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論壇由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署理院
長、繪雲生物創始人賈偉擔任主持人，香港中文
大學醫院行政總裁馮康，中建國際醫療產業發展
有限公司運營總監趙莉莉，新風天域聯合創始人
兼行政總裁、和睦家醫療首席執行官吳啟楠和華
人專科醫生協會醫生會員、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
腫瘤科主任田耕在會上分享。

居家治療是重要投入方向
「我們統計過，60歲及以上的人群比60歲以

下的人群的平均醫療支出要高出5到10倍。在整
個老齡化趨勢下，即使人口不增長，對醫療服
務、創新治療的需求亦會增加。」 吳啟楠表示。

在他看來，老年的康復與居家醫療或將成為
未來的重要投入方向。 「中國現在最缺的其實是
『非急性期醫療』 ，如今的中國有非常多高質量
的醫院，人均床位也不缺，但我們的醫院往往有
呈現醫療資源緊缺的狀態。究其原因是初級診療
還不成熟，沒辦法承擔大部分前期篩查。此外，

缺乏高質量的康復系統和居家系統。未來，康復
居家養老方面，大灣區將扮演巨大角色。」

商業保險為醫療系統減壓
如今，反向消費成為話題熱點，港人在周末

前往深圳、廣州等城市購物和品嘗美食，未來跨
境醫療料亦會成為一大趨勢。馮康表示，隨着大
灣區在經濟上的融合，如今在大灣區城市定居的
香港居民已有幾十萬。而大灣區的居民會來到香
港，香港的居民亦會前往大灣區，增加了對跨境
醫療服務的需要。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需要解
決基層醫療上的問題，政府亦需要考慮如何利用
商業保險來分擔公立醫療體系的壓力。

趙莉莉亦表示，大灣區及國外一些城市的醫
療水平比較發達，可以給香港市民提供很好的醫
療服務。今次發布的施政報告內，提及將為港人
提供前往大灣區城市養老的更多選擇。港人希望
能夠在大灣區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加強兩地的
互動。因此，大家需要利用好自己的優勢，形成

互補，在保險、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大保障力量。

快速檢測術可應用於慢性病
從三甲醫院到社區醫院再到家庭醫生，不同

醫療資源的覆蓋讓每個百姓都能從中獲益。其
中，居家檢測產品應運而生，將快速檢測技術廣
泛運用於慢性疾病的預測。田耕在論壇上提及了
深圳羅湖區社區醫療的創新模式， 「如今深圳非
常重視社區醫院，以社康醫院和家庭醫生建立一
個網絡。這個網絡可以觸達每一個社區居民的家
庭醫生，再到二級、三級醫院，覆蓋常見病、多
發病。隨着對家庭醫生的投入增加，當這樣的網
絡建立起來，就可以及時發現一些嚴重疾病，亦
可以及時處理一些慢性病。」

在他看來，家庭醫生是有效降低成本的方
式。當初級診療與保險相結合，入保的每一位會
員都可以配有一位家庭醫生通過微信進行全天候
服務。由於家庭醫生對會員健康非常了解，診斷
時間可大大降低，亦提高了患者的看病體驗。

跨境醫療成趨勢 健康產業大有可為
大灣區人口老齡化 篩查慢病需求殷切

大公報記者 李天源

「高質量共建大灣區──領航 『9+2』 ．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
禮」 昨日在香港君悅酒店隆重舉行，與會嘉賓紛紛表示此次論壇對大灣區的進一步
融合發展起到積極作用，並表示會抓住大灣區發展機遇，促進個人和企業的發展。

抓住大灣區機遇 發揮優勢促進高質量發展

▲與會嘉賓在 「健康灣區 智慧生活」 圓桌論壇上發言。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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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航9+2」 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參與者眾。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金融中心優勢助力灣區發展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保協大灣區委員

會顧問、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區域執行總監
及榮譽顧問容永祺獲頒領航 「9+2」 粵港澳大灣區
傑出貢獻領袖獎，他表示，很開心此次能夠得獎，
這是對他多年來工作的認可。他說，大灣區是未來
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心之一，大灣區有很多發展機
遇，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有包括金融、科
技、高校研究院等多個專業方面的互聯互通。他
說，自己曾經做過香港高校的校董，大灣區的融合
發展可以推動 「9+2」 城市間專業教育的合作和發
展。他又指出，國家很重視金融的發展，而香港作
為金融中心、財富管理中心、風險管理中心等，大
灣區也有利於香港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

