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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中醫藥創新國際化發展論壇舉行

灣區大健康產業前景廣闊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道：9
月16日，由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澳門
中醫藥學會、國際葯膳食療學會、深圳
市中醫藥學會、深圳市健康產業發展促
進會、全球商報聯盟共同主辦，香港商
報、深圳市中醫藥協會承辦的 「醫葯華

夏——粵港澳中醫藥創新國際化發展論
壇」 ，在深圳、香港、澳門同步線上線
下舉行，近100名中醫葯界的翹楚、行
業領袖專家及大咖參加論壇。中華中醫
藥學會副會長李俊德，世界中醫葯學會
聯合會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廣東省中醫
藥學會副會長金世明，香港特區政府衞
生署高級葯劑師羅諾文先生，香港註冊

中醫學會副會長林蓓茵博士，澳門中
醫藥學會會長石崇榮先生，國際葯膳
食療學會會長侯平先生，深圳市健康
產業發展促進會執行會長黃鶴在論壇
上致辭演講，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張
介嶺，香港商報副總編輯崔衛平，香
港商報副總經理徐文以及副總編輯楊沐
陽出席論壇。

發揮優勢助力中醫藥創新國際化
論壇開始，張介嶺代表論壇承辦方香港商報，對到
場嘉賓表示熱烈歡迎。他表示， 「人命至重，大醫

精誠」，是中醫藥綿延數千年的本願宗旨；
「順天之時，測氣之偏，適人之情，體物之

理」，是歷代先賢大德薪火相傳錘煉出
的理論根基。正是因為這樣優秀的

歷史傳承，中醫葯為中華民族的
繁衍生息、中華文明的綿延

不絕乃至世界文明的發
展進步作出了重要

貢獻。現在，
中醫葯正

以其

自成體系、療效顯著、快捷安全的獨特優勢，為 「一
帶一路」建設的參與國提供可信可靠的醫療保障，助
力各國共同應對慢性病、傳染病等健康挑戰，推動人
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我們欣喜地看到，中醫葯振興正
處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發展機遇中，湧現出一
大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
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張介嶺表示，對歷史最好的致敬，是書寫新的歷史；對
未來最好的把握，是建設更美好的現在。這也是香港商報
承辦 「粵港澳中醫藥創新國際化發展論壇」的目的所在。
我們相信，在《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等政策和規劃的指
引下，粵港澳三地將順利實現中醫藥共商共建共享體制機
制，打造出全國領先、世界一流的大灣區醫療高地、創新
高地、人才高地、產業高地。香港商報將通過本次論壇以
及後續系統的推廣宣傳活動，充分發揮本報 「國際朋友
圈」優勢，更好地支持中醫葯產業發展，為進一步推動

中醫藥創新國際化發展貢獻力量！
李俊德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

醫葯學包含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
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

踐經驗，是

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凝聚着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
博大智慧。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中醫葯在抗擊新冠疫
情、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世界各國醫藥工作者攜手奮進，共同抗疫，促成了
中醫藥和西醫葯同台競爭，相互結合，為傳統中醫葯學
走向國際醫藥主流社會提供了新的機會。如今，粵港澳
大灣區的中醫藥創新發展正迎來一個好機遇，創新和發
展大灣區中醫藥，充分利用大灣區強大的產業基礎和完
整產業鏈，推動香港、澳門和內地間的人才互通、資格
互認、市場互用，同時繼續加大對中醫藥人才培養和對
中醫藥經典名方的研發投入、提升中醫科研實力，增進
國際市場對中醫藥的認可，不僅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的
需要，也是現代科學發展背景下歷史進展過程的必然選
擇。中醫葯也必將為人們的健康做出更大貢獻。

推動中醫葯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
澳門中醫藥學會會長石崇榮認為，中醫葯不但在慢

性病防治方面有其獨特優勢，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中，中醫葯全程參與，全程發揮作用，彰顯了中醫藥
的特色和優勢，也使得中醫藥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變
得愈發重要。藉着本次活動，利用三地優勢互補，資
源共享，人才互訪，打造以中醫藥養生、保健、醫
療、康養及中醫藥文化產業的交流平台，相信定能加
強推動深港澳三地中醫葯業界的合作創新和發展。

為更好展現中醫藥的偉大創造，宏揚中醫藥悠久的優
秀文化，書寫中醫藥精英傳承，傳播歧黃濟世的中醫醫
道，觸摸大灣區中醫藥創新發展脈動，多渠道多方面展
現中國在康養產業方面的發展狀況，除舉辦 「粵港澳中
醫藥創新國際化發展論壇暨2021康養中國論壇、第五屆
中醫藥健康服務鵬城論壇」外，香港商報還啟動了香港
商報官網、香港商報APP 「康養中國」專欄進行報道，
並舉辦了《中醫葯守正創新與大灣區中醫藥融合發展》
主題沙龍，為中醫藥創新國際化傑出貢獻企業神農傳統

