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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社會服務社作為支持機構的區社會服務社作為支持機構的「「香港大講堂香港大講堂」」20242024年第一期年第一期「「如何破解大灣區醫療融合難點如何破解大灣區醫療融合難點」」研討會研討會11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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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表示，是次研討會旨在
通過剖析大灣區醫療融合難

點，反映一線實際情況，為推動政策
研究提供決策建議，供決策部門參
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
長、總編輯張國義研討會前會見了與
會嘉賓。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編
輯王欣之、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
院長黃平、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伍
慶，分別在研討會上致辭。

黃平：共推區域優勢實現互利共贏
黃平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已提出五年，社會需要思考過去一段
時間，粵港澳三地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
的問題及改進方式。此次研討會聚焦健
康、醫療、衞生這一具體而實在的問題，
相信嘉賓們在探討的過程中一定可以取得
成果。他指出，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聚焦
研究香港、澳門及大灣區建設，對國家相
關決策提供建議，同時也將研究成果服務於
香港、澳門及大灣區。在研究過程中找準香
港急需破解的難題，找準國家需要，並透過
與澳門及廣州市合作，共同來推進區域優
勢，實現互利共贏。

伍慶：兩地互補提升研究領域廣深度
伍慶表示，希望粵港兩地可以充分發揮
各自的優勢，在涉及經濟、社會、科技、
民生等重大領域開展共同研究，互相學習
和借鑒，為兩地提供更全面、更多元的政
策及建議。相信通過兩地智庫的資源共享
和優勢互補，可以促進雙方的學術進步和
知識創新，共同提升兩地在研究領域的廣
度和深度，為大灣區的經貿合作、文化交
流、社會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智力支持和
決策建議。
研討會期間，廣州市社科院與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智庫簽署並交換合作備
忘錄，共同推動大灣區城市間的多元交
流與合作研究。
來自香港與內地的八位醫療界專家學者
結合自身經歷，分享了他們對大灣區醫療
融合難點及問題的看法和建議（見另
稿）。他們希望促進內地和香港在醫療方
面的合作，達到雙贏結果。

鮑雨：推「康養遊」邀港人體驗針灸推拿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城市國際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鮑雨表
示，目前香港居民在內地就醫還存在醫療體系銜接度和醫療
服務認可度不足等問題，需要在未來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段

解決。她強調，一方面要加快廣州南沙國際醫療合作中心等「硬
設施」的建設，為灣區居民提供直通香港的遠程會診、跨境轉

診、互聯網診療、國際醫療保險理賠直付等一站式醫療服務。另一方面要
推進機制層面實現「軟聯通」，包括搭建灣區醫療合作對話平台、完善
「港澳藥械通」政策等。
另外，可以充分發揮廣州在中醫藥治療方面的獨特優勢，策劃推出廣州

「康養遊」，邀請香港市民前往廣州體驗針灸推拿、溫泉療養等「一條
龍」路線，為「健康灣區」注入新活力。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會近二十位
同學旁聽了研討會。就讀社會科學
專業的李同學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參與此次研討會讓他了解到更多灣
區醫療融合進程中政策層面的細節
和遇到的困難，也認識到兩地政府
在消除各種壁壘上做出的努力。
李同學說，作為一位普通市民，
最關心的議題是灣區醫療如何進
行數據聯通，比如病歷和各項醫
療檢查結果的互認，如果能夠進
一步消除技術上的壁壘，相信能
夠惠及整個灣區。

跨境醫療需求殷 做好銜接益居民

旁聽學生冀消技術壁壘

◆「香港大講堂」2024年第一期「如何破解大灣區醫療融合難點」研討會1月10
日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舉行。圖為研討會前，主辦方與嘉賓合影。

◆研討會邀請了來自香港與內地多位重要嘉賓，圍繞如何破解大灣區醫療融合難
點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和看法。圖為研討會現場。

◆◆大文智庫大文智庫「「香港大講堂香港大講堂」」邀兩地專家學者研討邀兩地專家學者研討「「如何破解大灣區醫療融合難點如何破解大灣區醫療融合難點」。」。圖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圖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哲玄冀自願醫保可指定點報銷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認為，大灣區醫療
融合正回應了人民的醫療需求，同時亦能促進生命
科學研發、增進兩地醫療交流、人員培訓，向國際接

軌。他提到現時港人到內地就醫的難點，例如報告和底
片電子傳輸來港時，數據流通需要政策配合；服務品質監控、併
發症的處理、緊急醫療運送。
另外，有港人長時間在內地居住，患有長期病症且經濟能力一

般，需要有適度的政府醫療補貼。特區政府今年擴大長者醫療券
於大灣區的適用範圍，新增約5間醫療機構作試點，惟林哲玄認為
這遠遠不夠，應該增加醫療券的可用性，以及增加使用點。他亦
希望，由特區政府以行政方式規定自願醫保計劃可在指定使用點
報銷。

