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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具備條件將中國文化及文明智慧向全

球推廣，中醫藥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產業板塊。據悉，香港特區政

府將積極推進中醫藥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永光昨日向香港文

匯報透露，特區政府將會設立「中醫藥發展專員」職位，加強中

醫藥發展及政策統籌的工作。同時，有消息指政府有意成立「中

醫中藥發展局」以推廣和管理中醫藥，有助提升中醫地位，力求

與西醫平起平坐，方便中西醫病例轉介，以及發揮香港獨特的地

理優勢，向國際推廣傳揚中醫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港推中醫中藥 研設專員專局
力求與西醫平起平坐 善用本地優勢走向世界

獲政府資助中醫服務獲政府資助中醫服務
新界區

地址
1.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2. 將軍澳醫院日間醫療大樓6樓
3. 仁濟醫院C座4樓
4. 下葵涌分科診所及特殊教育服務中

心地下
5. 東涌健康中心1樓
6.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J座員工中
心地下

7. 容鳳書健康中心3字樓
8. 仁愛分科診所5樓
9. 粉嶺健康中心7樓

九龍區
10. 何文田愛民邨保民樓401-412室
11. 佐敦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12. 長沙灣政府合署1樓
13. 樂富香港佛教醫院C座地下
14. 牛頭角賽馬會診所4樓

香港區
15. 上環東華醫院楊國璋樓地下及1樓
16. 柴灣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專科

門診大樓地庫4樓西翼
17. 香港香港仔水塘道10號2樓
18. 鄧肇堅醫院日間醫療中心2樓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預約電話
2479 2126
2701 1020
2416 0303

2370 2216

3188 5383

2663 0004

2478 5769
2430 1309
2670 2130

2193 7000
2618 7200
2194 9911
2338 3103
3583 4114

2589 4700

3197 2000

2580 8158
3553 3238

自《「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
公布後，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動

中醫藥在港的發展，並已取得一些進
展。身兼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的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永光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會設
立「中醫藥發展專員」職位，目前正計
劃諮詢立法會。據了解，該職位專門負
責中醫藥的推廣及管理工作。

陳永光：專員僅D2級 望可提高
陳永光表示，中醫藥在香港的地位與
西醫藥相比，仍然比較懸殊。目前掌管
行業發展的「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屬
諮詢機構，政府有意設立更高規格的中
醫藥處，但他表示：「中醫藥處的處長
職級為D2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其實這個級數與一般『處』的處長D6
級（首長級甲級政務官）相比，是比較
低的，而醫管局局長為D8級（首長級
甲一級政務官）。」
至於即將成立的「中醫藥發展專
員」，陳永光透露，該職位的職級僅為
D2級，「這個級數仍然是太低，希望
可以再提高級數，提高中醫藥的地位和
話語權。」但有一名專員負責推廣行
業，始終是好的開始，「設立『中醫藥
發展專員』職位，相當於將中醫藥處的
職權擴大，相信效果會更好，因為有專
門的人員去負責推廣和管理中醫藥的工
作。」

民建聯衞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
員梁熙指出，現時擬議的中醫藥處規
模較小，僅有5人工作，倘若要將中醫
藥更好地在香港乃至國際推廣，需要
設立一個中醫藥發展局來推動。香港
作為國際都會，擁有特殊的地理優
勢，是將中國傳統中醫藥推廣至國際
的適合中心點。

冀創中西醫並行模式向國際推廣
有消息指，政府正積極探討成立「中
醫中藥發展局」的可行性，以推廣中醫
藥及管理本地中醫牌照。消息人士透
露，政府視香港為試驗平台，將發展一
套中西醫並行，但同時不混合的清晰醫
療系統模式，如果運行順利，將中醫藥
向國際推廣，甚至擴大中醫在西方國家
醫療的應用範疇。
陳永光希望，「中醫中藥發展局」可

以理順香港中醫藥目前的發展困局。他
以中醫轉介權為例指出，在現行的《輔
助醫療業條例》下，即使註冊中醫診斷
病人骨折，如欲轉介病人照X光，中醫
撰寫的轉介信未必獲認可，病人最終仍
要向西醫求診，索取轉介信。
他並建議政府應逐步在公立醫院設立

