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地允試點設外商獨資醫院
港澳台醫生可獲聘短期執業

內地人員須佔比至少50% 符有關規定可申納入醫保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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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明確，試點允許設立外商獨資醫院，引進
國際高水平醫療資源，豐富國內醫療服務供

給，優化營商環境，為人民群眾和在華外籍人士等
提供多元化醫療服務。同時，進一步加強風險防
範，完善事中事後監管措施，確保試點工作平穩有
序。

診療科目不得登記血液內科
對於投資主體條件，方案指出，申請設立外商獨
資醫院的境外投資者應當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的法人，具有直接或間接從事醫療衞生投資與管理
的經驗，並符合以下條件：能夠提供國際先進的醫
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能夠提供具有
國際領先水平的醫學技術和設備；可以補充或改善
當地在醫療服務能力、醫療技術和醫療設施方面的
不足，拓展多元化服務供給格局。
外商獨資醫院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
療衞生與健康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醫療機構管
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
例》等法律法規規定設立和運行。
方案指出，外商獨資醫院類別為綜合醫院、專科醫
院、康復醫院，醫院級別為三級，不得設立精神病
醫院、傳染病醫院、血液病醫院、中醫醫院、中西
醫結合醫院、少數民族醫醫院。醫院的診療科目不
得登記血液內科。醫院不得開展醫療和倫理風險較
高的診療活動，主要包括：人體器官移植技術、人
類輔助生殖技術、產前篩查和產前診斷技術，精神

科住院治療，腫瘤細胞治療新技術試驗性治療等。

撐醫院對接國內外商業保險
此外，醫院信息管理系統應當接入屬地醫療服務

監管平台，電子病歷、醫用設備等信息存儲服務器
應當位於中國境內。符合醫保有關規定的醫院可按
程序申請納入醫保定點。同時，支持醫院對接國內

外商業健康保險。
在外商獨資醫院的准入方面，方案要求屬地衞生

健康行政部門應當依法履行對外商獨資醫院的准入
和事中事後管理職責。外商獨資醫院應當按照中國
有關法律法規經營管理，並按照臨床診療指南、臨
床技術操作規範和行業標準以及醫學倫理規範等有
關要求開展診療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

