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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港澳中醫藥引進來走出去雙向通道
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走進粵澳中醫藥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黃寶儀 珠海報道）「科

學定量拼配技術實現了中藥的量化標準，中藥材消耗

只需原來的十分之一，用智能配藥機器人兩分鐘搞定

一張配方，製成了三秒鐘喝一杯的中藥。」分子態

（珠海橫琴）中醫藥健康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蔡鵬東在珠海橫琴，向來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

訪團的記者展示了被視為粵澳中醫藥合作典範的橫琴

首個具備澳門元素的中醫藥先進製造項目的最新進

展。近年廣東大力促進粵港澳中醫藥產業發展，珠澳

兩地合作在橫琴培育了眾多優勢中醫藥項目，並借助

傳統醫藥國際交流合作平台進行產品開發，且有香港

中醫藥項目即將落地內地。

多元共融 開創明天
「「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20232023」」逾逾700700港青探討灣區優勢與機港青探討灣區優勢與機遇遇

由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辦
的「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2023」於11月2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吸引線
上和線下超過700名青年參與，更被納入
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主辦的「青年節
@HK」節目之一。論壇主題為「多元共
融 開創明天」，旨在探討三大青年切身
議題——「創業跨領域」、「創科跨世
代」及「文體跨國界」，並邀請多位專業
人士與青年領袖進行現況分享及趨勢討
論，令有不同興趣和志向的青年人發掘在
創業、創科、文化及體育等領域的發展路
向。

論壇邀得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青年工

作部副部長、一級巡視員宋來，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信和

集團副主席黃永光，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有限公司總裁、香港金融發展局

董事胡章宏，香港經濟日報集團董事總經理兼經濟通董事總經理史秀美，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常務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霍英東集團

副總裁霍啟剛擔任主禮嘉賓。

麥美娟於論壇中致辭表示：「本屆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青年發展，

並於去年12月公布了《青年發展藍圖》，完整地勾劃出政府未來長期青年發

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其中，為了向有意在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青

年提供更到位的支援，民青局推出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及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當中有不少青年創業家已經

陸續落戶在不同的大灣區內地城市，充分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商機，

一圓創業夢。此外，由2023年起每年舉辦『青年節@HK』亦是《青年發展藍

圖》的一項重要措施。除了今天這個活動，『青年節』匯聚了約200項活動，

項目多元豐富，切合不同青年的興趣和需要。」

黃永光致歡迎辭時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四月在廣東視察時指

出，『要令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

地及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引領地』。而中央政府最近公布的《河套規

劃》，將透過港深兩地共同聯手，鼓勵更多創科企業落戶『深港科創合作

區』，共同為大灣區構建國際創新人才港，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

支持。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青年是香港以至國

家未來發展的重要力量，基金將繼續創造更多機會支持青年多元發展，希

望青年朋友把握機遇，發揮潛能，開創明天。」

探討灣區多元機遇
論壇其中的主題嘉賓講者，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李帆風分享有關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未來趨勢，為青年帶來的

發展機遇。緊接是論壇的三個專題環節，第一個專題為「創業跨領域」，

一眾嘉賓講者包括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香港科技園公司創科

培育及企業加速計劃總監粘清澤，Klook營運長COO暨聯合創辦人王志

豪，GoGoX聯合創辦人關俊文，綠芝園Farm66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譚

嗣籇分享大灣區的迅速發展為創業者帶來的各種優勢，青年如何融入創新

元素，將意念轉化為商業計劃，其中灣區內的創業基地、創業比賽、孵化

基地及創業平台等讓青年更容易踏上創業之路。

第二個專題為「創科跨世代」，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科

技創新界）、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邱達根，其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李煥明，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博勝集團聯

合創辦人暨行政總裁、2022年十大傑青潘智豪分享有關創新科技的發展。

各位講者認為創科需要融合不同世代的思維、經驗和專業，透過跨世代的

合作與交流，達到知識的傳承和融合，讓年輕一代的創新思維和技術專長

得到最大的發揮。

第三個專題為「文體跨國界」，邀請了香港話劇團桂冠導演毛俊輝，

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董事王祖藍，本地樂團及合唱團藝術總監及首席指揮

林屴汧，香港劍擊運動員張小倫作為嘉賓講者。他們分享在近年文化藝術

與體育產業的蓬勃發展下，大灣區成為了交流與合作的中心，希望青年人

繼續以文化藝術及體育等的軟實力，在國際舞台說好香港以至中國故事，

發揮自身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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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8日走進位於
珠海橫琴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走訪分子態（珠海橫琴）中醫藥健康產業發展
有限公司、傳統醫藥國際交流合作平台等項目，
了解灣區中醫藥產業發展最新動態。

