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

2023年11月中醫藥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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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的新聞報道、政策討論、以及本地中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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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透過慧科（wisers）新聞庫，

篩選有關中醫藥的本地報章報道及政府新聞公告，並作出整合。在中醫對話平台討論方

面，研究團隊通過閱讀中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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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歸納出該月重點議題。

在2023年11月，新聞及政策討論的焦點在於政府施政報告中關於中醫藥發展的部份、推

動中西協作、中醫院的發展、及受資助中醫服務發展的議題。

一、中醫藥新聞及政策討論

1. 《大公報》就香港中醫藥發展多個範疇訪問了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香港

浸會大學副校長（研究及拓展）兼中醫藥講座教授呂愛平、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院長馮奕斌。

a. 就目前香港中西醫協助的情況及未來要如何進一步推行發展：

i. 高醫生提及內地醫院的中西醫協作服務運作成熟，但香港仍然欠

缺基礎，現時醫管局轄下的中西協作服務應增加病種和應用闊度。

他提出醫護同事及病人認為只要中醫效果好，就能有效加快推動

中西醫藥協助。

ii. 呂教授則認為目前中西醫分開會產生「一加一小於一」的情況。香

港中醫院會成為建立香港醫療新模式的試驗點，融合中西醫的人

才，產生協同的效應，以生命科學和數據科學的進展作為橋樑，讓

中醫和西醫互相更了解，更能令病人受惠。

b. 就醫管局工作、中醫藥推廣，與新聞媒體的關係：

i. 高醫生認為透過媒體有助推廣健康相關資訊，而且醫療人員提供

服務時，媒體報道真相有助公眾明白他們的工作。

ii. 呂教授提出未來中西醫合作需要中西醫機構和業界之間訊息互通

，該醫療模式將有賴媒體的傳播。中西醫需要與媒體合作才能把信

息和資訊傳遞至市民。

iii. 馮教授認為不論在普及教育、中醫推廣、中西醫協作、中醫藥現代

化及國際化皆要香港媒體作為平台。

c. 就香港中醫藥是否有合適及足夠的人力資源配合產業及服務發展，



i. 馮教授提出早在二十多年前已有全國各地的中醫人才匯聚香港，

而本地三所中醫學院有培訓打下良好基礎的人才，在應對基層醫

療上完全沒有問題，但仍需要更深入專科人才培訓。他指出醫務衛

生局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已經就着日後中醫院需要進行人才培

訓。

ii. 高醫生表示香港多年以中醫門診為主，欠缺中醫住院服務，故需要

加強有關方面的培訓。醫管局亦有派醫師到內地吸收經驗。

d. 就政府將資助中醫門診服務名額由每年六十萬個增加至八十萬個，能否

滿足病人對中醫門診的需求：

i. 呂教授認為十八區中醫門診佔整個中醫市場的一小部分，中醫的

服務量是根據西醫協同效應、衛生資源分配，而非市場需求，所以

名額數量和實際服務量關係並不大。

ii. 馮教授認為香港的中醫醫療網絡非常廣泛，整體中醫醫療服務名

額可能達到兩三百萬，公營部分提供的服務名額從六十多萬增加

到八十多萬，而私營部分的比例更大。雖然這些數據並非正式統計

，但亦能顯示出中醫在香港的醫療覆蓋面很大。

e. 就建構「數碼化中藥平台」如何推動中醫藥現代化發展，香港有優勢助中

醫藥國際化：

i. 呂教授認為數碼化平台的意義在於適用於社會各界人士：非中藥人

士能用作了解中藥的溝道；中醫藥學生能促進學習；公眾能用作普

及教育。將藥物的化學、藥理、臨床數據全放進數碼化平台,，日後

則能成為數碼化的《本草綱目》。

ii. 馮教授指出香港具備良好的數據平台及中西協作環境，是適合搜

集基礎醫學科學證據和臨床醫學證據的地方，將有助香港成為中

醫現代化、國際化的中心。

2. 團結香港基金於《大公報》投稿，指出近年來接受中醫服務的市民數量大幅上升，

然而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的服務人手卻只增加約兩成，與服務需求增幅相差甚

遠。供不應求，同時在人口老化下，長者醫療券中使用中醫服務的比例在過去五

年間持續上升，然而私人執業的中醫師獲取的政府資助比西醫更有限，因此建議

政府調整中醫診所服務模式，提升中醫診所發展的可持續性，方能為市民提供更

加優質的中醫服務。

3. 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黃譚智媛教授於《信報》撰文，認為香港應參考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的規劃和發展，把社區打造為中醫藥服務主陣地。香港亦可善用大數

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提供輔助診斷，提升服務能力，建設健康訊息平台，從

而建立香港中醫藥服務體系，加強基層中醫藥服務網絡建設。

4. 「一帶一路」中醫藥發展聯盟在11月2日成立，以香港作為平台推動中醫藥現代及

產業化，旨在凝聚「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中醫藥政、產、學、研機構，以培養高

質素人才，推動中醫藥現代化發展和國際交流合作，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二、中醫對話平台討論

1. 有意見提出中醫教研中心自從增加資助額及參加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後，人手、

資源、空間嚴重不足，故建議政府應該增加中心資源，改變經營模式，重新檢討

培訓與科研計劃是否對中醫師的臨床水平起到真正促進作用。又有意見提出培

訓不一定要在教研中心，政策可以撥資源給私營，善用私營市場進行中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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