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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強表示，香港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對中醫藥在
香港的發展高度重視，香港中醫藥發展目前呈現

良好開端。王國強說，他每年都要到香港兩次，就中醫
藥發展問題與特區政府的相關領導交換意見。
王國強透露，內地與香港近期會簽署中醫藥合作方面

的相關協議，但協議的具體內容和簽署時間，目前尚未
商定。王國強指出，內地日後的工作重點，將放在指導
香港更好地利用內地的中醫藥優勢資源，並在培養中醫
藥人才方面，給予香港更大支持。
他指出，隨㠥國際對中醫藥需求的增長，香港必將成

為中醫藥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他將於12月初訪問香
港，這次訪問將主要討論如何更好地將中醫藥向全世界
推廣，如何將中國內地的中醫藥優勢資源引入香港，在
香港形成特定的服務模式，並最終促進中醫藥的對外服
務貿易。

籲歐盟鬆綁市場准入
王國強指出，歐盟去年提出中國中成藥進入歐盟市場

需經註冊。今年，地奧心血康成功註冊上市，這說明中
藥進入歐盟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指出，中國政府支持中
國的中藥企業提高藥品質量，努力去符合歐盟所在國對
藥品的要求，積極申報註冊。
他同時也指出，希望歐盟政府對中藥進入歐洲市場進

行適度鬆綁。他表示，歐盟不應按照西藥的標準來管制
中藥，中藥是植物藥，是複方的，它的作用機理是多方
面的，如果按照實驗室的要求來要求中藥，可能會出現
許多問題。

語言文化為主要瓶頸
在談到中醫藥走向世界的問題時，王國強指出，語言

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是主要瓶頸。他表示，中醫的治療
講究「望、聞、問、切」，是一種臨床醫學，需要醫生
和病人進行良好的交流和溝通，而懂中醫的醫生並不一
定有很好的外語功底，這給診病增添了很大障礙。
他進一步指出，中醫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蘊含㠥中國

古代的「儒」、「釋」、「道」思想，這讓外國人理解起
來非常困難。對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王國強表示，在
培養一些了解外語和中醫藥專家的同時，也要重視提高
中醫的外語水平。
在被問及「中醫藥是否還將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時，王國強指出，不應急於對中醫藥進行申遺，練好內
功才是基礎。王國強表示，從針灸的申遺成功中他得到
這樣一個啟示，申遺要從外國人熟悉的項目開始，拿外
國人不了解的東西去申遺，成功幾率微乎其微。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田一涵）十

八大代表、衛生部副部長王國強昨日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透露，內地與香港近期會簽署中醫藥

合作方面的相關協議，而他本人將在今年12月

初訪問香港。王國強指出，內地日後的工作重

點，將放在指導香港更好地利用內地的中醫藥

優勢資源，並在培養中醫藥人才方面，給予香

港更大支持。

中國支付版權費 全球居冠辦學借鑒港經驗 兩地合作達雙贏

內地扶持香港 培育中醫人才
近期將簽署協議 力爭國藥走出去

東莞書記：順利轉型 還需借港力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徐海煒）

十八大報告論述港澳問題時提出，未來要
促進香港同胞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
結。有研究內地與香港問題的學者形容，
中央於黨和國家最高層會議的報告中提出
這個問題，顯示中央非常重視推動香港社
會和諧的問題，他認為，關鍵是香港社會
要減少政治爭拗，各方主動尋求共識，才
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否則缺
乏合力，很難應對面臨的許多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級研

究員、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主任陳廣漢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香港社會的大團結，中央主要是扮演促進
的作用，在一些政策、措施方面進行配
合，關鍵還是在香港社會自身，重點是要
減少政治爭拗，不要將所有問題都政治
化，當面對有爭議性的問題時，各方面都
要主動去尋求共識，不要固執己見，才有
可能找到大家都接受的方案。
至於十八大報告中也提出深化內地與香

港經貿關係方面，陳廣漢指出，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去年訪港時已提出非常具體的
提出推動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措施，現在主
要是落實問題，包括香港繼續發展成為人
民幣離岸中心，以及粵港澳合作按已定下
的計劃推進。

國家電網：
海外回報率兩位數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羅洪嘯）服務中國

10億用戶的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劉振亞10日在中共
十八大新聞中心接受採訪時表示，目前國家電網海
外投資已經超過50億美元，淨資產的回報率在兩位
數以上，是國內投資回報的三到五倍。現在國家電
網資產是2.3萬億元左右，到2020年將爭取國外資產
能夠佔到現有資產總量的10%左右，根據這個規劃
目標，到2020年國家電網在海外投資規模將在300億
至500億美元。
劉振亞指出，國際化戰略是國家電網的重要發展

戰略，已先後收購菲律賓國家輸電網40%股權，中
標葡萄牙國家能源公司（REN）25%股權。截至目
前，國家電網在國外的投資已經超過50億美元，總
資產達到80億美元以上。
對於未來中國電網的發展，他預計，到2020年中國

全社會的用電量還會再翻一番，因此發展特高壓是中
國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電力增長的需求所決定的。

王國強挺港「雙非」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之聲報道，十八大代表、衛生

部副部長王國強昨日在十八大新聞中心接受記者集體採
訪時表示，支持香港關於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的政策，並
希望香港對該現象能夠持續的嚴厲的打擊。
王國強說，我注意到，梁振英已經對內地孕婦到港產

