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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啟恒文 匯 要 聞

現時有數十萬港人在內地居住，大灣區醫

療融合發展需求迫切。大灣區醫療專業發展

協會昨日在港舉辦記者會，提出多項推動大

灣區醫療融合發展工作倡議，包括放寬香港

醫生到內地執業的申請條件、進一步促進大

灣區藥物雙向流動、推動保險業為香港醫生

提供內地專業責任保險等。協會榮譽會長高

永文在會上強調，進一步推動大灣區醫療融

合發展，無論是對提升兩地醫療系統質素，

或是紓緩本地醫護人手緊張情況，都會帶來

積極幫助。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也

表示，大灣區是香港人的「一小時生活

圈」，醫療服務配置亦需要順應香港人的生

活模式向大灣區內地城市推展。

港醫北上執業盼放寬條件
團體倡推動灣區醫療融合 冀促進藥物雙向流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大灣區醫療融合倡議要點
◆放寬香港醫生到內地執業的申請條件

◆進一步促進大灣區藥物雙向流動

◆推動保險業為香港醫生提供內地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長者醫療券可使用的服務地點

◆醫管局開展跨境策略性採購醫療服務

◆建立跨境遙距醫療平台

◆延伸自願醫保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指定醫療服務
點使用

◆推動器官捐贈兩地互通

◆允許由香港參與研發的藥物在獲得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批准使用後，暫准在港使用

◆善用新田科技城的地理優勢，推動兩地生命科
技研究

資料來源：大灣區醫療專業發展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的高永文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
業界必須從大灣區與香港兩方面入手，包括參與

內地醫療人才培訓及促進內地三甲醫院可提供港式醫
療服務，促使港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有更多醫療服務
選擇。

注入港式元素 有利兩地交流
他表示，內地三甲醫院要擴大病人容量，將優質資

源下沉至地區社會服務，對應國家政策，提升醫療服
務的質和量。香港醫生可到內地三甲醫院作個案交流
及培訓，可注入更多港式醫療元素，亦能夠讓日後來
港交流工作的內地醫護，更能適應香港服務方式。
他提到，現時有數十萬港人在內地居住，極需要港

式醫療服務，「安排香港醫生到內地發展及交流，需
要合法的執業資格和有效的責任保險，並且有更多的
港澳藥械支持工作。」
隨着大灣區醫療融合持續推進，有人擔心會否加重

香港本地醫護人手短缺問題。對此，高永文解釋，推
動大灣區醫療融合，人才流動會是雙向的，好處同樣
都是雙向的。一方面，業界並非要把「大數目」或大
量本港醫護人員送到大灣區內地城市，而是推動本港
的醫療管理人才和部分臨床護理和醫療領袖，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與當地不同醫療同道工作、交流，發揮交
流促進作用。

灣區人才交流 助紓港人手荒
他說，同時，通過醫院管理局正在推行的「大灣區

醫療人才交流計劃」，也可以讓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優
秀醫護人員，進入本港公立醫療體系工作和學習，並
肩服務香港市民，這樣的交流對兩地醫療模式「愈走
愈近」帶來幫助。故進一步推動大灣區醫療融合發
展，無論是對提升兩地醫療系統質素，或是紓緩本地
醫護人手緊張情況，也會帶來積極幫助。
關於本港醫生到內地執業問題，高永文指出，目前其

中一個申請條件，是本港醫生必須於2002年前取得專科
資格，方可在內地永久執業，他建議放寬有關條件至容許
2002年後獲專科者也可申請到內地執業，讓更多有資歷
的本港醫生可以回內地執業，有助建立港式醫療服務。
林哲玄於會上表示，在大灣區醫療融合的過程中，

到內地執業的香港醫生必須留意相關法規及醫療服務
運作模式，以免因兩地文化差異、法制不同，引起不

必要誤會，甚至法律訴訟。大灣區是香港人的「一小
時生活圈」，是不少人工作、消費、休息以及退休生
活的地方，故醫療服務配置需要順應香港人的生活模
式向大灣區內地城市推展。

