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展行業交流正得其時
與會嘉賓們表示，中醫葯行業面臨着新的

機遇，此時多多進行行業交流正得其時。中
華中醫藥學會原副會長李俊德在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此時粵港澳三地共同舉辦這
樣一個關於中醫藥創新的論壇，非常及時。
當前，不論是從國家層面還是從社會需求，
中醫葯產業都面臨着非常好的前景，通過這
樣的活動加大對於中醫藥的宣傳，加強粵港
澳三地同行的溝通，能夠為中醫藥的發展做
出很大貢獻。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走向國外
的窗口，在大灣區發展中醫藥行業，可謂是
天時、地利、人和。當前，中醫葯界的同仁
還是要從最根本的技術研究做起，去掉浮躁
的情緒，把中醫藥做大做強，相信大灣區，

乃至全中國的中醫藥行業都會擁有美好的前
景。

鄭州新開元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劉鵬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亦表示，內地、港澳同胞齊
聚一堂分享心得對行業有積極作用。當前，
「70後」 「80後」群體正是全社會的中流砥

柱，他們對於自身保健比上一輩更重視，隨
着他們年齡的增長，對於大健康產業的需求
會越來越大。從這個角度來說，中醫葯、大
健康產業的發展極具前景，再加上人口老齡
化的加劇，中醫葯、大健康產業也將越來越
重要。當前，粵港澳大灣區也在倡導發展中
醫藥，加上港澳同胞在中醫藥方面獨特的經
驗，相信內地、港澳的同行們一起攜手合
作，一定能夠把大灣區的中醫藥市場做大做
強。

論壇上，廣東省中醫學會副會長金世明介
紹了中醫抗疫的思路和中醫的智慧；深圳市
中醫藥健康服務協會副會長潘曉明介紹了生
態保護和特色沙生植物研究與中醫藥的微妙
聯繫；深圳市中醫院的童光東主任則從中醫
治療肝病的良好療效說明，大灣區發展中醫
藥一定要瞄準中醫葯的優勢領域開始着手。

在主題沙龍環節，到場的企業代表也以中
藥守正創新與大灣區中醫藥融合發展為

題，介紹了自身的發展經驗。

大健康產業迎黃金十年
對於粵港澳地區的健康產業發展，深圳

市健康產業發展促進會執行會長黃鶴在論
壇上表示，健康產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
地位非常重要，也是將成為繼互聯網產業
之後全球財富最為集中的產業，面臨着廣
闊的發展前景。黨的十八大、十九大把健
康 中 國 提 升 國 家 發 展 戰 略 高 度 ， 其 中
《 「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提出，要
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為核心，把健康融入
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
康。預計到 2030 年，健康產業市場規模有
望超過 16 萬億。未來十年將是大健康產業

的黃金十年，而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大健
康產業發展的良好基礎。
黃鶴建議，粵港澳大灣區應支持推進深港

中醫藥科技創新合作，打造中國中醫葯產業
創新發展集群與先行示範區，促進 「港葯落
地」先行先試。並開展粵港澳合作中醫藥創
新機制研究，在粵港澳的中醫藥科學技術合
作開發、產業化平台共建、質量檢驗標準和
體系建設等多個方面開展機制研究及路徑先
行先試模式。她還建議，支持建立中成藥跨

境電子商務試點許可，研究制定先行區內的
跨境電商網絡銷售相關環節的海關監管機制
與路徑，探討港澳等境外中成藥產品，分階
段納入《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
單》，享受政策精神。使內地消費者更易於
獲取質優價廉的商品。

深圳市健康養老學院院長倪赤丹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亦認為，毫無疑問，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各項經濟要素
的流動，而中醫藥作為大健康產業當中的一
個非常具體的藥物要素，其實是可以在流動
上更為放開一些。香港的中醫藥行業，無論
是傳統的保存還是手段的創新都有着非常良
好的實踐，如何將香港中醫藥已經日臻成熟
的產品標準引入到內地，是可以創新探索
的。實際上，在醫藥醫療體制這一塊，香港
大學深圳醫院已經有了一個新的模式，未來
如果說能夠把深港在中醫藥方面再先行一步
的話，尤其是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大灣區中
醫藥行業的前景將非常廣闊。