子的問題採取了措施，已經有了很大的下降，我很看好
未來的效果。關鍵是這些措施要積極的宣傳，讓大家都
知道去香港已經不行了，讓他們打消了這種念頭；另一
方面，這個政策要一以貫之的堅持，不要一陣堅持，之
後又鬆下來了。發現之後要嚴厲的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王

曉雪）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民辦
教育合作交流日漸頻繁，北京城市
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劉林(見圖)昨
日向本報表示，內地的民辦教育把
香港作為教育改革的觀察窗口，香
港的國際化程度較高，透過香港的
經濟社會發展包括產業結構調整以
及職業崗位的變化，能夠探尋出內
地未來的變化。
劉林指，「我在香港發現香港的

註冊會計師行業非常發達，回到內
地就立刻開設了註冊會計師專業，
目前該專業已成為北京城市學院的
主要專業。此外，開辦社會工作專
業以及物業專業，我也都是在香港
看到行業發展變化後得到的啟
發。」
同時，香港也是內地民辦教育推

進國際合作交流的重要橋樑，他指
出，香港的國際資源相當豐富，給
內地的民辦學校很多幫助，當前很
多內地民辦學校都是通過香港與國

際化學校建立了合作關係。劉林並
表示，北京城市學院每年也會派學
生到鳳凰衛視、香港文匯報等各大
香港媒體實習，同時在師資方面的
交流也很多。
此外，劉林說，「香港的學生們

來內地學習主要集中在旅遊、貿易
和法律方面，也有一些對中醫藥文
化等感興趣。」對於內地與香港的
文化差異，劉林表示，文化的差異
恰恰是交流的必要性，擴大兩地學
生交流極有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趙鵬飛、熊君

慧）近萬間港資企業聚集的東莞，因為製造業發

達、為諸多世界名牌產品代工而備受關注。在

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衝擊之下，這座經

濟外向依存度甚高的城市，經濟增長一度跌至冰

點。十八大代表、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東莞冀望再一次借助香港金

融中心航運中心的優勢，實現經濟轉型升級，走

出發展困境。

徐建華告訴記者，東莞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

港資港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直到現在，港

資仍然排在東莞利用外資比例中的首位。金融危

機以來，港資企業也遭遇了嚴重的衝擊，不少勞

動密集型港企為了降低成本，把部分生產環節搬

遷到了內陸或者周邊的越南等地。但是，更多的

港資企業選擇通過自主研發創立品牌，開拓營銷

渠道等方式，完成自身的轉型升級。

港供專業服務 支持產業創新
「東莞過去的發展經驗表明，和香港緊密合作

可以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今後東莞要順利完成轉
型升級，仍然要主動對接香港。」徐建華說，為
了高水平崛起，東莞越來越注重產業創新能力，

先後引進了北
京大學、華南
理工大學、廣
東工業大學等
在東莞設立研
發孵化基地，
這些技術成果
的轉化需要良
好的金融環境
和物流配套體
系服務，香港
作為世界金融
中心和航運中
心，正好為東
莞的創新型企
業提供發展壯大的專業服務。
徐建華也坦承，改革開放30多年來，東莞創造

出了「東莞模式」，但與此同時，也存在㠥經濟
發展質量不高、後勁不足，土地、資源、人口和
環境約束進一步趨緊，結構性、體制性、機制性
障礙尚未消除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徐建華說，
面對諸多不利因素，東莞上下正全力推進重點項
目、重大平台、重大科技專項建設全力突圍。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馬琳、

莫豐齊）中共十八大代表、國家知識產權
局局長田力普(見圖)昨天在接受記者集體
採訪時強調，中國政府打擊侵權盜版的態
度是堅定的，中國也是世界上支付版權費
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形
象，被西方媒體扭曲了。
針對路透社記者提出「歐美不相信中國

所做出的打擊盜版問題的承諾」問題時，
田力普回應稱，盜版不僅在中國，在全世
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處理的程度
不同，無法百分之百杜絕。他強調，中國
有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而中國各級政府
一直堅定執法打擊侵權盜版。

專利海盜行為 華成主要受害者
田力普指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形象

在國外很糟糕，一提到中國就是造假、侵
權，我要說，我們不否認，這些確實有，
但另一方面的事實被忽略了，中國通過實
施知識產權制度的努力，不僅保護中國，
也保護了世界各國知識產權的利益。」他
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支付版權費最多的國

家之一。」
田力普亦

表示，知識
產權是市場
競 爭 的 工
具，但專利
海盜行為，
已經偏離了
專利法鼓勵
發明創造的
本意。專利
海盜用低價
購進專利，以投機盈利為目的。他們並不
研發，對創新並沒有貢獻，反而到處敲
詐，中國是主要受害者。
對於中國為什麼沒有喬布斯，沒有蘋

果？田力普回應稱，從蘋果的案例可以發
現，中國知識產權體系缺乏積累。他指
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中國才有20多
年，社會和國內還不太熟悉。而另一方
面，儘管中國是歷史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
家，但是知識產權制度在中國從來沒有經
歷培育區，現在需要文化轉型和積累。

■越來越多的「洋醫生」來中國學習中醫。 資料圖片■王國強將於十二月初訪問香港。 田一涵 攝

■香港浸會大學深圳研究中心中醫藥學實驗室。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對中醫藥在港的發展高度重視，香港民眾對中醫藥的需求呈日益增長的趨勢。 資料圖片

內
地
學
者
：
中
央
促
進
香
港
社
會
大
團
結

■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正在接

受記者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