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國家制定並實施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內容
全面並具主導作用，香港要認真
參考，並總結內地中醫藥發展經
驗，加以對接

•完善中醫藥法規，真正把中醫藥全
面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從 「治未病」 與

「康復治療」 的兩端減輕公共醫
療衞生的巨大壓力

參考內地經驗
完善法規

設立中醫藥局
統籌管理協調

•設立 「中醫藥局」，負責統籌、管理、協調香
港的中醫藥整體發展及服務，使中醫藥完全納
入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獨立於西醫的管理

•把中醫藥局設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局，下設執行
單位，在體制上與西醫分開管理，開展符合
「並重」原則的中西醫協作

•中醫藥局成立初期由一位司長、副司長或
局長領導，加快建立獨立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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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癸卯年八月二十日 第43154號
今日出紙二叠七張半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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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歷史悠久，獲廣大市民的認可和信賴，香港首間中醫
院將於2025年落成啟用，中醫藥發展不只是中醫藥行業的事，亦
關乎全港市民的整體利益。

由超過120名各界人士及社團組成的 「跨界別關注中醫藥聯席
會議」 ，近日在新的一份施政報告諮詢期提出香港中醫藥改

革及發展的八項意見，包括建議設立中醫藥局進
行獨立管理，現有計劃下的中醫藥發展專員可

向政務司司長或副司長負責。此外， 「官產
學研」 模式對中醫藥發展十分重要，建

議強化大學中醫藥科研力量，設立中
醫藥大學，並多方面招攬人才。

大公報記者 魏溶

新路向中醫藥

▶▶跨界別聯
席會議倡議設
立中醫藥局，
助業界提升產
品質量，走向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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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中藥註冊制度

建立機制對接內地

相關新聞刊 A2•A3•A4

•必須大力優化完善香港的中藥註冊制度，建立
與內地對接的機制，同時發揮香港的國際優勢，

在 「粵港澳大灣區」 及 「一帶一路」 的規
劃下，擔當內地與世界的重要

橋樑

•建議在中醫藥局未成立之前，中醫藥發展專員
可以向政務司司長或副司長負責，最低限度也要
直接向醫衞局局長負責。

•專員必須堅決維護中醫藥核心價值、體系、理
論，同時保留歷朝歷代不斷尋求創新發展的精神，

從中醫藥的本位上與西醫藥互相促進，找到最佳的平
衡，為整體公共醫療衞生服務

•專員須通曉並堅持中醫藥的正統理論、傳統治療方法、臨床
經驗承傳、經典名方及歷史淵源等要素

•專員要充分掌握中醫藥界的實際情況、
困難和訴求，全面了解社會各

界對中醫藥的期望
和訴求

發展專員須向司長負責

配合創科 強化官產學研
•必須重視高新科技在中醫藥的應用，特
別是與生物科技的結合，懂得運用 「官產
學研」 模式發掘中醫藥的傳統價值

•建議從財政預算中撥出額外經費，與支
持西醫藥要一樣，強化各大學的中醫藥教

育及科研力量

── 增加現有大學的中醫學士本科學額，
提供額外的中醫本科學位以較高學費
招收非本地生

── 建議成立與西醫藥分開的首家公立中
醫藥大學，鼓勵支持現有大學或民間

機構開辦私立中醫藥大學

── 邀請內地的中醫藥機
構參與，建立健全的

教育基建配套

•必須建
立中醫藥的
國際標準，同時
為內地及其他國家認
可，包括中藥的互通認證機
制、中藥檢測標準、經典名方
的權威認可（特別是嶺南經典
名方的發掘）等

•必須建立國際與內地共同認
可的中藥檢測認證制度，建立
專門為中藥研發及製造而
設的GMP共享設施及
國際中藥檢測
認證中心

整合民間資源
保留傳統瑰寶

•政府、相關院校和中醫業界整合
民間的傳統中醫藥資源，包括人
才、古法、民間驗方、臨床經驗及
各個醫學派別的獨有理論和臨床
經驗，不可讓源遠流長的

中醫藥傳統流失

中醫藥發展局 集思廣益

•政府應考慮成立 「中醫藥發展
局」 作為法定機構，讓各個非官
方持份者可以通過此法定機構凝
聚共識、整合資源、引進社會各

界特別是學術界及產業
界的參與

完善師承制度
傳授接班人

•除了現時基本上跟隨西醫教育及實習制度的中
醫註冊制度，香港也要同時建立更完備的傳統師
承制度，容許人才以不同方式流入中醫界

•香港應該建立正式認可的 「國醫名師」 制度，
讓相關中醫藥專業團體及專家評核具備此等地位
的名中醫和老中醫可以師承方式傳授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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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中醫藥局
重科研 招賢才