仍需在中醫科學化上下功夫
金世明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此次疫情在全球氾濫，主要國家中唯獨
中國受損較小，很多的海內外有識之士
總結了三種原因，其一是中國領導人的
英明決策；其二是中國人民精誠團結；
其 三 則 是 中 國 採 取 了 中 西 醫 結 合 的 療
法。在抗疫過程中，經歷了 5000 年考驗
的中醫葯學發揮了巨大作用。所以習近平
主席在總結抗疫經驗的時候曾經說過中
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是這次疫情防
控的一大特點，也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
正創新的生動實踐。

經過抗擊 SARS、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傳
染病後，中醫葯實際上已經越來越獲得世界
的認可。金世明說： 「今年年初，我們與四
大洲的十五個國家，八十幾位抗疫的一線專
家成立了一個 『智慧中醫』全球抗疫醫學志
願者聯盟，每一周我們都在發布消息，這是
完全用中醫藥為主的組織。中醫葯用抗疫的
實踐證明了價值，相信隨着更多的實踐，中
醫葯在國際社會將受到更多認可，最終會服
務於全人類。」

倪赤丹認為，中醫葯需要走向國際，但現
在仍然面臨着一些老問題。中醫葯發展這麽
多年，仍需在中醫科學化上下功夫，進一步
探索中醫科技，加強中醫科學論證與實踐，
通過更加循證的一些理念和技術，使中醫受
到國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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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實踐中證明價值 發展前景廣闊

內地港澳應攜手做強中醫藥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在9月16日

舉行的 「醫葯華夏——粵港澳中醫藥創新國際化
發展論壇」 上，嘉賓們對粵港澳中醫藥的創新各
抒己見，介紹了自己對於行業的看法與經驗，也
對未來粵港澳中醫藥行業的發展提出了建議。本
次論壇作為粵港澳三地行業交流的盛會得到了與
會嘉賓的肯定。嘉賓們認為，中醫葯在本次新冠
肺炎疫情中已經證明了價值，在粵港澳大灣區大
發展的背景下，內地與港澳地區在中醫藥方面應
當加強合作，一起把中醫藥行業做大做強，並推
廣至世界。

香港商報副總經理徐文（左）授牌 「2021年度中醫藥國際化創新傑出
貢獻企業」 予雲南白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趙晉天。 蘇偉 吳志雄攝

香港商報副總編輯楊沐陽（左）授牌 「2021中醫葯十大傑出道地葯材
之鄉」 予巫山縣道地葯材種植基地代表——巫山縣農業農村委員會向永
紅副主任。 蘇偉 吳志雄攝

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高級藥劑師羅諾文（右），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
張介嶺（左）頒發 「2021中醫葯國際化創新傑出貢獻獎」 予神農傳統
(香港商標)有限公司創辦人黃鎮雄。 蔡啓文攝

香港商報香港商報《《康養中國康養中國》》專欄啟動儀式專欄啟動儀式。。 蘇偉蘇偉 吳志雄攝吳志雄攝

廣東省中醫藥學會副會長金世明（右）授牌 「享譽世界的中醫藥文化
聖地」 予河南省南陽市代表——鄭州新開元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劉鵬。

蘇偉 吳志雄攝

深圳市健康產業發展促進會執行會長黃鶴（左）授牌 「2021年度中醫
藥國際化創新傑出貢獻企業」 予石家莊以嶺葯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以嶺葯業國際貿易中心銷售總監高彥昌。 蘇偉 吳志雄攝

中華中醫藥學會原副會長李俊德接受
記者採訪。 蘇偉 吳志雄攝

廣東省中醫學會副會長金世明接受記者
採訪。 蘇偉 吳志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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