服務配置應順應港人生活模式
他說，疫前不少巿民愛赴內地整牙，疫下「睇牙醫

難」情況，正好反映兩地醫療融合已是事實，故建議
長者醫療券「過河」安排，應擴展至大灣區內地城市更
多醫院。另外，一些罕見病藥物在內地價格更低，建
議醫管局開展跨境策略性採購醫療服務，並允許由香
港參與研發的藥物在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使
用後，暫准在港使用，「現時藥物在港註冊，必須兩
個非本地藥品證明，但歐美常以港藥僅有亞洲人臨床
數據拒批，導致有港藥在內地可用，香港卻無法供
應。」
他亦期望善用新田科技城的地理優勢，拆除數據、

樣本通關的科研關卡，推動兩地生命科技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首個「粵港
澳創新醫療交流中心」計劃於今年9月份在
東莞設立，將協調香港醫生申請內地執照許
可、推動大灣區藥物雙向流動、協助香港醫
生購買大灣區執業責任保險等。該中心將由
大灣區醫療專業發展協會負責協調及管理，
之後亦計劃在深圳及其他地區成立其他中
心。

逾30港醫生申內地執業
高永文介紹大灣區醫療專業發展協會下一

步將重點推進幾方面工作，包括協調本港醫
生申請內地執照許可。他提到，目前已掌握
至少超過30名醫生，正在申請內地執業許
可，其中約一半是全科家庭醫生，其餘是心
臟科、呼吸系統科和腫瘤科等專科醫生，有
部分人有意駐當地，部分屬兼職性質。在大
灣區藥物雙向流動方面，希望在現有的「港
澳藥械通」基礎上，擴大藥物名單、增加醫
院數量，同時，推動保險業為香港醫生提供
內地專業責任保險等。
協會創會會長蕭英傑補充指，該中心的功

能包括協助香港普通科/家庭醫學及不同專
科醫生申請內地執業資格證；協助舉辦醫學
技術交流研討會及專業發展分享等活動；設
立藥物資訊交流中心和港藥展示廳，提供最
新藥物資訊；透過「藥械通」支援，協助香
港藥物進駐內地醫院；透過「一帶一路」商
貿渠道，協助把中國藥物推廣到海外；協助
香港醫生購買大灣區執業責任保險。
廣州南沙新區香港服務中心首席聯絡官葉

澤恩昨日在會上分享了南沙當地的最新醫療
發展政策。他表示，南沙以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發展高地、國際一流
的醫療產業創新中心為目標。目前，南沙市
第一醫院有兩位擁有內地執業資格的香港醫
生長期在港澳健康服務中心出診，醫院還培
訓了10名港式金牌全科醫護人員，為港澳
居民和內地居民提供港式全科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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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醫療專業發展協會提出多項大灣區醫療融合
發展工作倡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生
態局局長謝展寰聯同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昨日展開
大灣區內地三市職務訪問行程，期望透過與大灣區內
地城市進行交流，了解內地城市在採用新能源運輸、
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轉廢為能、轉廢為材技
術等領域的最新發展。
訪問團首先抵達廣州，到訪廣東省生態環境廳，就

生態保育、環境污染防治、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等方
面，與有關官員會面，以持續深化兩地就粵港環保議
題的交流合作。下午，訪問團參觀廣州市公共交通集
團有限公司的燕嶺新能源產業園和廣州公交指揮中
心，觀察了「微型光儲充一體化」示範站等多種新能
源設施，聽取了負責人講解營運電動公交和電動的士
的模式及運作情況和充電設施，了解集團在新能源運

輸方面的發展及方案，期望藉此了解廣州市的經驗和
做法，以推動香港綠色公共交通的發展。
謝展寰表示，運輸佔香港總碳排放量約20%，發展

綠色低碳運輸對實現碳中和目標至為重要。特區政府
先後公布《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香港清新
空氣藍圖2035》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涵蓋
各方面推動使用新能源運輸技術的政策方向和未來目
標，引領香港於2050年前達到車輛零排放。

