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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首間中醫醫院主要班底出爐
卞兆祥任行政總監 首年服務以門診為主

香港中醫醫院簡介

性質

服務範疇

選址

工程進度

佔地面積

樓宇結構

診室配置

病房配置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由特區政府全
資興建，香港浸會大學作為承辦機
構，浸大中醫醫院有限公司作為營
運機構，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公
營服務和私家服務分別佔比65%及
35%

門診，復康，住院，中藥，以及作
為輔助診療的西醫服務

將軍澳百勝角路

2021年動工，預計2025年竣工，
2025年至2026年起分階段提供服
務

4.29萬平方米

共設7層及地下一層，包括病房、
臨床試驗及研究中心、員工宿舍、
殮房等

10間普通門診診症室，24間轉介門
診診症室，28間專病中心診症室及
8間私家門診診室

90張日間病床，240張住院病床，
40張兒科病床及20張臨床研究病床

香港中醫醫院昨日宣布核心管理團隊成員委任，由卞兆祥出任院
長、醫院行政總監，張振海出任醫院副行政總監（中醫），劉俊穎

出任醫院副行政總監（西醫）。港怡醫院前護理總監莊美珍出任該院護
理總監；羅廣權及呂家豪將分別出任行政和人力資源總監及財務總
監。

採用AI遙距診症 打造智慧型醫院
中醫醫院選址將軍澳百勝角，於2021年6月動工，建造工程目前進
展順利，相應的醫院諮詢科技系統開發、儀器採購等工作也在按照籌
備時間表展開。醫院設計會融入中醫藥元素，凸顯現代中醫藥和傳統
中華文化並存的特色，硬件方面，醫院將設70間診症室、400張病
床、專職醫療設備、西醫輔助設施等（見表），軟件上則會採用人工
智能（AI）、遙距診症、資助一套機器人系統等，打造智慧型醫院。
中醫醫院的服務類型涵蓋純中醫、以中醫為主，以及中西醫協作模
式。該院行政總監卞兆祥表示，這些嶄新的運作將譜寫香港醫療體系
的新篇章。「這間醫院是一間中醫院，但醫院當中都有不少西醫的檢
查服務設施，包括化驗檢查、X光及電腦掃描、磁力共振及超聲波等
服務。整個醫療服務的範疇我們會有門診，這是大家都會見到的。第
二，會有若干中醫病房服務，在中醫醫療服務過程中，是本港歷史上
首次有中醫的住院服務。」
根據項目計劃進度，2023至24年度，中醫醫院會委任核心管理團
隊，及成立醫院科別及部門。卞兆祥表示，下一步會釐定醫院的收費
以及招聘醫師及護士，「相信我們有足夠的成績聘請到坊間的人手，
讓醫院按計劃開展服務，過程中會與不同機構合作，加強交流合作的
情況，讓這件事做得更加順利。」

與粵中醫院簽協議 擬派員北上取經
香港中醫醫院董事局主席王桂壎表示，醫院早前已展開招聘工作，

「有將才有兵」，相信核心成員上任後，招聘人才會更為順利，目前
招募主要面向香港三間大學的畢業生，醫院亦與廣東省中醫院簽署合
作協議，計劃派員赴內地交流學習。
「由於香港中醫醫院目前仍在建設中，所以我們與廣東省中醫院的合
作初期，主要是單向交流，即香港方面派人過去培訓，陸續會派出一兩
百人。」他指，條件成熟時，醫院亦希望邀請內地中醫專家來港教學。
卞兆祥畢業於南京中醫藥大學並取得學士學位，其後於北京中醫藥
大學取得中醫學碩士學位，又在廣州中醫藥大學取得醫學博士（中西
醫結合）學位。他自2001年起加入香港浸會大學，任職中醫藥臨床研
究教授、中藥創新研發中心主任等多個職位，是成就卓著的腸道微生
態失調領域的中醫藥研究學者，亦是把中醫藥與醫療衞生健康管理體
系結合的積極倡導者。

正在興建中的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昨日宣布6名核心管理

團隊成員任命，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中醫藥發展）

卞兆祥出任中醫醫院院長、醫院行政總監 ，即時生效。兩名

副行政總監分別由浸大中醫藥醫院臨床部前副主任張振海，

以及醫管局港島東醫院聯網前服務總監劉俊穎出任。該院預

計於明年底前落成，除提供中醫藥診療外，亦設有化驗、X

光、超聲波等西醫輔助檢查服務。首年醫院服務以門診為

主，2026年起會增加服務量，推出住院服務，全院設有400

張病床，收費標準將於制定年度報告後釐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中醫醫
院與廣東省中醫院昨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兩間醫院將在中醫藥人才交流、建立藥物相
互作用提示資料庫等領域展開合作。香港特
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簽署儀式上
表示，香港中醫藥界應把握機會，發揮特色
及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向世界展示
傳統中醫藥的價值和中西醫協作的醫療服務
模式，為國家中醫藥發展貢獻香港的力量。
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張忠德和香港中醫醫院

