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中醫藥走向國際，
對香港來說既是機遇也
是使命，浸大中醫藥學

院院長呂愛平及中大中

醫學院院長梁榮能皆指
出，除積極參與科研、
拓展海外合作外，令中
醫的人才培育國際化也
是重要一步。其中一個
目標是在本科課程加入
國際元素，裝備部分畢
業生有能力到外國發展
推廣中醫藥，近期便有
一名香港院校培育的年
輕中醫師開始於瑞士行
醫。另一方面，港校亦
能增加中醫課程英文教
學部分，及開辦國際化
的中醫碩士課程，吸引世界各地人士報
讀，以增加國際對中醫的認知。

辦碩士課程 倡英語教學
呂愛平指出，學院現亦計劃於本科課

程增加國際化元素，希望透過畢業生網
絡向全球推廣中醫藥，甚至具備能力於
海外開辦中醫診所，另一方面在持續教
育部分，學院也計劃於兩年內開辦國際
化中醫藥碩士課程，招攬海外學生報
讀，豐富國際社會對中醫的認知。

梁榮能則表示，現時香港院校
發表不少中醫藥國際論文
和研究報告，加深外國

學者理解，進一步
可讓更多中醫課
程普及以英語
教學。他表示，
香港院校提供中醫

本科課程已有
10多年時間，今年
誕生第十批畢業

生，他們的角色對提高中醫地
位及推廣中醫藥非常重要，例如一名

六七年前在香港畢業的中醫學生，近期

便開始成功於瑞士行醫，「當地中醫診
治收費要1,000港元一次，但仍有很多人
求診；可見外國對中醫藥的重視」。他又
指，澳洲部分地區以及新加坡已設有中
醫註冊制度，馬來西亞亦在考慮當中，
足見中醫藥具備海外合作及發展潛力。

研與靶向技術結合 創新療法

兩人都認為，在現代醫學多元發展
下，中西醫不應存在分立甚至對立的情
況，也毋須將中醫「西醫化」，反而在過
程中可達到一定程度上的結合，亦可互
相轉介，最重要是可以把病治好。呂愛
平舉例說，其中一項可發展的方向，就
是研究如何將中醫診斷與生物學研究整
合，「如結合中醫診斷出問題，再透過
生物學的靶向技術將藥物遞送到特定組
織，亦是有效方法」。另外，中西醫藥理
也是一個具潛力的發展方向，「複方是
中醫藥特色，我們可以了解不同中藥相
互作用的機理，及當中的協調和衝突，
並將之與生物網絡作出整合，這或可為
建立更完整的網絡藥理學（Network
Pharmacology），讓醫學界對醫藥更有認
識」。 ■歐陽文倩

香港質素保證制度嚴格，配
合中醫藥發展，更能帶來新商

機。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教授兼中藥研發中心

主任詹華強指出，現代人對中藥及中藥產品要
求高，香港具備國際認可的科研技術、值得信
賴的認證權威，更有背靠祖國中草藥原材料資
源豐富的優勢，不單可成為中藥檢測認證中
心，還可透過訂立嚴謹的中草藥標準，成為中
草藥轉口輸出的核心地點，在全球每年400億元
人民幣的中藥交易市場中，佔一個可觀的份
額。
詹華強表示，現時九成中藥原材料產自中

國，但全球有關中草藥及保健產品的生意，中
國只佔約一成，日本、德國卻各佔四成，「為
甚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其包裝做得更好，你看日本出
的『正露丸』也是中成藥，但它能如此容易暢銷，就是
因為製作規格嚴謹，每顆藥丸大小都一模一樣，這一點
其實我們香港也做得到」。

《港標》助促市場蓬勃
他表示，香港檢測認證一直有高水平，像玩具檢測、

珠寶檢測，金屬和塑膠等方面都是信心保證，所以在中
藥材方面絕對也可擔任檢測認證的推廣角色，如檢驗藥
材農殘、含量上把關，變成另一個「Q嘜」。至於由本
地多所大學與政府合作所制訂的《香港中藥材標準》，
當中更具重要作用，詹華強指出，相比內地的《中國藥

典》，《港標》對含量的要求再高一點，「若能配合法
例或政府規管，也就是說，香港《港標》下所買到的中
藥，門檻更高質量也更好，這樣就更能吸引世界各地的
來港購買，中藥市場便更蓬勃」。

與內地協作提競爭力
要進一步確立香港於中藥發展地位，詹華強認為，與

內地協作提高中成藥生的產競爭力亦很重要，如從內地
入口中藥原材料的稅務優惠，及類似「中藥CEPA」形
式，讓「香港製造」中成藥於內地銷售，都是可商討的
方向。

■歐陽文倩

香 港是中西文化交匯點，既可向外國人以
科學語言闡明中醫藥，在相關研究上也

享有背靠祖國的優勢，但呂愛平認為，要有效
發展中醫，香港目前還面對三大困境，「第一
是經費少，本地中醫學院難以培養更多學生，
而且畢業生待遇欠佳，這就直接導致年輕人難
以投入中醫界」。梁榮能也稱，香港中醫教育
資源缺乏，以人數計西醫每年有600個畢業
生，但中醫卻只有90個；而大學單位撥款方
面，中醫學生每年只約20萬港元，與西醫、牙
醫每年補貼達60萬元至100萬元比較，少得可
憐，「而且中醫連在香港實習的位都很少，大
多數都要去內地實習」。