中醫部，直接由中醫部提供院內「中西
醫協作計劃」下的中醫服務，並且該計
劃亦應進行擴展，中醫專科的病種也不
應再局限於中風治療、肌肉及骨骼痛症
治療和癌症紓緩治療等。

項目

門診診症

針灸
骨傷/推拿服務

住院費用

專科門診
（包括專職醫療診所）
資料來源：醫管局、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中醫收費
符合資格人士

120元/次
（包5劑以內中藥）

120元/次
120元/次

約240元/天

不適用

西醫收費

50元/次

不適用
不適用

入院費75元，之後每天
120元；護養及精神科病
床每天100元

首次診症135元，其後每
次80元，每種藥15元

公立醫院中西醫服務收費對比公立醫院中西醫服務收費對比

逾半市民不知18區有政府資助中醫門診

香港文匯報訊 中醫藥是香港醫
療體系重要的一部分，同時香港更可
憑藉其「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
與內地共同開拓中醫藥國際市場，發
揮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最近在香港牽頭成立「中醫
藥全產業鏈香港中心」，還牽頭成立
了「湘贛粵港澳中醫藥全產業鏈協同
發展聯盟」，期望利用香港的獨特地
位，與內地併船出海，以中醫藥為載
體在國際上說好中國故事。
梁振英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強

調，香港要在「促進中醫藥傳承、創
新、發展」一環貢獻國家。為了響應
號召，他在香港牽頭成立「中醫藥全
產業鏈香港中心」。其後，湖南、江
西和廣東三省聯同港澳共同成立「湘
贛粵港澳中醫藥全產業鏈協同發展聯
盟」，梁振英出任顧問，三省兩區合
力在全國乃至全球推動中醫藥發展。

中醫藥為載體 講好中國故事
中醫藥未來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潛

力，梁振英直言：「中醫藥的發展正
面對西醫藥的競爭，在中成藥市場，
我們也將面對西方大藥廠的競爭。」
品牌效應，是香港對國家的最大價
值，他說：「中醫藥具有鮮明的文化
屬性，是優秀的文化資源，面對西醫
藥的競爭，我們要講好中醫藥的故
事，講故事要循證，要實事求是，也
要講究講故事的方法技巧。」
對中醫藥發展，梁振英總結為三

點：一是以中共二十大精神為指引，
要「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二
是以科技為引領，擴大中醫藥市場，
走向世界；三是以全產業鏈為重點，
推動打造世界中醫藥產業中心。
中醫藥產業鏈範圍廣、鏈條長、

關鏈性大、融合度高、新形態多，
涉及一、二、三產業全過程。一產
主要包括中藥材種養殖生產和產地
加工；二產包括中藥飲片炮製加
工、中成藥生產、中醫藥大健康產
品生產；三產包括商業化的第三方
檢測驗證服務、市場推廣、物流運
輸、國內外大宗商品貿易、批發零
售、中醫藥健康服務業、中醫藥健
康旅遊業等諸多領域。
在訪問中，梁振英多次提到高永文

醫生在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的角色。
在剛舉行的全國政協二次全體會議
上，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高永文就發
言建議，港澳是自由貿易港，中醫藥
科研和貿易發達，在國際市場開拓等
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港澳可發揮所
長，服務國家所需，加速優質中醫藥
資源在粵港澳大灣區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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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 博 大 精

深，對治療奇難
雜症往往藥到病
除，連外國人也

趨之若鶩。居港10年的南非人Jack一
直深受失眠之苦，過去4年依靠服用
安眠藥入眠，但睡眠質素仍十分差，
經常處於半夢半醒狀態，情緒因此大
受困擾，年前更患上抑鬱症。朋友見
他每天上班總是精神恍惚，面上掛上
大大的黑眼圈，建議他向中醫求醫。
月前，他決心向中醫求診，醫師一把
脈發現Jack有長期肝鬱，是引致失眠
的「元兇」，於是為他針灸及處方中
藥，沒想到治療一次後，當晚已能倒
頭大睡。