議員促審視發展屋苑「車充」設施
參與是次職務訪問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陳

沛良表示，「EV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存在問題且實施
進展緩慢，他將於考察中再次向環境局官員反映此問
題，並促請特區政府再次審視這個問題，認為香港必

須要打破現時的條條框框，全面推動電動車普及化。
在結束廣州行程後，訪問團今日將轉赴佛山，參觀

南海氫能館、佛山市高明區氫能源有軌電車以及深圳
市華為數字能源安托山基地展廳。

訪穗了解清潔能源 謝展寰望推港綠色公交發展

◆謝展寰聯同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訪問團昨日參觀廣州
市公共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燕嶺新能源產業園內的新能源設
施。

◆訪問團昨日與廣東省生態環境廳官員會面，並就粵
港環保議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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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第三十一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
會今晚閉幕。來自全球 113 個國家和地
區的6,500多名運動員在成都大運會賽場
奮力拚搏、追逐夢想、交流互鑒，生動
演繹「成都成就夢想」的大運會口號。
成都大運會的圓滿成功，展現了中國開
放包容自信，通過體育運動擴大國際合
作、增進全球相互理解，給各國運動員
和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憶。
中國香港代表隊在本屆大運會上取得前
所未有的佳績，展示香港青年積極進
取、敢拚敢贏的精神，亦證明本港體育
發展方向正確，「軟實力」提升成果有
目共睹。

儘管本屆大運會因為新冠疫情而被推
遲兩年舉行，但人們看到，成都大運會
設施良好，包括賽事在內的各項工作進
展順利，大運會青春活力、積極向上的
姿態充分展現，國際友人、各國運動
員、服務志願者對成都大運會稱讚有
加。在成都大運會的舞台，運動員們場
上是對手、場下是朋友，真正做到同台
競技、互相尊重、增進友誼，他們夢想
成真，一起分享運動的喜悅興奮，真切
感受到「成都成就夢想」。

世界各國的運動健兒、觀眾，藉參加
本屆大運會，對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留
下深刻印象。本屆大運會一大亮點是中
國展現出的科技實力，例如大運村中的
自動駕駛巴士和智能廁所，讓運動員們
耳目一新。「成都時刻都在發展，很高
興能在這裏見證中國發展的奇跡」，是

來自世界各地採訪成都大運會記者的共
同感受。

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成都大運會。國際
大學生體育聯合會秘書長森超接受媒體
訪問時，高度評價成都大運會的場館設
施、組織安排以及大運會對於文化交流
的意義，「成都大運會給了世界各地的
大學生與中國人交流的機會，讓世界看
到真實的中國。」有外媒讚賞，此次成
都大運會一方面彰顯中國作為主辦國的
實力，另一方面則向世界展現出中國願
通過體育運動擴大國際合作、增進全球
相互理解、彌合文化溝壑的堅定信念，
為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注入發展動力。

香港代表隊已經完成本屆大運會所有
賽事，以4金1銀7銅的優異成績完美謝
幕，獎牌數目等於過往 5 屆獎牌數目的
總和。本屆賽事，港隊有不少項目首度
獲獎，劍擊、乒乓球及羽毛球均是歷史
性首奪獎牌。香港運動員無懼強手，全
力以赴，突破自我，力創佳績。昨日港
隊在男子花劍團體賽大勝法國隊勇奪金
牌，展現出世界級實力，就是振奮人心
的最佳例子。

本屆大運會港隊能夠取得優異成績，
除了受惠於成都大運會半個主場之利，亦
顯示本港精英體育及青訓朝着正確方向發
展，尤其是本港加強與內地運動合作，本
港運動員到內地接受高水平培訓，引入內
地優秀運動人才，顯著提升本港運動員在
大型國際賽事的表現，更證明香港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前景亮麗。