大灣區成功模式可輻射全國
山東省政協常委、優品360控股有限公司行政

總裁許志群獲得領航 「9+2」 粵港澳大灣區傑出貢
獻領袖獎，他表示，本次論壇可以幫助香港人更加
認識了解大灣區、讓更多香港人願意深入參與大灣
區的發展。他說，大灣區經過多年發展，已慢慢深
入人心，很多人願意在大灣區發展，並且明白大灣
區對香港未來不論是生活、就業還是創業，不論是
對企業還是個人，都帶來了很大的機遇。他表示，
自己企業的主要市場在香港和澳門，但香港和澳門
人口基數較小，市場規模不大，已在深圳開了新門
店，做出一些嘗試。他說，公司會投入更多資源研
究，並在大灣區發展出一個成功的模式，希望能夠
透過大灣區，輻射到全國其他城市。

內地媒體善用AI可借鑒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鳴表示，此次

論壇非常有意義。他說，推動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不
是一兩天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的推動，需要觀念
上的認可，讓大家認識到 「9+2」 城市是一個整
體。此次論壇能夠讓大家坐下來，圍繞大灣區，不
管是經濟、金融還是文化方面，都可以一起商討合
作。他指出，現在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已經進入快車
道，比如北部都會區的建設等，他相信大家都會慢
慢認可自己是 「大灣區人」 。在融合發展方面，以
傳媒行業為例，他說，內地媒體運用AI等高科技手
段更多一點，香港媒體從業者可以與大灣區其他同
行一起學習和借鑒。

青年裝備自己提高專業能力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榮獲領航 「9+2」 粵港澳

大灣區傑出貢獻團體／機構獎，該會會長陳偉斌
說，此次論壇讓大家有一個聚合的平台，很多優秀
企業有機會得到充分展示，大家也能互相交流學
習，了解到不同領域的知識。他表示，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是貼合實際並且面向未來的，整個大灣區

的經濟體量是很重很強的。他說，自己曾去廣州南
沙考察，發現很多港資、澳資企業，以及社團單位
都進駐到其中，大家都能抓住發展機遇、充分發揮
自身優勢。而他此次代表青年團體參與論壇，他表
示，機會不等人，作為青年要隨時裝備好自己，提
高專業能力，找到自己的專業所長，把自身發展同
大灣區發展充分配合起來。

港專業服務助企業走出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石化（香港）有限公

司供應鏈總監林至穎表示，近幾年粵港澳大灣區已
經有很大的發展。他認為，大灣區下一步可以繼續
加強 「9+2」 城市之間的合作，讓香港發揮出自己
的優勢，幫助大灣區城市的品牌走出去。例如香港
是大灣區唯一施行普通法的城市，很多國家在簽訂
合約或是知識產權交易等都會在香港進行，在這方
面，大灣區城市之間可以深度合作。

林至穎又提到，現在國家非常重視推動 「一帶
一路」 的合作發展，香港也是 「一帶一路」 路線上
很重要的城市之一，香港可以在專業服務、金融，
包括法律仲裁等方面起到帶動的作用，幫助內地企
業走向 「一帶一路」 國家。

在 「健康灣區 智慧生活」
圓桌論壇中，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行政總裁馮康提及了人工智能對
大健康產業的發展，以及對精準
醫療領域的進展。

在他看來，信息科技的發
展，令大數據成為趨勢。然而，
人工智能對精準醫療領域的發展
仍處於探索階段。 「人工智能目
前在醫學上的應用主要還是在放
射影像和病理影像方面協助醫生
進行診斷決策。」

助發展居家醫療產品
新風天域聯合創始人兼行政

總裁、和睦家醫療首席執行官吳
啟楠提及新風天域在內地建立的
醫療系統中對AI的運用情況。
「如今越來越多的場景需要使用
到AI，如果沒有及時的開發和投
入的話，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
在醫療機構的競爭性會受到一定
影響。」 他認為，醫療的未來是
在居家場景，這使居家產品上的
數據智能化變得更為重要。

大公報記者顏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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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顏琨

「領航9+2」 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設有多個圓桌論壇，多位嘉賓昨日下午圍繞 「健
康灣區 智慧生活」 論壇主題，分享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如何推進大灣區城市醫療發展。

隨着城市老齡化社會特徵日趨明顯，社會醫療系統面臨壓力。對健康產業而言，未來發展充
滿機遇，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