董事局主席王桂壎，昨日在香港浸會大學簽
署《廣東省中醫院與香港中醫醫院戰略合作
協議》，奠定雙方的合作基礎和方向。

盧寵茂：中醫醫院將成港中醫藥旗艦
根據協議，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香港特

區政府醫務衞生局的支持下，兩間醫院會推
進多方面合作，包括開院籌備工作、中醫藥
人才交流、跨境遠程病例研討、建立藥物相
互作用提示資料庫共享平台、舉辦中醫藥學

術研討會、建立科研網絡，以及
進階中醫分科護理培訓。
盧寵茂致辭時表示，香港中醫
醫院將成為本地中醫藥旗艦，帶
領本地中醫藥服務由基層醫療走
向第二及第三層的新里程。同
時，香港中醫醫院將作為「轉化
者」，推動中醫藥服務、教育培
訓、創新和科研的發展。該院也
會成為三所設有中醫或中醫藥學
院的本地大學的教學醫院。
盧寵茂表示，中醫醫院將設六個
分科服務，包括中醫內科、外科、
婦科、兒科、骨傷科及針灸科，發展中醫專
病項目，該院也會匯同18區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與中醫藥業界攜手建立醫療網絡。
張忠德表示，自2003年起廣東省中醫院

已與多所香港高校合作，培訓香港中醫學生
及研究生，與香港醫管局也有交流，希望今
次簽署協議，能令雙方達至更廣泛深度的合

作，讓兩間醫院一同進步。
「香港是中醫藥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和橋頭堡，是中醫藥文化走向世界、擁抱世
界的重要平台。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可
以把握好粵港澳大灣區重要建設高地這個新
的機遇，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獨特優勢，做到
強強聯合。」他說。

港粵兩中醫院簽協議增人才交流

◆香港中醫醫院公布核心管理團隊，其中浸大前協理副校長（中醫藥發展）卞兆祥
（右三）將出任香港中醫醫院院長、醫院行政總監。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盧寵茂（中）見證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張忠德（左）和
香港中醫醫院董事局主席王桂壎（右）簽署兩院戰略合
作協議。

◆醫務衞生局常任
秘書長陳松青（左
二）與廣東省中醫
院 院 長 張 忠 德
（中）實地俯瞰香
港中醫醫院位於將
軍澳百勝角的建築
工地，了解醫院工
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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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醫院與廣東省中醫院昨日簽