「真的好神奇，估不到煎熬了4年
的苦日子，一針便見效！」Jack 坦
言，自己被嚴重失眠困擾多年，對安
眠藥十分依賴，已到「愈食愈重藥」
狀態，連他自己也感到害怕：「每晚
食藥後只睡兩三小時就醒，然後要加
倍食藥才能再睡。」在改以針灸及中
藥治療後，他感到整個人較前容易放
鬆，心情也變得豁然開朗，現在他不

再需要服用安眠藥了，「已看了近6
次中醫，以後也會定期針灸調理身
體。」

英國女胃抽筋一針緩解
和Jack一樣靠中醫養生的，還有來

港生活了幾年的英國人Sally。她月前
有次吃過辛辣火鍋後，胃部突然抽筋
不止，向西醫求診，服用止痛藥也無
效，於是下決心去看中醫，結果施針
一次，其胃抽筋馬上緩解，令她嘖嘖
稱奇：「之後也看了兩三次中醫調理
身體，人也精神了許多。」

香港註冊中醫師葉青表示，外國人
專程來看中醫的情況時有所聞，他們
主要是看到針灸和中藥能快速達到治
標又治本的功效，「西醫有時是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未有對治病因，但
中醫往往從整體治療出發，找出致病
原因從根本入手。」

對今屆特區政府銳意推動中醫發
展，葉青認為不論在新冠疫情或沙士
一役，中醫都發揮了重大抗疫角色，
故推動中醫進一步走入社區，對市民
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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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為了
解市民對中醫服務的使用情況，民建
聯上月進行一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近六成受訪市民過去一年曾尋求過中
醫服務，逾半數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全港18區設有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
服務。
身兼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的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永光表示，市民患普
通疾病時不會優先向中醫求診，主要
原因是受資助的中醫服務收費為120
元，比西醫門診的50元貴逾一倍。

三成人患感冒先看中醫
是次調查透過電話訪問764位市
民，發現超過一半受訪市民當患上一
般傷風感冒、身體不適時會優先選擇
西醫服務，不足三成受訪者優先選擇
中醫服務；過半數受訪者表示，不知
道全港18區設有政府資助的中醫門
診服務；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政府就
中醫的資助不足；超過七成受訪者認
為，政府現時推動中醫發展及中西醫
協作的力度不足夠。
民建聯指出，現時全港43間公立
醫院和醫療機構中，只有8間公立醫
院參與政府的「中西醫協作計劃」，
而選定病種只有中風治療、肌肉及骨
骼痛症治療和癌症紓緩治療，建議政
府擴大「中西醫協作計劃」至更多公
立醫院，增加選定病種數目，及豁免

病人的中醫診療費用。
陳永光說：「公營醫療服務以西醫

為主，中醫有一萬人執業，有九成多
在私人執業市場。市民一般接受公營
醫療服務，大多數接受西醫服務。18
區的中醫診所其實不夠，所以加多
些，在不同醫院增加中醫部，可以廣
泛服務市民。」

中醫門診收費貴西醫逾倍
他直言，市民在患上普通疾病時不

會優先向中醫求診，主因是資助中醫
門診服務的價錢較高，「因為西醫有
政府的大力資助，符合資格的市民去
看西醫的普通門診僅50元一次，而
中醫的門診診費則為120元，西醫的
住院費為120元一天，中醫則在此基
礎上再加120元。」
他續說，市民在醫院經主診醫生轉

介向中醫求醫時，仍需去做X光檢查
或血檢，「相當於看中醫之前還要花
一次錢看一次西醫，希望將這一步省
去。」
陳永光建議政府調整資助中醫服務

收費至與西醫普通科門診相若，並在
公立醫院設立中醫部；增加中醫診所
的資助門診配額，讓市民更容易取得
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增撥資源
加強宣傳推廣18區中醫門診服務，
讓市民大眾、尤其是基層市民可以較
低的價格使用中醫優質服務。

針灸加中藥
南非漢戒安眠藥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左)和陳永光發布問卷調查顯示，逾半數受訪者表
示，不知道全港18區設有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香港多間大學研究表明，中醫藥可有效治療新冠後遺症。 資料圖片◆新冠康復者身體仍多有不適，需中醫調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