家衞健委等四部門29日晚間聯合發布《獨資

醫院領域擴大開放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

稱方案），明確允許在北京、天津、上海、

南京、蘇州、福州、廣州、深圳和海南全島

設立外商獨資醫院（中醫類除外，不含併購

公立醫院）。外商獨資醫院的經營性質可以

是營利性或者非營利性；醫院診療科目不得

登記血液內科；醫院不得開展醫療和倫理風

險較高的診療活動，包括人體器官移植技

術、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等。此外，允許醫院

按規定聘用外國醫師、港澳台醫師、港澳其

他衞生專業技術人員短期執業，全院管理和

衞生專業技術人員的中方（內地）人員佔比

均不得少於50%。

9 省市試點外商獨資醫

院，令公眾擔憂當地優秀

醫務人員可能流向外資醫院，讓百姓失去

低價優質的就醫機會。相關部門專家認

為，9個省市開展外商獨資醫院試點，地

域範圍有限，且是漸進發展過程，對全國

其他醫院醫務人員隊伍影響不大。此外，

中國醫院保持着較高的就業吸引力，對醫

務人員有較為完善的管理制度，從中外合

資合作醫院20多年的發展來看，未對其他

醫院人員流動產生重大衝擊。

相關部門表示，中國醫院高質量發展

持續推進，穩步提高公立醫院醫務人員

待遇，科研、教學和學術環境條件不斷

優化，就業吸引力進一步增強。截至

2023 年末，公立醫院衞生專業技術人員

數量達到772.3萬人，保持了連續增長態

勢。目前，內地共有中外合資醫療機構

60餘家，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

等省市。從各地整體情況看，這些中外

合資醫療機構對當地醫院醫務人員隊伍

流動影響並不大。

嚴限診目及診療活動避遺傳資源外洩
針對有人擔心外商獨資醫院可能造成

中國人類遺傳資源的外洩，相關部門表

示，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強人類遺傳資

源管理，相關法律法規已對採集、保

藏、利用、對外提供中國人類遺傳資源

作出了明確規定，要求不得危害中國公

眾健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此

次試點方案做了進一步規定，對外商獨

資醫院涉及人類遺傳資源的診療活動進

行了嚴格限制，要求不得設立血液病醫

院，不得登記血液內科，不得開展人體

器官移植技術、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產

期篩查和產前診斷技術等倫理風險較高

的診療活動。屬地衞生健康部門切實履

行監管職責，確保人類遺傳資源安全。

對於外商獨資醫院是否可開展藥物臨

床試驗的問題，相關部門表示，根據相

關法律，符合備案條件的二級甲等以上

級別的醫療機構可備案為藥物、醫療器

械臨床試驗機構，試驗機構的性質（如

外商獨資醫院、民營醫院、事業單位）

不是藥物、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備案

的限制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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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

●營利性或非營利性均可

●設立綜合醫院、專科醫院、康復醫院

●按規定聘用外國醫師、港澳台醫師、港澳其他衞生專業技術人員短期執業

●符合醫保有關規定的，可按程序申請納入醫保定點

●支持醫院對接國內外商業健康保險

不允許：

●不得設立精神病醫院、傳染病醫院、血液病醫院、中醫醫院、中西醫結
合醫院、少數民族醫醫院

●不得開展醫療和倫理風險較高的診療活動，主要包括：人體器官移植技
術、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產前篩查和產前診斷技術，精神科住院治療，
腫瘤細胞治療新技術試驗性治療等

●管理和衞生專業技術人員的中方（內地）人員佔比均不得少於50%
●診療科目不得登記血液內科

外商獨資醫院試點方案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佛山報道）香港
首家中醫醫院明年建成，大灣區正聯手培育中西
醫結合人才滿足社會需求。2024粵港澳大灣區學
術研討會29日在廣東佛山舉行。
本次活動由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廣州中

醫藥大學、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澳門社會科
學學會主辦，吸引了來自粵港澳三地學者、業界
人士等出席。會上有專家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受眾基礎廣泛，粵港合作培訓中西醫結合的
醫師人才歷史由來已久，隨着明年香港第一家中
醫醫院落成後，粵港澳中西醫協作開展研究的課
題將更加廣泛。據了解，目前廣東共有中醫醫療
機構2.4萬個。廣東和香港已經開展「大灣區中醫
訪問學者計劃」和「大灣區進階中醫臨床培訓計
劃」兩個合作項目聯手培訓中西醫協作的中醫人
才。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立足粵港澳大灣區，以新質

生產力引領國際中醫藥文化研究與傳播，助力廣
東文化強省建設。佛山市副市長文曦在致辭中表
示，佛山不僅是「嶺南成藥之鄉」，擁有400多
年古方中藥歷史，更將醫藥健康產業作為重點發
展的新興產業。她介紹，佛山通過制定「三年行
動計劃」，加強產業鏈的培育和招商引資，逐步
形成了以醫療器械、現代中藥、化學藥為基礎，
生物藥創新藥為重點，高端醫療裝備為後發的產
業格局。文曦表示，佛山將加強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合作，持續探索運用現代技術和產業模式，
加快中醫藥發展。

澳門大健康產業將與旅業協同發展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理事長關鋒表示，今年是澳

門特區成立25周年。澳門作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

市之一，近年着力實施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
推動包括中醫藥大健康在內的重點產業發展。他
指，澳門的大健康產業未來方向是以中醫藥和人
類生命周期健康為主軸，形成一系列產品與服務
的相關經濟活動。澳門大健康產業的發展與澳門
的旅遊產業產生協同效應，逐步在醫療康養、健
康養老、醫療旅遊、健康體育等行業開拓發展空
間。
作為粵港澳地區中醫藥人才的培養搖籃，廣州
中醫藥大學黨委書記陳文鋒表示，廣中醫將充分
地發揮人才培養、科學創新轉化、臨床診療服
務、文化傳承、對外交流等資源稟賦，積極地服
務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戰略需求，為大灣區培育
更多熟知中西醫的中醫藥人才，助推中醫藥走向
世界。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建設中醫藥高
地，特別需要廣東與香港和澳門的中醫藥產業共
同合作，加快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中醫已累計為香港
培育了3,000餘名中醫藥本碩博人才。廣中醫亦從
課程設置、主幹課程講授到臨床實習給予香港高
校全方位支持，多年來派出大量教職人員前往香
港幫助創建學院並授課，附屬醫院接受港澳學生
實習，從未間斷，為香港中西醫協作人才培育提
供了大力的支持。