訂戰略合作協議，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

茂表示，粵港將共同探索境外中醫醫療

服務模式，推動中醫走向國際。中西醫

結合救治，曾在粵港聯手抗擊第五波疫

情時發揮重要作用，效果顯著有目共

睹。此次粵港中醫強強聯手、發揮各自

優勢，有助於擴大中西醫結合救治範

圍，積累中西醫結合救治廣泛用於住院

及急症服務的經驗。香港要用好粵港中

醫合作交流機制，完善中西醫結合救治

模式，助推中醫中藥走向世界。

聯合探索中西醫結合救治模式，是此

次粵港中醫合作的一大重點。中西醫結

合救治模式，曾在本港戰勝 2022 年第

五波新冠疫情時發揮重要作用，當時廣

東中醫專家和香港中醫醫生，首次深入

位於亞博館的新冠治療中心，與西醫專

家各展所長，取得治療重大突破，援港

中醫專家不僅成功救治病患，還在香港

推動建立了中西醫深度融合工作機制。

當時亞博館的55位西醫、19位中醫，

共同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治病人、

共同制定診療方案，這一探索成為香港

中醫史上的重大突破。去年年中，醫管

局轄下3間醫院開展「中西醫協作癌症

治療先導項目」，為正接受或計劃接受

化療、電療的病人提供針灸服務，紓緩

並預防因治療引起的副作用。中醫藥提

前介入治療癌症程序，不再只是過往的

單純輔助，是本港中西醫協作治療的新

突破，但中西醫結合救治仍未廣泛用於

急症及住院服務。

香港首間中醫院計劃明年底啟用、分

階段投入服務，服務類別分別為純中

醫、以中醫為主、中西醫協作模式，中

西醫結合及眾多智慧型醫院的科技配

備，將開啟香港醫療體系新篇章。而粵

港中醫全面開展戰略合作，將有助香港

中醫院借鑒廣東省中醫院的成熟經驗，

盡早為市民提供多種中西醫結合服務，

且廣東省中醫院的內地頂尖中醫專家，

可通過遠程診療、合作會診等多種形

式，提升香港中西醫結合救治的療效。

這不僅直接惠及市民身體健康，更為國

家在海外提供中醫醫療服務上，探索出

中西醫結合救治的新路，有助中醫服務

在海外推廣。

香港推動中醫邁向國際先行一步，積

累豐富經驗。特區政府於 1998 年實施

《中醫藥條例》，在立法規管和更全面

規劃方面，加強中醫藥行業制度化和專

業化；近年特區政府積極推行中成藥生

產質量管理規範（即 GMP），致力提

升本港的中成藥質量水平，加強了本港

市民和海外市場使用中醫藥的信心。作

為中西文化交匯地，香港可充分發揮獨

特優勢，結合廣東中藥研發能力強的長

處，優勢互補、攜手合作，促進中醫藥

標準化和全球化，打造中醫藥海外發展

的「香港模式」，為中醫藥「走出去」

作出香港貢獻。

粵港聯手推動中醫走向國際
人民銀行昨日宣布與本港金管局推出「三聯通、

三便利」的六項金融新措施。相關措施可加強兩地

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實現跨境資金便利化，既可鞏

固和支持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亦可促進兩地

跨境營商、服務實體經濟，以及滿足跨境生活所

需，對本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繁榮經濟改善民生有重大價值。

昨日公布的六項金融新措施包括：推動內地債券

成為合格抵押品；進一步開放境外投資者參與境內

債券回購業務；發布優化跨境理財通試點的實施細

則；在粵港澳大灣區實施港澳居民購房支付便利化

政策；擴大港深跨境徵信合作的試點範圍；以及深

化數字人民幣在香港的跨境試點。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近年

持續推進和深化「互聯互通」機制。新措施推動內

地債券成為本港合格抵押品，讓國際投資者透過

「債券通」買入內地債券後，可以在本港抵押套

現，既提升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流動性，有利於香港

進一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亦為國家加快建

設金融強國、服務金融高質量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新措施又完善了現有的跨境理財通機制，加強了香

港作為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超級聯繫人」「超

級增值人」角色，有助國家金融市場持續有序擴大

對外開放。

除了金融業範疇，新措施亦顯著方便兩地企業跨

境營商，服務實體經濟。兩地企業過往進行跨境經

營的時候，面對一定的融資困難，例如部分港商港

企北上拓展業務，但由於主要資產都在本港或海

外，內地銀行難以評估其在港資產價值，阻礙提供

貸款。在擴大跨境徵信合作的試點範圍後，港商港

企可以通過徵信機構提供的報告，證明在本港及海

外的資產價值，大大增加成功在內地申請貸款的機

會。相關措施是互利的，無論港商港企開拓大灣區

內地市場，還是對於內地企業來港發展業務，都可

透過此措施融資，深化兩地經濟融合發展。

新措施還回應了港澳居民對跨境金融服務的需

求，為跨境零售消費提供創新的支付服務，便利香

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為港人在內地升

學、工作、生活、養老提供方便，有利加速構建大

灣區「無障礙生活圈」。在深化數字人民幣跨境試

點之後，港人可以透過本港「轉數快」系統為數字

人民幣錢包增值，可以體驗到國家最新數字金融基

建的便利，對於將來本港發展數字貨幣亦將提供可

複製的經驗。

亞洲金融論壇昨日在本港開幕，行政長官李家超

致開幕辭時提到，香港特區將繼續成為國家的領先

金融中心及國際的金融中心，「一國兩制」及其帶

來的機遇，確保香港的金融業在面對嚴峻挑戰下，

仍能蓬勃發展，香港可以為亞洲及全球公司創造機

遇。此次推出的六項金融新措施，正是「一國兩

制」制度確保香港金融業克服挑戰、蓬勃發展的生

動例證，再次顯示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兩地持續透

過制度創新，促進兩地制度、市場對接，尤其發展

香港金融業的獨特優勢、服務國家發展所需，進一

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高度重視六項金融新措施

的落實執行，由人民銀行與金管局密切配合，共同

推動各項政策舉措落地見效。從頂層設計上利落

實、促執行，明確落實的問責部門，體現了中央高

度重視、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想方設法

加強兩地金融合作，讓香港在協助國家金融市場有

序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獲得巨大的發展機遇。

拓「互聯」拚經濟惠民生 港金融中心地位更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