跨界別聯席會議 為中醫藥發展建言

▶ 「跨界別
關注中醫藥
聯席會議」
關注香港中
醫藥的改革
及發展，提
出多項具體
意見。

▶ 傳統
的中醫藥資
源，包括人才、古
法、民間驗方、臨床經
驗等十分寶貴，必須加以
整合和保留。

由22名選委、15名立法會議員、
24個社會各界團體及60多名社會各界人
士組成的 「跨界別關注中醫藥聯席會
議」 （下稱會議），基於去年施政報告
諮詢時提出的 「關於香港成立全新的中
醫藥管理機構」 聯合聲明，於近日在新
的施政報告諮詢期向特首及特區政府再
次提出香港中醫藥改革及發展的具體意
見。

會議在意見書中建議，香港應設立
「中醫藥局」 負責統籌、管理並協調香
港的中醫藥整體發展及服務，並認為中
醫藥局應作為獨立的政策局，下設執行
單位，並在體制上使中醫藥完全納入香
港的公營醫療體系，獨立於西醫的管
理。在中醫藥局成立初期應當由一位司
長、副司長或局長領導，盡快建立獨立
管理體制。

中西醫要「並存」 「並重」
此前，立法會文件中指出，政府計

劃由2023-24年度起強化中醫藥處的職
能和編制，並設立 「中醫藥發展專員」
負責香港中醫藥發展及相關政策統籌協
調。會議認為，應當在中醫藥局未成立
之前，中醫藥發展專員可以向政務司司
長或副司長負責，並對醫藥發展專員提
出了期望，認為專員應當通曉中醫藥的
正統理論，能夠充分了解中醫藥界的實
際情況、困難及訴求，能夠真正謀求中
西醫 「並存」 和 「並重」 。

會議強調，中醫藥發展不只是中醫
藥行業的事，關乎全港市民的整體利
益，亦關乎國家的醫療衞生安全及自主
的大局。

而對於中醫藥界未來的發展，會議
認為 「官產學研」 的模式很重要。當前
香港沒有獨立的中醫藥大學，但多間大
學均設有中醫學院及有關學科，會議認
為，香港在中醫藥的研發方面有一定基

礎，加之香港學術界在國際有較高地
位，建議強化各大學的中醫藥教育及科
研力量，增加中醫學士本科學額，提供
額外的中醫本科學位以較高學費招收非
本地生，從各方面增加中醫人才來源，
並提高大學中醫藥學生的撥款計算權
重，增加中醫藥教學、科研及科普投
入。

建議成立中醫藥大學
會議還建議，成立與西醫藥分開的

首家公立中醫藥大學，或在政策上鼓
勵、支持現有大學或民間機構開辦私立
中醫藥大學。會議提出，香港當前仍然
保留最傳統的中醫藥社群，應當建立健
全教育基建配套，加強傳統中醫藥理論
傳承。

對於產業方面，會議則提出必須建
立國際與內地共同認可的中藥檢測認證
制度，解決長期以來缺乏高標準、高規
格的GMP（優良製造標準）中藥製造
及代工設施的問題。會議建議，政府可
以在指定科技園區提供足夠的場地、設
施及資金支持，建設專門為中藥研發及
製造而設的GMP共享設施及國際中藥
檢測認證中心，使之可以同時對接內地
及國際市場，發揮香港中醫藥國際化的
獨特優勢，擔任內地與世界聯通的重要
橋樑。

此外，會議提出要發掘中醫藥的傳
統價值，重視高新科技在中醫藥的應
用，特別是與生物科技互相結合，保留
傳統中醫藥根本的同時，配合現代科技
發展。

作為有悠久歷史的中醫藥，如何在
新老一代中醫中傳承亦是會議關注的重
點之一。會議建議，香港應當建立完備
的傳統師承制度，容許人才以不同方式
流入中醫界，同時接受 「院校教育」 及
「師承」 方式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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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派47,871,8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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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2.5注中

每注派91,370元
三獎：158.4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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