（香港商標）有限公司授牌。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次 「醫
葯華夏——粵港澳中醫藥創新國際化發展論壇」香
港會場特別邀請到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高級藥劑師羅諾
文、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莫飛智、國際葯膳食療學
會會長侯平等中醫葯界人士出席。

羅諾文在致辭中表示，過去一年多，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嚴峻，在不同領域帶來了影響，而中醫藥在新冠肺炎
疫情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度參與了內地抗擊疫
情的全過程，與西醫葯一起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診療
方案 「三葯三方」等療效亦得到實踐檢驗，取得矚目成
就。他指出，香港背靠祖國，惠及於祖國的強大和在中
醫藥方面的進步，在國家的支持下，特區政府一直不斷
加強及深化對中醫藥的政策法規、人才培養、科研創
新、中醫服務及中藥產業等方面的發展；同時亦透過鼓
勵學術交流、健康講座、推廣和展覽活動等，向大眾推
廣中醫藥悠久的文化。

羅諾文提到，在《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
新發展工作方案》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委託廣東省
藥品監督管理局開展就簡化香港註冊外用中成藥的進口
註冊流程。香港擁有健全的中成藥註冊制度，他相信有
關措施有助吸引本地和跨國葯企以香港為基地研發新葯
及申請註冊，提升區內醫療服務的水平。他續說，特區
政府正積極籌備興建香港第一家中醫醫院，預計可在
2025年分階段投入服務，屆時除為市民提供純中醫和中
西醫協作的門診以及住院服務，支持中醫葯界和中醫學
生的教學、臨床培訓以及科研工作以外，也會促進多方
協作，包括與內地中醫藥同道積極聯繫和交流。

中醫葯發展一定要守正創新
莫飛智指，中醫葯是香港醫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直獲得特區政府大力支持。他又指，在後疫症時代，
中醫葯面對很多挑戰和機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去年發
布的《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為粵港澳

地 區
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去把握這個
新機遇。他認為，香港作
為大灣區其中一員，務必趁此機
會，共同攜手推進灣區內中醫藥國家重點實
驗室和粵澳合作中醫葯科技產業園、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創新中心等建設，加快推進中醫藥產業化、現代化、
國際化；加快推動港澳中醫師在內地醫療機構執業，推進
中藥產品在大灣區互認互通，合力推動中醫藥從大灣區走
向世界。

侯平表示，中醫葯的發展一定要創新，創新一定要守
正，守正一定要傳承，傳承一定要傳承精華。他指
出，傳承中醫藥精華，就是要學好古代文化瑰寶，把中
醫藥的優秀經典傳承下來，把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
要略、溫病學、本草綱目等等好經典傳承下來。他認
為，只要遵照這個方向創新，一定能夠把中醫藥全面發
展起來，並以大灣區為中心，粵港澳齊心合作，把中醫
藥創新國際化發展起來，造福世界人民的健康。

在論壇活動上，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張介嶺和羅
諾文一起向神農傳統（香港商標）有限公司創辦人黃
鎮雄頒發 「2021年度中醫藥國際化新傑出貢獻獎」。
黃鎮雄發表感言時表示，感謝各位評審對他在中醫藥
工作上的肯定及頒發這個獎項。他指，神農傳統草藥
是 「以人為本」，所有草藥皆是源於自然界中的一草
一木，配以有效的配方葯引，治療各種疑難病症。他
又希望開放多方面的中醫草藥平台，服務更多的市
民，令患病人士可以得到好的治療，同時可以促進交
流及推廣中醫草藥。

香港商報董香港商報董
事總經理張介嶺事總經理張介嶺
致辭致辭。。

蔡啓文蔡啓文 攝攝

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高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高
級藥劑師羅諾文致辭級藥劑師羅諾文致辭。。

蔡啓文蔡啓文 攝攝

出席論壇的嘉賓合影。蘇偉 吳志雄 攝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莫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莫
飛智致辭飛智致辭。。 蔡啓文蔡啓文 攝攝

論壇香港分會場與會嘉賓合影。
蔡啓文 攝

香港業界人士香港業界人士：：
合力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合力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

廣東省中醫學會副會長金世明致辭廣東省中醫學會副會長金世明致辭。。
蘇偉蘇偉 吳志雄吳志雄 攝攝

巫山縣農業農村委副主任向巫山縣農業農村委副主任向
永紅致辭永紅致辭。。 蘇偉蘇偉 吳志雄吳志雄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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