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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香港中醫師經驗學術論壇圓滿舉行第十二屆香港中醫師經驗學術論壇圓滿舉行
6月22日，第十二屆香港中醫師經驗學術論壇假九龍

總商會二樓禮堂成功舉辦。九龍中醫師公會理事長陳漢
忠和國際中醫針灸解剖學會會長陳明珠擔任論壇當屆主
席，活動邀得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處長陳佳、立
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醫務衞生局中醫藥發展專
員鍾志豪、醫務衞生署助理署長（中醫藥）方浩澄、九
龍總商會副理事長梁金塘、衞生局中醫藥發展助理專員
吳梓新等出席主禮，學術論壇三位創會主席陳家澤、盧
鼎儒和黃智邦亦有出席。本屆論壇以「傳承與創新」為
主軸，彰顯中醫藥發展的辯證之道。在論壇開始前，大
會還進行了慶祝抗戰勝利80周年的活動，全場揮舞國旗
和區旗，高唱國歌，傳達了愛國之情。

陳漢忠致辭表示，香港中醫師經驗學術論壇始於2011年，至今已有14
年歷史，雖然因為疫情而曾停辦兩屆，但始終貫徹三大宗旨：一、

凝聚業界共識，構建學術共同體；二、推動經驗互鑒，提升臨床診治水
平；三、促進資源整合，助力中醫藥創新發展。經歷十一屆積澱，已經
發展為香港頗具規模的中醫藥學術交流平台。他堅信，唯有守正創新、
以科技賦能傳統辨證體系，以數據驅動經驗知識轉化，才能實現中醫藥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向現代循證醫學的轉型。
陳明珠致辭表示，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明珠，數千年來一直

造福人類健康。香港與內地的中醫藥發展一脈相承，香港作為連接內地
與全球的橋樑，正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香港中醫藥的發展須守正
創新，保留及傳承中醫藥的特色優勢，同時重視中西醫結合，推動中醫
藥現代化發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每一位中醫藥使者當不忘初心，
謹遵「大醫精誠」，堅定中醫藥文化自信。

林哲玄致辭表示，近年來，
在政府推動中醫西醫協調發展
的政策支持下，中醫藥事業迎
來重要發展機遇。當前中醫藥
發展正呈現多元化趨勢：一方
面，亟需建立專業中醫院作為
發展龍頭，為本地學生提供實
習平台；另一方面，中醫專科
培訓體系亦需完善，使香港成
為中醫人才培育基地。
鍾志豪致辭表示，經過多年

努力，香港中成藥注冊制度（HKP）有望年內升級為HKC標準，標志着
本地中成藥產業邁入新階段。與此同時，政府正全力推動《輔助醫療專

業條例》修訂，促進中醫與其他醫療專業深度協作，為市民提
供更優質的整合醫療服務。更令人振奮的是，香港首家中醫醫
院將於年底分階段投入服務，中藥檢測中心大樓亦將同步啟
用。
論壇上午專題聚焦私營執業中醫機構發展戰略研究及中藥飲

片和顆粒應用，21位學會代表共同探討多元醫療需求下的服務
模式轉型；下午學術報告環節，12位資深中醫師分享臨床實證
成果，內容涵蓋經典方劑現代化應用、智能輔助診療系統開發
等前沿領域，展現傳統醫學與現代科技的深度融合。 ●陳家澤 ●盧鼎儒 ●黃智邦

國際中醫針灸解剖學會會長
陳明珠
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及中西醫藥
匯聚特色，可打造「醫教研產」四位一體
創新生態。未來需整合中醫藥科研、臨
床、教育及產業資源，在應對人口老齡
化、慢性病防控等領域發揮獨特價值。

九龍中醫師公會代表
莊世華
中藥配方顆粒的研發既保留中醫藥核心

療效，又實現即沖即服、定量精準的現代
化突破。醫師可藉此強化臨床療效監控，
患者亦免於煎藥時間成本與技術門檻，極
大提升中醫藥可及性。

香港頭針醫學會會長張煒生
香港中醫業正處於歷史性發展窗口期，
私營機構既擁有政策利好、科技賦能、社
會信任三大發展動能，亦需直面營運壓
力、人才培育等現實挑戰。唯有堅持「傳
承不守舊、創新不忘本」原則，深化公私
營機構協同發展，方能把握機遇，開創中
醫藥現代化發展新篇章。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會
會長李然贊
中醫行業經二十餘年制度化發展，已吸

引大批青年醫師加入，但仍需破解資源配

置、服務創新等現實課題。呼籲業界把握

機遇，主動融入現代醫療管理體系。

香港汕尾中醫協會、會立中醫藥
學院院長陳曉明
香港中醫產業發展正迎來政策、市場與

科技三重利好機遇期，業界應把握「醫養
結合」「跨境醫療」「智慧中醫」三大賽
道，構建差異化競爭優勢，方能在醫療體
系變革中搶佔先機，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
效益雙贏。

