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根據《彭博》報道，有日本財團
有意收購中藥材及中成藥零售集團余仁生。當中，
日本三井物產和樂敦製藥出價最高，有機會成為買
家。消息指出，企業估值約8億美元、折合約62億港
元，最快下周簽約。報道指出，財團包括日本三井
物 產 （Mitsui & Co） 及 樂 敦 製 藥 （Rohto
Pharmaceutical Co.）。

業務遍及星馬香港及內地
三井物產、樂敦製藥及持有余仁生部分股權的

淡馬錫均拒絕對這項收購置評，另一股東Tower
Capital Asia暫時未有回應。

余仁生總部位於新加坡，專營中醫藥材和中成
藥，已有超過144年歷史。其招牌產品包括燕窩、保
嬰丹和白鳳丸。截至2023年5月，集團在大中華
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擁有約177家分店。

余仁生由出身於廣東佛山的余廣培於1879年創

立，初時他在馬來西亞開設醫館，為吸鴉片的中國
礦工提供醫治和藥物，其獨子余東旋後來把家族生
意發揚光大，專營中醫藥材和中成藥，燕窩、保嬰
丹和白鳳丸為其招牌產品。余仁生逐漸發展成為東
南亞最大的中藥房，業務還從馬來亞半島擴展到新
加坡、香港及內地。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工作委員會於2021年8月成
立，以支持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平台運作，協助及支
援大灣區調解平台履行其職能。《粵港澳大灣區調
解員資格資歷評審標準》由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平台
制定，供三地法律部門在制定其評審細則時執行。
在2023年12月7日第五次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
席會議上，粵港澳三方在《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
格資歷評審標準》的基礎上，就各自制定調解員資
格資歷評審細則、推進設立大灣區調解員名冊的工
作等議題深入討論。三方就在本年度第一季同時發
布及施行各自的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細則達
成共識。

加強跨境爭議解決機制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資

格評審標準》的建立是推進設立大灣區調解員名冊
的重要一步，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會繼續推進建立
大灣區調解平台方面的工作，長遠發揮好制定基準
的角色，以進一步推廣調解服務在大灣區內廣泛應
用。

全國青聯委員、執業律師譚雪欣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細則的發布，有助於大
灣區進一步推動調解事業的發展，促進粵港澳之間
的交流與合作。這對於加強跨境爭議解決機制、提
升調解專業水準、促進區域法律合作具有正面意
義。她續說，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法治社
會，具有許多優點來促進調解的發展。香港擁有完

善的法律體系和獨立的司法系統，能夠為調解提供
穩定可靠的法律保障。另外，香港具有多元化的文
化和語言環境，這為國際調解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
廣泛的參與者。此外，香港也擁有專業化的調解機
構和從業人員，具備豐富的調解經驗和專業知識。

國家不遺餘力支持香港大力發展國際法律和調
解服務，國際調解院總部即將落戶香港。譚雪欣認
為，以上各種原因是國際調解院的總部落戶在香港
的基礎。它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調解領域的地
位。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將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
地的專業調解人才和調解機構，鞏固香港成為國際
調解中心的地位。此外，國際調解院的平台將為香
港培養更多本地的調解專業人才，推動香港在大灣
區調解領域的發展。

灣區規則銜接成功範例
廣東省政協委員、大律師吳英鵬表示，香港是

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制度的司法管轄區，在 「一國
兩制」 下擁有獨特優勢。香港律師通曉普通法和
「兩文三語」 ，具備國際視野和豐富的涉外法律實

務經驗，讓香港成為了國際法律樞紐。特別是在爭
議解決方面，香港法律界不僅有大量專長於訴訟和
仲裁的人才，也有不少擅長調解的專家，他們將共
同為整個大灣區的商業交往提供專業且多元化的爭
議解決服務。本次《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
評審細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布，是粵港澳
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又一成功範例，進一步實現粵港

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認證標準的 「軟聯通」 ，不僅
有利於香港法律專業人士在大灣區開拓業務，也有
利於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地位。

【大公報訊】記者趙宏報道：醫院管理局
早前與科技園公司簽署合作協議，容許合資格
公司遙距連接醫管局數據實驗室，以自助形式
隨機抽取匿名的病人數據，進行醫療科技開發
及研究。相關平台現時已正式開放，平台儲存
了約20萬名病人臨床數據，包括診斷、手術、
藥物資料，亦有化驗、放射醫療程序等。

盼研究成果轉化公院應用
香港科技園公司轉化研發所高級總監劉思

雅表示，現時有約十多二十間公司申請，當中
包括生物科技製劑、醫療診斷、醫療機械等公
司。

醫管局強調，所有數據只會保留在醫管
局，其餘機構或公司無法下載、複製或存檔，
只能以樣本數據作研究。當局期望有關研究成
果可轉化在公立醫院應用。

醫管局去年與科技園公司簽署合作協議，
容許合資格公司遙距連接醫管局數據實驗室。
計劃早前要做先導計劃，涉及保健應用或遺傳
學，兩公司當時對先導計劃反應正面，認為數
據十分有價值亦有完整性。

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李璧堅表示，相關平

台正式啟用，容許園區公司申請，並經審批程
序作研究。他又提到，資料早前已開放予大學
使用，支援61個項目，逾400位研究員及18份
研究報告，當中包括以人工智能識別髖關骨
折。

