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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專業化發展經年，逐漸成為市民廣泛使用的醫療服務之一。面對著中醫藥

政策發展及融入本地公共醫療體系的挑戰，社會上有不同聲音和倡議，業界亦須加深

認知、凝聚共識。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中醫專業發展研究團隊，將會每月一次整理有關本地中醫

藥發展的新聞報導、政策討論、以及由本地中醫師組成的業界群組的內部討論，呈現

當前社會及業界共同關注的中醫藥議題。在新聞及政策討論方面，研究團隊以慧科

（wisers）的新聞庫，搜索有關中醫藥的本地報章報導及政府新聞公告，並作出整合。

在中醫對話平台討論方面，研究團隊會閱讀中醫師WhatsApp群組「群策群力中醫

路：香港中醫藥政策研討會」的內部討論，並歸納該月重點議題。 

 

在 2023年 8月，新聞及政策討論的焦點在於設立中藥註冊審批制度，以及中西醫合作

的議題。而業界群組的討論焦點則在於中醫在慢性病治療制的臨床指引。 

 

一、中醫藥新聞及政策討論 

 

1. 在中藥方面，醫藥界近日與政府就成立獨立的藥物審批機構進行商議。本港與

內地實行兩套不同的藥物註冊制度，在目前的藥物規管的法律框架下，藥物分

為中藥和非中藥，中藥受《中醫藥條例》管制， 中成藥必須先註冊，其安全、

品質及成效須符合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註冊要求，獲發「中成藥註冊證明

書」，方可在本港進口、製造和銷售。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永光就此建

議，可參考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建立類似的藥物審批機構，以自行審批藥

物申請，以省略等待外國許可的時間，從而促進兩地在中成藥上的交流。 

 

2. 在中西醫合作方面，醫院管理局自 2014年起在公立醫院試行中西醫協作項目先

導計劃，針對三個病種制訂臨床方案，包括中風治療、急性下腰背痛症治療及

癌症紓緩治療。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早前接受《大公報》專

訪時，提及醫管局有意常規化中西醫協作治療，參考專家及內地經驗，並進一

步推廣至其他具優勢病種，如呼吸科和胸肺科等。報道指，政府期望在今年

內，把 「中風治療」 擴展至全部七個醫院聯網。 

 

3.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及香港社區健康學院早前舉辦「基層醫療健康分享論

壇」，邀請不同背景的嘉賓討論中醫藥在基層醫療健康藍圖中的前景。基層醫

療健康專員彭飛舟提及幾種對未來基層醫療的想像，例如在改善電腦系統後，



透過網絡組成包含中醫師和西醫的小團隊，以團隊合作的模式在社區提供護理

服務，以及研究在基層醫療服務參考概覽加入中醫的部分，為中西醫合作制定

指引。 

 

4.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就中醫藥業如何參與基層醫療發展舉辦對話平台，

邀請了中醫藥學者及前線中醫藥持份者作為講者，以學術、非政府組織、三方

協作中醫診所及私營中醫診所的角度，回應政府的發展藍圖，並邀請近 40名中

醫師分享其在地經驗，共同商討中醫藥在基層醫療的發展方向。詳細活動總

結，包括各講者的觀點及當日對話平台與會者的討論，將於十月的線上研討會

向業界公布。 

 

二、中醫對話平台討論 

 

1. 社會各界及政府在發展基層醫療系統的議題上，不時提及中醫在治療慢性病的

優勢。在地區康健中心的慢性病共治計畫中，中醫服務只包含在中風治療及部

分痛症治療內，而糖尿病及高血壓等則沒有中醫服務的選擇。有中醫師在群組

提出，已有不少針對中醫在慢性病療效，以本地數據為主的實證研究，並提出

未來可為慢性病共治計畫內的其他疾病制定臨床指引，從而提升中醫藥在常規

治療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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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查詢或建議，請聯絡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助理李柏慰小姐（電

郵：pwlie@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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