成都大運會展現青春活力 留下美好回憶
啟德郵輪碼頭上周迎來「海洋光譜號」和「名勝

世界壹號」郵輪，但大批登岸旅客要大排長龍等的
士，交通配套不足問題凸顯，旅遊事務署昨與碼頭
運營商商討改善措施，表示將增設郵輪碼頭特別巴
士線等便利旅客。香港大力發展郵輪經濟、做大文
化旅遊產業，關鍵要做好前瞻性規劃，交通配套、
旅遊設施、商業發展應先行一步，滿足遊客需要；
更要加強與內地合作，為推動香港郵輪經濟和文旅
產業發展提供源源動力。

新冠疫情期間，由香港遷往新加坡作為母港的亞
洲最大郵輪「海洋光譜號」4日重臨香港，這本是
香港重振郵輪經濟的大好機會，結果卻因交通配套
嚴重缺乏，導致登岸旅客大排長龍等接駁交通，令
旅客大為不滿。此次郵輪抵港，時間、乘客數量一
早就知，交通安排卻嚴重缺乏，顯示政府部門溝
通、調配指揮出現問題。啟德郵輪碼頭交通配套不
足問題，此前已多次出現，但至今仍無改善，顯示
本港郵輪碼頭交通規劃、商業發展規劃缺乏前瞻預
見性，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據啟德碼頭運營商數據，今年共會有143艘郵輪
停泊，數量達疫情前八成，如何確保即將到來的多
艘大型郵輪訪港時，不再出現登岸旅客大排長龍等
接駁交通問題，是政府與業界急待解決的首要問
題。旅遊事務專員沈鳳君昨與業界開會商討後提出
解決辦法：一是會積極與運輸業界探討開設來往碼
頭至尖沙咀的特別巴士路線，並考慮增設非專營巴
士路線的服務，以及探討便利旅客乘車付費的安
排；二是會即時加強碼頭營運商與的士業界的溝
通，提高發放實時資訊的覆蓋網絡、效率及頻次，
並考慮提供誘因，如提供隧道券等，吸引的士進入
郵輪碼頭接載乘客；三是長遠需要改善啟德一帶交
通，包括來往北角至觀塘的渡輪航線中途停靠啟

德，或增設啟德來往牛頭角航線等。政府及時與業
界商討、拿出解決問題辦法，展現政府應有的工作
態度作風，下一步是加強溝通、切實落實，給郵輪
登岸旅客留下對香港的美好印象。
啟德郵輪碼頭由政府斥資82億元興建，2013年年

中啟用，但一直存在交通配套不足、碼頭商舖定位不
準大量空置、停靠郵輪碼頭船次低於預期等問題；到
新冠疫情衝擊，問題就更嚴重。如今疫情已過，國際
郵輪重臨，不少更會以香港作為母港，但交通配套不
足等問題便又凸顯，說到底，問題還在於本港在發展
郵輪經濟上缺乏前瞻性、有預見的規劃。

環顧周邊的上海、廣州等城市，在發展郵輪經
濟，皆重視前瞻規劃的引領、推動作用。上海今年
4月發布的《推進國際郵輪經濟高質量發展上海實
施方案(2023-2025》提出，要把握全球郵輪經濟重
啟的窗口期，系統推進郵輪經濟全產業鏈發展壯
大，要把做強母港功能作為關鍵支撐，開發更具特
色、更有吸引力的新航線、新項目，要把打造產業
集群作為核心任務，並促進郵輪旅遊和全域旅遊相
結合，與長三角聯動，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旅遊
消費目的地。

當前，郵輪經濟和文旅產業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
支柱之一。中國首艘國產大型郵輪「愛達．魔都
號」今年底交付，推動內地加快發展郵輪經濟的步
伐。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將本港發展成為亞洲主要國
際郵輪中心，政府亦於2018年制訂全面發展郵輪旅
遊的策略方向，當前正是全球郵輪經濟疫後重啟的
窗口期，政府要把握機遇，檢視過往規劃的不足，
考慮制訂本港郵輪經濟發展具前瞻性的新規劃，推
動郵輪發展與本港文化旅遊發展、灣區文化旅遊合
作聯動發展，真正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郵輪樞紐和
文旅產業中心。

發展郵輪和文旅經濟 需要做好前瞻性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