建議香港建立「治未病中心」
廣州中醫藥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孫曉生
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良好的中醫藥民眾基
礎，廣東在中醫藥產業方面更是走在全國前列。
廣東不僅是全國中藥材消費大省，中藥產業的發
展也尤為迅猛，無論是中藥企業數量、中藥上市
企業數量，還是中藥消費市場規模，均位居全國
第一。
孫曉生認為，雖然香港第一家中醫院預計要到
明年才成立，但在建設健康灣區的背景下，香港
可以在開展中醫藥領域的數據中心建設和研究方
面發揮作用。他設想，未來香港或許適合建立
「治未病中心」，進一步拓展中醫藥的應用領
域。此外，粵港澳地區的月子中心已經發展為一
個重要產業，而中醫藥能為孕產期孕婦的保健提
供獨特支持。孫曉生還表示，粵港澳地區各地在
中醫藥全產業鏈上各有特色，具有極大的發展潛
力與創新空間，相信在粵港澳三方協作下，大灣
區的中醫藥產業必將取得更大的突破。
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李宜航表
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創新高地和開放窗口，在
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中肩負重任。他希望透過此
次研討會的交流碰撞，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
文化出海。

大文集團等主辦粵港澳大灣區學術研討會
粵港澳業界人士共研中西醫結合人才培育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佛山報道）在

主旨演講環節，中國工程院院士、中醫證候全
國重點實驗室主任、中醫藥廣東省實驗室主任
劉良圍繞「中醫藥維護人類健康的歷史貢獻與
發展潛力」作主旨演講。他指出，中醫學在世
界醫學史上擁有諸多「創舉」和「第一」，均
是中醫藥與同時代的科技緊密結合的產物。中
醫藥是不斷傳承創新、開放發展的傳統醫學體
系。現代科學日新月異，必將使傳統中醫藥不
斷進入新境界。
我國中醫藥的發展一直與時俱進。劉良指
出，前沿的診療裝備研發，可以助力中醫「症
候表型」「數據採集」，推動中醫「病徵結合
國家標準」的建立。而以AI技術為牽引，可
以構建適合解析中醫臨床關鍵問題的研究新範
式，發現「未病」干預的藥物作用靶標。
劉良表示，中醫學對於防控重大慢性病潛力
重大，從非典、甲流到新冠疫情防控，中醫藥
及中西醫結合發揮了重要作用，表明中西醫學
融合創新正在成為21世紀生命科學發展的新趨
勢。
他認為，中醫藥未來將可以在生命科學原
理、診療技術、創新藥物三大重點領域為世界
醫學作出貢獻。如今不少世界級重磅藥物的開
發源於中醫藥，國際醫藥界正將目光投向中醫
藥，利用其資金、技術、人才優勢積極開發中
醫藥高附加值產品。
國醫大師、廣州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周岱翰
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的發展，離不
開新時代的科學技術支持。他認為，中醫藥可
以走上數智化之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
雲技術、物聯網等大信息技術，促進中醫藥的
理論、臨床、教育、科研、產業的高質量發
展，推進中醫藥現代化研究。

融AI及大數據等技術
促中醫藥現代化研究

●國家衞健委等四部門29日晚間聯合發布《獨資醫院領域擴大開放試點工作方案》，明確允許在北京、天
津、上海、南京、蘇州、福州、廣州、深圳和海南全島設立外商獨資醫院。圖為新加坡私立綜合醫療集團萊
佛士醫療集團設立的上海萊佛士醫院，學生在進行一線實訓。 網上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2024粵港澳大灣區學術研討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