粵澳經驗助推香港藥品內地上市
在傳統醫藥國際交流合作平台展廳，香港文
匯報記者了解到跨境委託生產業務、院內製劑
跨境調劑等領域取得的較大突破。在中醫藥產
品跨境委託生產方面，澳邦藥廠跨境委託產業
園粵澳藥業公司製造的「馬交牌千里追風油」
獲得澳門藥監局批出首張澳門藥品跨境「委託
製造許可」批件，並於2023年9月在澳門面向
公眾銷售。「這是『橫琴生產、澳門監製』政
策的首個落地項目，為澳門產品通過合作區實
現工業產能擴大提供了落地範例。」粵澳藥業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大鵬還透露，這樣的成功
經驗也促使公司能夠依託「港澳藥械通」政策

承接香港案例，「目前我們正在為香港客戶做
中醫藥產品的標準提升和工藝開發，已進行到
準備申報上市階段。」他說。

院內製劑跨境調劑填補內地空白
就在半個月前，在國家藥監局支持下，經粵澳
兩地藥監部門批准，由產業園「粵澳醫療機構中
藥製劑中心」牽頭協調，成功推動廣東省中醫院
五款獲批跨境使用的「醫療機構中藥製劑」發往
澳門，由澳門鏡湖醫院接收，並將逐步應用於澳
門臨床。此次院內製劑跨境調劑，則填補了中國
境內醫療機構中藥製劑跨境使用的空白，將為粵
澳兩地監管創新、中醫藥產業融合發展積累經驗。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國際交流合作中心
總監孫繼霞還介紹，產業園除了為「引進來」牽
線搭橋，在中醫藥「走出去」方面也取得積極進
展。「截至目前，我們為包括澳門在內的多家企
業共 11 款產品在莫桑比克註冊成功，其中連花
清瘟膠囊在當地的新冠疫情防控中獲得較好的市

場效應，同時在巴西市場九款產品獲得中成藥註
冊備案上市許可。」

截至9月底園內註冊企業191家
孫繼霞還指出，為了大力推進澳門及國際青

年人才培養，產業園還成立了國際青年中醫生
交流基地，「我們為港澳及海外青年人才提供
專業培訓、交流沙龍、海外實踐及線上交流活
動，已累計約 5,617 人次澳門及葡語國家的傳
統醫藥領域政府官員、公立醫院醫生、中醫
生、中醫從業者、藥劑師、理療師、高校師生
等青年代表參與。」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粵澳合作中

醫藥科技產業園註冊企業共191家（其中澳門企
業 61 家），涉及中醫藥、化妝品、保健品、醫
療器械生物醫藥、醫療服務等領域，包括廣藥集
團、澳大研究院、分子態等重點項目，已形成一
定的產業集聚氛圍，正逐漸成為港澳中醫藥產品
「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通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帥誠珠海報道）「很多
港澳餐飲品牌想北上發展，內地城市也很歡迎港澳餐飲
企業進駐，但由於兩地環境不一樣，對於港澳餐飲來說
進入內地最需要解決的是量產化難題。」在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設立全球餐飲品牌孵化中心的負責人藍光告訴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記者，中心成立兩年，已
經幫助上百家港澳企業到內地進行包括開店、參加美食
節等不同形式的創業嘗試，當中不乏成功案例。
藍光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至今已有12年創業史。「其

實最初是想在香港本土創業，無奈成本太高，無論是舖
租還是人工，剛好當時澳門比較缺人，於是在2011年選
擇先到澳門試水。」藍光的創業之路尚算順利，做了一
些IP及App項目，還累積了一些餐飲界資源，通過了解
發現很多港澳餐飲企業都有北上意願，但會遇到包括標
準化、進貨渠道、招聘大廚、打開知名度等問題，於是
他在2021年到橫琴創辦了全球餐飲品牌孵化中心，希望
借橫琴平台幫助港澳餐飲企業北上發展。

預製菜中心解決標準化難題
「標準化是港澳餐飲企業遇到最多的問題。」藍光說，
在內地經營餐飲企業的難度比香港還要高，首要問題是
因為一些原材料內地未必可以進口，兩地大廚在手藝傳
承上也有一些不同，如果希望短期內在不同城市大量鋪
開，就需要有一套標準的流程。「內地近年流行預製菜，
這為港澳餐飲企業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將部分產品在
工廠做成半成品甚至成品，餐廳只需要一套簡單標準的
出餐流程，就可以確保統一品質，預製菜體驗中心就可
以為計劃北上的企業提供產品研發及商業配對服務。」
藍光進一步解釋說，預製菜展覽中心選擇的合作夥伴包
括不同廠家和內地協會，都是經過國家認可甚至有出口
牌照的機構，計劃北上的餐廳在這裏可以找到適合的廠
家，現場即時進行產品烹飪製作，主要產品能滿足價錢、
味道、成本三大要求，即可嘗試在內地選點發展。
以開店為創業成功標準，藍光說，中心兩年來也幫
助數十家企業達成了目標。藍光說，未來會繼續做好
平台服務，推動港澳品牌落地橫琴並推廣至內地其它
地方，促進港澳與內地餐飲文化的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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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記者在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