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青建孵化中心 助港企內地創業
「很

多港澳餐
飲品牌想來內地發展，內
地城市也很歡迎港澳餐飲
企業進駐，但由於面對環
境不一樣，對於港澳餐飲
來說進入內地最需要解決的是量產
化難題。」 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設立全球餐飲品牌孵化中心的負責
人藍光表示，中心成立兩年，已經
幫助上百家港澳企業到內地進行創
業嘗試。

藍光（圓圖）是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至今已有12年創業史。 「其
實最初是想在香港本土創業，無奈
成本太高了，無論是舖租還是人
工，剛好當時澳門處於一個比較缺
人的時間，於是2011年選擇先到澳
門試水。」 藍光的創業之路尚算順
利，累積了一些餐飲界資源，通過
了解發現很多港澳餐飲企業都有北
上意願，但會遇到包括標準化、進
貨渠道、招聘大廚、打開知名度等

問題，於是他於2021年到
橫琴創辦了全球餐飲品牌
孵化中心，希望借橫琴平
台幫助港澳餐飲企業北上
發展。

「標準化是港澳餐飲
企業遇到最多的問題。」 藍光說，
在內地經營餐飲企業的難度比香港
還要高，首要問題是因為一些原材
料內地未必可以進口，兩地大廚在
手藝傳承上也有一些不同，如果希
望短期內在不同城市大量鋪開，就
需要有一套標準的流程。以開店為
創業成功標準，藍光說，中心兩年
來也幫助數十家企業達成了目標。
「按照我們的經驗，離大灣區越遠
的區域，對港澳餐飲的好奇度越
高，需求也越大，內地一些城市的
商場經常主動找上門，希望幫忙引
進港澳餐飲品牌進駐。」 藍光說，
未來會繼續做好平台服務，推動港
澳品牌落地橫琴並推廣至內地。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帥誠

特稿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8日
走進位於珠海橫琴的粵澳合作中醫藥
科技產業園，走訪分子態（珠海橫
琴）中醫藥健康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傳統醫藥國際交流合作平台等項目，
了解灣區中醫藥產業發展最新動態。

在傳統醫藥國際交流合作平台展
廳，採訪團一行還了解到跨境委託生
產業務、院內製劑跨境調劑等領域取
得的較大突破。在中醫藥產品跨境委
託生產方面，澳邦藥廠跨境委託產業
園粵澳藥業公司製造的 「馬交牌千里
追風油」 獲得澳門藥監局批出首張澳
門藥品跨境 「委託製造許可」 批件，
並於2023年9月在澳門面向公眾銷售。
「這是 『橫琴生產、澳門監製』 政策
的首個落地項目，為澳門產品通過合
作區實現工業產能擴大提供了落地範
例。」 粵澳藥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
大鵬還透露，這樣的成功經驗也促使
公司能夠依託 「港澳藥械通」 政策承
接香港案例。

填補跨境用藥空白
就在半個月前，在國家藥監局支

持下，經粵澳兩地藥監部門批准，由
產業園 「粵澳醫療機構中藥製劑中
心」 牽頭協調，成功推動廣東省中醫
院5款獲批跨境使用的 「醫療機構中藥
製劑」 發往澳門，由澳門鏡湖醫院接
收，並將逐步應用於澳門臨床。此次
院內製劑跨境調劑，則填補了中國境
內醫療機構中藥製劑跨境使用的空

白，將為粵澳兩地監管創新、中醫藥
產業融合發展積累經驗。

9款產品巴西獲准上市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國際

交流合作中心總監孫繼霞還介紹，產
業園除了為 「引進來」 牽線搭橋，在
中醫藥 「走出去」 方面也取得積極進
展。 「截至目前，我們為包括澳門在
內的多家企業共11款產品在莫桑比克
註冊成功，其中連花清瘟膠囊在當地
的新冠疫情防控中獲得較好的市場效
應，同時在巴西市場9款產品獲得中成
藥註冊備案上市許可。」

孫繼霞還指出，為了大力推進澳
門及國際青年人才培養，產業園還成
立了國際青年中醫生交流基地， 「我
們為港澳及海外青年人才提供專業培
訓、交流沙龍、海外實踐及線上交流
活動，已累計約5617人次澳門及葡語
國家的傳統醫藥領域政府官員、公立
醫院醫生、中醫生、中醫從業者、藥
劑師、理療師、高校師生等青年代表
參與。」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註冊企業
共191家（其中澳門企業61家），涉及
中醫藥、化妝品、保健品、醫療器械
生物醫藥、醫療服務等領域，包括廣
藥集團、澳大研究院、分子態等重點
項目，已形成一定的產業集聚氛圍，
正逐漸成為港澳中醫藥產品 「引進
來」 「走出去」 的雙向通道。

「科學定量拼配技術實現了中藥的量化標準，中藥材消耗只需原
來的十分之一，用智能配藥機器人2分鐘搞定一張配方，3秒鐘製作一
杯中藥。」 分子態（珠海橫琴）中醫藥健康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蔡鵬東8日在珠海橫琴，向來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的記者
展示了橫琴首個具備澳門元素的中醫藥先進製造項目。近年廣東大力
促進粵港澳中醫藥產業發展，珠澳兩地合作在橫琴培育了眾多優勢中
醫藥項目，並借助傳統醫藥國際交流合作平台進行產品開發和跨境上
市，且有香港中醫藥項目即將落地內地，開闢了 「引進來走出去」 雙
通道。

大公報記者 帥誠、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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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入園產品展示。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在滬港人故事 集結成書掀熱議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由大文集

團駐滬記者採寫、大公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
《踔厲前行──在滬港人上海故事》一書，近日
作為特別的禮物，由在滬港人贈送給來滬訪問的
香港特首李家超。特首面帶微笑翻閱本書的照片
在網上傳播，在滬港兩地的專家學者、市民中引
發熱議。

