深度合作。遺憾的是，受疫情
影響，該計劃暫被擱置。」

臨床實驗不用北上
如今，中國防控形勢總體向好，許多交流共建合

作即將重啟。「疫情之前，我們一直與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長期合作，共同開展教學、科
研、人才培養等工作，對接學校的學生來院交流
學習。疫情結束後，我們將繼續與香港的高校洽
談合作，希望成為香港中醫師和技師的實習基

地，給這些中醫學生成長以及執業的機會。」
在李應生看來，香港首家中醫院的落成，其意
義之大不單只是市民之福，更是科研的好幫手。
最直接的一個載體作用就是，香港的臨床實驗不
用遠赴內地進行。除此之外，作為一間純中醫藥
的醫院，它還可擔當示範作用，招聘人才，探討
香港的中醫中藥發展專科路向。
「中醫藥在大灣區創新發展，不僅要讓中醫

藥產業規模化，也需要政府、醫院、社會組
織、大學等多方密切配合、通力協作。」李應
生滿心期待。

香港中醫人數分布
註冊中醫：8,078人

表列中醫：2,453人

業界翹首港中醫醫院 壯大科研實力

中醫師公會永遠會長關之義：
內地中醫在國家政策支持下，有長遠

發展，走向中西醫結合治療的發展方
向，而香港中醫一直保持傳統，憑療效打
響口碑。兩地中醫若能充分交流、互補
短長，對提升中醫水平、促進中醫藥

標準化，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亦有
助中醫借香港國際都市的平台

向國際發揚光大。

註冊中醫師袁志寧：
中醫是中國人幾千年文化，在

香港得到很好傳承，和西醫各有短
長，治療效果明顯，若能和大灣區同
行共同交流，促進研究推廣，對中醫發
展有重要作用。香港中醫一向面對國
際，口碑所致，許多外國病人亦慕

名求醫，若能深入進行標準化
研究，對中醫走向國際有

重要作用。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
道）「身處『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的粵港
澳大灣區，特別是國際化程度較高的港澳
地區，還有待建立可視化、社交化的中醫
藥科普陣地和文化宣傳陣地。」李楚源建
議，推動粵港澳三地合作共建大灣區中醫
藥博物館，攜手推動中醫藥文化走出去。
「可以整合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文化傳

播及康養資源，推動打造一批各具特色、

品牌價值高、內涵豐富的中醫藥文化養生
旅遊度假區。」李楚源舉例說，「比如，
可以整合廣東各地中醫藥博物館、中藥材
種植基地、中成藥製藥企業GMP藥廠等
資源，設計大灣區中醫藥文化養生旅遊休
閒精品線路，促進中醫藥文化的傳播和產
業發展。」
據悉，廣藥集團建設的神農草堂作為全

國首家半開放式的中醫藥文化博物館，至

今已接待海內外遊客超280萬人次，是名
副其實的中醫藥「活」名片。
李楚源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社會各界的關注支
持，希望大灣區協同發力，相向而行，推
動中醫藥邁向更廣闊的世界舞台。

共建博館景點共建博館景點 促國粹走出去促國粹走出去

註：根據《中醫藥條例》，長遠而言，只有
註冊中醫可在香港作中醫執業。同時，為了
肯定以往香港執業中醫作出的貢獻，於2000
年1月3日正在香港作中醫執業的中醫可成為
表列中醫，在過渡期內仍可合法作中醫執業。

◆ 業界指灣區三地的一些科研項目
存在重疊。圖為廣州中醫藥大學許
能貴教授指導學生做針灸研究。

資料圖片

◆代表建言加速建設大灣區中醫藥創新高地。圖為香
港的大學生在內地中醫館交流學習。 資料圖片◆李應生 ◆李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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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看點全國兩會看點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上午9:00：代表大會第三次

全體會議

1.表決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的決定草案

2. 表決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選舉和決定任命的辦法
草案

3.表決總監票人、監票人名單
草案

4.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5.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
事委員會主席

6. 選舉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
秘書長

7.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下午3:00：代表團全體會議

醞釀國務院總理的人選，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
主席、委員的人選；醞釀協商
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的人選，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的人選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

上午9:00：界別協商會議

下午3:00：第三次全體會

議，選舉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
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
常務委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截至：2022年 來源：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香 港 中 醫 界 回 應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本港新聞 文匯論壇 副刊 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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