不能轉介病人 減求診意慾
第二個困境是中醫在正式納入公共醫療體系

方面還有很長的路。目前香港有16所公營中醫
診所，但因要自負盈虧運作，醫藥費難免較西
醫貴，難以提升市民求診意慾。梁榮能過去10
多年一直爭取提升中醫地位，但他坦言有關方
面進步甚少，令中西醫之間仍有較多不平等的
地方，現時全港註冊中醫逾8,000名，制度上
卻不受重視，「開病假紙的資格，也是近年才
終於爭到；但中醫現在仍未能轉介病人，即使
是跌打醫師也沒法給病人寫轉介信去照X光，
這樣自然少了人願意看診」。
浸大前年在其十年發展大計中，將設立中醫

教學醫院列為重點，並會與志願團體合作，計
劃投放8億港元龐大資源。呂愛平稱，那正是
為處理香港中醫欠缺醫院的第三個困境。他解

釋，要有醫院才會有住院病人，這樣才能獲得
完整和系統的病歷紀錄，及宏觀臨床數據，以
進一步作中醫醫學方面的研究，「沒有醫院，
連化驗都不能做」。

內地規模更大 國際化急速
呂愛平又指，內地中醫藥規模遠比香港大，

近年國際化及學術水平也快速提升，令香港要
發展中醫藥的時機顯得迫切，「若現在不抓住
機會，5年至10年後內地已可以自己做好國際
化工作，香港優勢也會漸失」。他指，日本早
年曾吸納不少中醫師於當地研究，但近年已越
來越少，正是中醫藥競爭力及影響力下降的例
子。

規範治療方法 制臨床指引
在建立中醫醫院外，呂愛平認為香港亦要

進一步規範化中醫治療，有系統地實行「臨
床實踐指引」，先將病症分門別類，找出同領
域專家商討治療方法，尋找共識方案，以後
遇上病症，不同背景的中醫師都可翻查「手
冊」，參考「專家之言」對症下藥，「具體操
作手法比較複雜，預計每個領域約要60個專
家，找出10個常用的治療方案，根據3輪討論
意見去作出統整」。由於工程浩大，他期望能
由政府牽頭，並參考內地數量較多的臨床研
究開展討論，效率也可提高，「當我們製作
屬於香港的指引時，可用西醫以至國際學者
能懂的語言去撰寫，那會是讓中醫走向世界
的重要一點」。

商機無限

進軍海外

中醫藥相關學者及業界人士不少都
認同香港有本錢發展成中醫藥中心，

甚至將之產業化為社會經濟貢獻，但這個產業到底有多
少「含金量」呢？科大中藥研發中心主任詹華強指出，
現時名貴藥材單項交易已成千上萬元起步，一些港製的
中成藥也受內地遊客青睞；而大學及研究機構，也可透
過中醫藥的科研項目申請專利，成為另一「財路」，再
推動有關發展。
詹華強指出，香港能透過中藥材及中成藥零售爭取經

濟效益，「內地人來港，最喜歡到哪裡買東西？其中一
個就是藥房，還有那些燕窩店，因為他們對香港產品有
信心。這些人都很願意花錢，是香港的大商機」。而未來

若能更系統化，將中藥包裝好配上認證輸出，又是龐大
的經濟潛力。

專利收益兩百萬元
中藥銷售主要在於商界層面，但詹華強稱，中藥研發

對大學及科研機構來說也能帶來效益，以其中藥研發中
心為例，便曾憑分析傳統中藥複方的項目，成功申請及
出售專利而獲進賬，「我們曾藉成功從夏桑菊中抽取防
止H5N1病毒入侵細胞的有效成分，以預防和治療禽流
感，取得專利，更獲得廣州一大藥廠合作，收益逾200
萬元」。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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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過去3篇的專題報道從藥物開發、中藥檢測、理論治療的研究發展，說明本港中醫藥方

面的優勢。但要真正發展出完整的中醫藥產業，香港目前還面對經費少、未正式納入公共醫

療體系、欠中醫醫院支持的三大困境，所以即使擁有作為中醫國際平台的優勢，仍無法實現

目標。身兼政府中醫藥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的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梁榮能及浸會大學中醫

藥學院院長呂愛平分別說，香港需要 力提高中醫於社會的地位，同時政府也應推動建立中

醫醫院、製作「臨床實踐指引」，才能完善中醫發展體系。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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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權威 有條件成「中藥轉口港」

經濟「錢」力

內地客青睞 學界新財路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梁榮能指，香港中醫發展

面對資源少、權限的問題。

曾慶威 攝

要靠政府圍突
港中醫臨3困境

經費少未納公共體系欠醫院 擁國際優勢難發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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