被問到20萬名匿名的病人數據為2007年及
2017年的資料，會否過時及太少，醫管局高級
系統經理李璧堅表示，在未有計劃前只有數百
或數千人的數據可供創科公司使用，而在計劃
實施後會收集公司反應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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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代表組成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工作委員
會，昨日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細則。律

政司司長林定國在社交平台表示，律政司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調解
員資格資歷評審標準》的規定，制定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評審
細則。根據相關資格資歷要求，申請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須
具備至少五年工作經驗及三年調解員工作經驗，亦須成功完成指定
培訓課程。

法律界人士指出，評審細則的發布，是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又一
成功範例，不僅有利於香港法律專業人士在大灣區開拓業務，也有
利於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

大灣區調解員資歷評審細則公布
港法律界：有助開拓業務 鞏固國際調解中心地位

144年中成藥集團 估值62億
日本財團擬收購余仁生

日本近年來通過不斷收購、增資
擴產等方式，廣泛收集中國傳統藥

方，投入中藥市場步伐明顯加快。早前《大公報》 「中藥
保衛戰」 的系列報道訪問了多名專家和學者，他們
均表示，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
學的瑰寶，我們應該加強對中醫
藥知識產權保護和研發人員的權益
維護。

全國政協常委高永文形容，中
醫藥發展正面臨內憂外患，若不正
視問題，不但中藥產業鏈的高增值
部分遭外國剝奪，更會影響中醫藥的
傳承及發展。他認為，香港應發揮檢
測及貿易優勢，助力中醫藥產業高質
量發展，推動中華中醫藥走向國際，
提升中國對中醫藥國際標準的話語
權。

立法會議員、香港註冊中藥學會會
長陳永光表示，中醫藥發展絕不能 「中
國原產，韓國開花，日本結果」 ，中醫
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我們應該
提高對中醫藥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善
用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進一步加強對
我國中醫藥知識產權保護和研發人員的
權益維護。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大公報訊】政府昨日公布有關協助長者
預約接種新冠疫苗的更新安排，由4月2日起，
社會福利署轄下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
心、醫務衞生局轄下地區康健中心及地區康健
站，以及衞生署的長者健康中心，會協助有需
要的長者於網上預約接種新冠疫苗。現時郵政
局協助長者網上預約接種新冠疫苗的服務則維
持至本月底。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下，政府設有網上預約
系統，供市民透過系統選擇欲接種的疫苗，並
預約接種地點。由下周二起，60歲或以上居於
社區的長者，如需協助於網上預約接種新冠疫
苗，可到社署轄下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
心，或醫衞局轄下地區康健中心及地區康健站
尋求協助。

衞生署的指定長者健康中心為65歲或以上
的會員及非會員提供新冠疫苗接種服務，亦會

協助有需要的長者預約接種其到訪中心未有提
供的新冠疫苗。

除了於網上預約接種新冠疫苗，市民亦可
直接致電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種站查詢有關疫
苗接種服務。

國家不遺餘力支持香港
大力發展國際法律和調解服

務。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於2023年初在香
港特區成立，負責進行相關國際公約的談判。
2024年年初，各方協商一致作出決定，在國
際調解院成立後，東道國為中國，總部所在地
為中國香港特區。目前相關公約談判正有序推
進，待公約通過和生效後，國際調解院總部將
正式落戶香港特區。

國際調解院建成後，將會是世界上首個
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
律組織，也會是首個總部設址香港的政府間國
際組織，將大大提升香港成為全球 「調解之
都」 的國際形象。

特區政府改建舊灣仔警署為國際調解院
總部的相關工作正高效推進，早前已獲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通過工程的撥款申請，料涉款4.66
億元，冀讓工作盡快開展，趕及2025年年底
前將總部交付予國際調解院。

醫管局向科技園企業開放病人數據

社署長者中心 醫衞局康健站
4．2起助長者預約打新冠針

▲4月2日起，社署長者中心、地區康健中心和
康健站會協助長者預約接種新冠疫苗。

▲醫管局及香港科技園公司昨日公布，開放
「數據實驗室」 予科學園內合資格創科企業，
申請使用醫管局的醫療數據作科研及開發用
途。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要求
（1）申請人如欲經香港評審認可申請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必須符合以下各項要求，否則其申請將不

會被接納：
（a）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擁護 「一國兩制」
（b）成功完成指定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培訓課程
（c）具備至少五年工作經驗
（d）累計完成調解至少五宗個案
（e）具備至少三年的調解員工作經驗
（f）職業道德良好，未有因不良名譽或者違反職業道德受懲處的紀錄
（2）聯席會議可按申請人的實際情況豁免上述第（1）（b）項至第（1）（e）項中一項或多項的要求。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細則（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際調解院總部即將落戶香港，彰顯香港在 「一
國兩制」 下的獨特優勢。

▲第五次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去年12月舉行，三方就同時發布及施行
各自的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細則達成共識。

▲中成藥集團余仁生據悉有日本財團計劃收購。余
仁生在香港多區設有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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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早前的 「中藥保
衛戰」 系列訪問
專家學者，呼籲
加強保護我國中
醫藥知識產權。

話你知

國際調解院即將落戶
提升調解之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