為何會想到出版這樣一本書？主要出品人陳
浩華介紹，本書從策劃到出版歷時近兩年。經廣
泛篩選和有關部門推薦，他們在上海16個區各選
取了三個代表。同時，還推選了三位在滬港人主
要社團領袖作為特別代表，一共51人。

這些港人在年齡上涵蓋了老中青三代，所涉
及的行業也非常廣泛，彰顯了港人融入祖國發展
的廣度和深度。三位特別代表更是在過去數十
年，一路辛勤耕耘，從最初的拓路人，成長為後
來者的引路人和同路人，並依舊在為聯通滬港貢
獻心力。在他們看來，51位港人的親身經歷，正
是 「獅子山精神」 高度融入上海發展的生動實
踐。當中很多人的精神特質也具有高度代表性，
值得進一步總結思考，並給新一代來滬港人參考
借鑒。

參與本書統籌的在滬港人堵冠偉介紹，本書
的出版並非一帆風順，特別在採寫啟動階段就遇
到了疫情但無論是受訪者還是參與採寫的大文記
者團隊，始終初心不改，克服了重重困難，才終
於完成書稿。

陳浩華還代表在滬港人特別感謝大文記者的
貢獻。他說，全書的出版過程中，採訪和寫作是
最難的環節。大文記者以他們的專業精神，不顧
舟車勞頓和疫情阻隔跑遍上海，與這些代表多次
深入交流、採訪，聆聽他們在上海的奮鬥和心路
歷程，每一篇稿件都做得非常扎實，充分見證了
在滬港人的不同身影。、

本書的出版，在上海港人中也引發強烈反
響，書中的主角們也對全書出版後的效果嘆為觀
止。記者還從多個港人社團的上海工作人員那裏
了解到，此前很多人已經通過大公文匯網和大公
網的報道，讀過這些港人的故事，聽聞故事結集
出版，都想要獲得一本書。

內地法學排名 中國政法大學NO.1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高等教

育評價專業機構軟科8日正式發布 「2023軟科中
國最好學科排名」 ，排名榜單包括98個一級學
科。在中國頂尖學科數量方面，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復旦大學分別以28個、26個和14個中國頂
尖學科位列全國前三。

在法學學科排名方面，共有110所大學上
榜，中國政法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和北京大學位列前
3%。中國政法大學以總分1346分的絕對優勢排
名第一，這亦是該校第五年蟬聯最好法學學科排
名榜首。

排名的指標體系包括人才培養、平台項目、

成果獲獎、學術論文、高端人才5個指標類別，下
設18個指標，共計70餘項反映學科競爭力的觀測
變量。記者梳理發現，在2023中國最好學科排名
中，法學學科共發布110名。內地法學界知名的
「五院四系」 均有不俗成績。

「五院四系」 是指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中央
人民政府統一部署規劃，在全國高等學校實行院
系調整，使全國各大區建立了北京政法學院（現
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
學）、西北政法學院（現西北政法大學）、中南
政法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學
院，以及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院、武漢大學法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

【大公報訊】據外交部網站消息：2023年11
月6日，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曉波與美國國務
院主管軍控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斯圖爾特在華盛頓
舉行了軍控與防擴散磋商。

雙方圍繞《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五核國合
作、核安全、防擴散與出口控制、生化履約、外
空安全和常規軍控等廣泛議題深入、坦誠、建設
性交換了意見。雙方強調應保持溝通交流，以增

進互信、積累共識、管控分歧、探討合作。
中方闡述了在軍控與防擴散問題上的立場和

政策，強調中美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對話
合作。中方強調，雙方應秉持共同、綜合、合
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切實尊重彼此主權、安全
與發展利益，增進戰略互信，致力於維護國際軍
控與防擴散體系，實現世界持久和平與普遍安
全。

中美軍控磋商 中方：切實尊重彼此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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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監製橫琴生產 中醫藥跨境上市
粵澳醫療合作 闢引進來走出去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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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中醫藥合作

澳門藥物監督管理局

產業園服務中心

•2023年8月，澳門藥物監督
管理局產業園服務中心正式入
駐產業園，服務中心將承擔聯
繫澳門藥監局和醫藥企業的職
能，旨在為有意向申請澳門中
成藥註冊的企業在申報註冊與
審批過程中給予政策、技術諮
詢與指導，並以此為載體開展
中藥評審相關理論、技術及政
策等研究，對產業園公共服務
平台給予技術指導和政策諮詢
支持等。

粵港澳中醫藥

政策與技術研究中心

•搭建內地藥監部門、行業專
家和醫藥企業中醫藥政策和技
術交流研究、交流和傳播的平
台，更好地服務粵港澳大灣區
醫藥企業，同時在橫琴粵澳合
作深度區探索創新機制，促進
政策落地實施，為推進中醫藥
產業標準化、現代化、國際化
做出貢獻。

粵澳醫療機構

中藥製劑中心

•國內醫療機構首次與境外藥
企合作共建的大型製劑中心。
該中心由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和珠海市中西醫結合醫
院牽手共建，雙方通過醫療資
源共享、實現優勢互補，推廣
更多創新中藥走向廣東乃至澳
門地區，助力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產業發展。

大公報整理

中醫醫療機構
2.3萬家

中醫醫院
199家

中醫診療服務量
1.85億人次
（2021年）

中藥工業產值
600億元
人民幣

粵澳合作中醫藥
科技產業園註冊企業

191家

其中澳門企業
61家

大公報整理

廣東省中醫藥產業數據

▲《踔厲前行——在滬港人上海故事》一書將主
要通過贈閱的方式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