樊敬文盼醫療券增試點港人受惠

醫務衞生局局長辦公室高級顧問樊敬文醫生闡述了醫衞局衞
生政策方面跨境醫療的協作。他指出，醫療券在2017年首次引
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經多年運營經驗來看，這對香港市民
來說是非常好的政策，今年局方希望增加幾個試點，讓更多大灣

區香港居民享受政策對他們帶來的好處。
他強調，「醫療券並不是單單拿一個券換成現金去看醫生那麼簡單，中
間涉及了不同方面，包括報銷方面。」樊還表示，在跨境救護車直通服務
方面，醫衞局正在與深圳市和澳門特區政府商討有關機制的詳細安排，解
決需要在關口轉乘救護車的額外風險。
樊敬文提到，特區政府正研究於河套區建立「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便
利兩地園區人才、數據、樣本的流動，「希望可以利用這些便利，能夠把我們
的數據庫、樣品庫放在一個區域裏面，共同研究，推動醫療科技的發展。」

曾志文倡「特別支援計劃」恒常化

香港工聯會大灣區社會服務社總幹事曾志文指
出，常居內地港人超過53萬，面對內地醫療費用
高，欠缺合適藥物的問題，跨境醫療服務需求龐大。

她建議將「特別支援計劃」恒常化，增加支援科目，並
擴大資助範圍至包括專科手術；優化及擴展「港澳藥械通」；
促進跨境醫療病歷互認；檢討醫療券適用範圍，擴大至灣區內
地九市三甲醫院，並容許用作購買內地醫保；鼓勵港資醫療機
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開設分院。

覃劍：穗港醫療合作大有可為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覃劍
博士認為，促進灣區醫療融合涉及各種問題，例如非醫
療領域的數據安全問題，需要更多政府部門協同解決。
他希望，灣區能進入一個系統協同各方，推動融合的新階

段。他續說，廣州和香港在醫療方面的合作，大有可為，例如醫藥
創新的合作、技術交流、專案合作、產學研合作等。「廣州和香港
醫療領域各有所長，應通過融合發展提升這個區域的醫療水平，達
到雙贏的結果。」

邱家駿：提高港人對內地醫療信心

華人專科醫生協會副會長邱家駿剖析了當下灣區
醫療共融計劃的現狀，從發展的角度給出了意見。他
指出，目前港人北上使用牙科護理等非常規醫療項目

有上升的趨勢，但例如白內障手術等常規醫療項目卻鮮有
港人選擇北上接受治療。他強調，主因並非內地醫療的服務態度或
醫療費用，而是需提高港人對內地醫療系統的認識和信心，推動醫
療文化融合。他還指出，當前內地和香港兩地的醫療服務仍處於
「各有各做」的情況，基本的醫療紀錄互通仍未落實。例如，病患
如若穿梭兩地尋求治療，多面臨需重複接受醫療檢查的狀況，對病
人無疑是一種負擔。此外，邱家駿還建議，「灣區醫療融合應以提
高整體醫療水平和服務大灣區居民為目標。」

林琳：跨境醫療數據流通需突破限制

立法會議員林琳通過分享自身接受輔助生育治療的經
歷，進一步探討灣區醫療共融仍需改進的方向。她表
示，香港公營醫院在輔助生育治療方面的供需缺口很
大，輪候時間長達兩三年。而選擇私營醫院進行輔助生

育治療則面臨高昂的治療費用。
林琳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不少港人會選擇前往內地進行治療。她
強調，在實操層面，跨境醫療數據的流通仍需要突破一些限制。特區
政府應與內地有關部門做好對接，在病人的授權下，將香港的醫療數
據轉交給內地的醫生，為病患的跨境治療提供準確和及時的數據。此
外，林琳表示，在灣區醫療共融的前提下，可以探討如何推動兩地醫
療優勢互補，降低醫療成本，造福灣區居民。

周家照：增聯通令港人享灣區醫療便利

香港華人專科醫生協會副總幹事周家照就其關注
的長居內地退休港人醫療需求議題分享意見。他強
調目前香港有不少退休長者都選擇在灣區置業養老，

「健康醫療是長者退休生活中的重要一環」。為減輕居
住在內地城市的港人因不習慣內地醫療系統，選擇兩地奔波看病
的問題，他根據長居內地的香港居民提出的醫療需求，與內地醫
療機構對接，交流解決辦法。
周家照指出，目前推進灣區醫療共融面臨的障礙包括灣區的公
私營協作計劃無法互通、病例系統不互認以及香港醫療券在內地
無法使用的問題，而他建議盡快加強以上三方面的聯通，令長居
內地的退休港人享受到灣區醫療互融帶來的便利。

獻策灣區醫療 破解融合難點
大文智庫「香港大講堂」邀兩地專家學者研討 結合自身經歷提出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