僑港中醫師公會會長彭增福
在國家《「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

與香港健康產業升級戰略的雙重驅動下，

中醫行業需構建「四維創新體系」以實現

跨越發展：第一，技術差異化突破；第

二，智慧醫療升維；第三，政策產學研聯

動；第四，跨界生態共建。

香港草藥遊會長
楊根錨
臨床觀察發現，多數市民對中藥顆粒的

原料生態缺乏認知。倡議香港中醫師在處

方時優先選用嶺南特色草藥，並主動向患

者介紹藥材的產地環境與生態特征。

香港針灸學會會長
熊嘉瑋
濃縮中藥顆粒劑型近十年在香港市場蓬

勃發展，其既是中藥制劑改革的創新方

向，更為醫患雙方提供了科學高效的用藥

選擇。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執行會長
盧鼎儒
傳統中藥飲片的煎煮調配流程耗時耗

力，對都市人群不便，而濃縮顆粒通過標

準化生產實現了「即沖即服」的突破，正

逐步改寫中藥消費習慣。

香港中華經筋醫學研究會會長林友
將私營中醫機構定位為「健康產業+文化
使者」雙重角色，一方面通過電子病歷、
智能藥房等數智化改造實現規模化經營，
另一方面深挖經筋療法等非遺技術的國際
價值，打造「醫養結合」特色品牌，使中
醫藥在現代醫療體系中既保持獨立性，又
拓展服務邊界。

香港中醫藥膳專業學會理事長
彭祥喜
中醫藥發展需秉持「傳承不守舊，創新

不離根」理念，飲片須堅守地道產區與國

家質控標準，濃縮顆粒則應發揮標準化優

勢拓展國際市場。

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理事長
徐澤昌
針對市民醫療選擇習慣，倡議強化中醫
「治未病」理念推廣，透過體質調理及生
活方式提升公眾認知，爭取中醫成為主流
醫療選擇，呼籲政府加大資金及政策扶
持，助力私營診所可持續發展。

南方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
胡永祥
濃縮顆粒非但不是對傳統的簡化，反而

是以現代科技活化千年醫藥智慧的創新實

踐，業界應把握數智化趨勢，向世界講好

「科技賦能傳統」的中醫故事。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會長
李穎欣
針對目前九成中醫師為私營執業的現

狀，轉介權限不應僅限公立中醫院，需同
步向私營機構開放，並通過專項培訓保障
轉介質量，消除對私立中醫師專業能力的
歧視。

香港本草醫藥學會會長黃傑
擴大「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範圍，增

設創新實踐計劃、轉化醫學培訓及專科認

證制度，培育復合型人才；設立中醫創業

孵化基地，發展藥膳、智能診療設備等新

業態，構建產學研一體化生態。

港九中醫師公會首席理事長何國偉
隨着政府對中醫藥扶持力度加大及民眾

健康意識提升，私營中醫機構迎來發展黃

金期，近年增速顯著。機構需強化內部管

理、規範服務流程，並主動配合政策監

管，以專業化與標準化鞏固競爭優勢，共

同推動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

香港中醫整脊學會常務院長
饒康怡
針對私人診所電子化需求，建議引入AI
輔助系統破解技術門檻，並開設專科護士
培訓課程，協助資深中醫師完成數位化診
療流程優化，構建標準化電子健康檔案體
系。

香港華夏醫藥學會首席理事長
黃智邦
藉香港推動文旅經濟之勢，設計中醫健
康旅遊路線，聯動上環药材街、老字號藥
坊等地標，開發文化體驗團及網紅打卡
點，將診所服務延伸至文化體驗與品牌傳
播。

暨南大學香港中醫同學會會長
區浩庭
建議政府加速落實「中醫發展藍圖」，

拓展私營機構服務空間；同時號召業界以

專業凝聚共識，共塑香港中醫國際品牌形

象，開創產業新篇章。

中醫學術促進會會長
馮美嫦
中藥濃縮顆粒衝劑代表中醫藥現代化發

展的突破性方向，其便捷性有效破解了傳

統飲片煎煮繁瑣的難題，尤其適應慢性病

長期調理需求。

國際中醫暨綜合自然療法學會
主席張素勤
私營中醫機構經營模式需融合科技創

新，透過電子病歷系統、AI輔助診斷及診

所管理提升效率。同時，針對失眠、慢性

勞損等都市高發病，開發特色專病療法。

●全場大合照。

●林哲玄致辭。 ●鍾志豪致辭。 ●陳明珠致辭。 ●陳漢忠致辭。

●主禮嘉賓合照。

會長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