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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協委員、香港中藥業協會理事長

鄧梅芬現任位元堂執行董事，具多年中醫

藥從業經驗。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人

民政協專刊訪問，分享了中醫藥科研、製

藥、推廣的最新發展。她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京津冀城市群是很好的機遇，可結合

內地的科研、製造等服務，讓香港品牌走進

內地，同時在區內推廣香港的中醫藥發展經

驗，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李摯

活用醫療大數據 為民謀福

結合業界力量 走進香港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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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發展日益千里，粵港澳大灣區、
京津冀協同發展等戰略規劃蓄勢待

發，鄧梅芬談及香港中醫藥業在當中的
發展機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對港
人來說較直接，「粵港澳三地地緣相
近、文化相通，人員交流密切，『同聲
同氣』感覺親切。」
她指出，「不少訪港內地旅客都會把藥

品列入『必買清單』，對香港藥品充滿信
心，可見香港品牌存有一定優勢。」
鄧梅芬早前往廣州、深圳考察拜訪，

到廣東省中醫藥局、藥監局等進行交
流，「是次到廣東省拜訪讓我感覺親
切，他們熟悉香港品牌，加上國家大力
推動中醫藥發展，為我們的科研、生

產、合作等提供不少便利。」

大灣區讓香港與祖國走更近
鄧梅芬更指，國家對大灣區的承諾，讓

香港與祖國更近了，例如橫琴，區內設有
中醫藥產業科技園，廠家可透過產業園進
行藥品提取、生產、委託加工等，更有化
驗等服務。「如果沒有這些服務，以上各
項流程都要逐個跑，類似的配套服務為廠
家帶來不少便利。」
她說：「我們產品在內地一出就大受歡

迎，區內市場廣闊，可謂機遇處處。希望
內地能出台相關政策，助港商在當地開拓
商機。」
她續說：「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一定

要勇於嘗試，往外走才能有機會發展，所
以很感恩國家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嘗試
邁出第一步，探索更廣闊市場。」鄧梅芬
冀繼續加強考察、交流活動，推動內地與
香港中醫藥業共同發展。

中醫藥「走出去」需業界齊努力
香港中醫藥出口情況較穩定，對於中

醫藥「走出去」的發展，鄧梅芬表示，
香港中醫藥要出口需獲《中成藥生產質
量管理規範》(GMP) 認證，在國際具認
受性，現時銷售主要在華人社區，歐美
一些地區亦開始接受，然而要達至普
及，則需要業界的共同努力。
她表示，公司產品在本地及海外也有

一定市場，這有賴於中醫藥在海外的認
受性不斷提高，「以針灸為例，不少外
國朋友都感受到針灸的療效，美國多個
州亦有頒發針灸牌照，足見針灸在海外
備受肯定，相信這將有利於中醫藥在海
外的進一步推廣。」

海外認受性增 利中醫藥推廣
鄧梅芬認為，香港是內地中醫藥品牌

「走出去」的好平台，助內地知名品牌落
戶香港，與國際標準接軌，讓品牌走向世
界。「這當中需要整個中醫藥業界的共同
努力，全面提升素質與競爭力，把行業做
大做強，才能真正做到兩地品牌併船出
海，走向世界。」

現為香港中藥業協會理事長的
鄧梅芬，致力通過協會平台參與
推廣香港中醫藥業發展，提升業
界的素質與競爭力，同時抓緊機
遇，開拓商機。她在訪問中表
示，香港中醫藥業界非常團結合
作，大家都很努力推動中醫藥走
進香港社區，致力促進中醫藥在
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訪產業園促進合作
2017年9月鄧梅芬擔任香港中藥業

協會理事長，同年12月底，她擔任團
長並率領一行逾三十人考察團成員赴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實地考

察。藉着此行，實地了解產業園的規
模與進展，並且加強與產業園的溝通
交流，促進雙方合作。

港挺「中國行」感鼓舞
2018年10月底，「中醫中藥中國

行2018」香港站活動正式啟動，直至
去年12月31日，陸續在全港不同地
點舉辦近百項活動，香港中藥業協會
也參與舉辦了樂齡愛心滋補宴、中醫
藥社區推廣活動開展禮等活動。
鄧梅芬在訪問中表示，「中醫中藥

中國行」已舉辦多年，去年由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與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
局、衛生署合辦，自己樂見政府的大

力支持，對此感
到十分鼓舞。
鄧梅芬指，

香港中醫藥業界
很積極參與「中
醫中藥中國行」
近百項中醫藥科
普活動，特別是
希望能將中醫藥
文化傳承給香港
下一代，讓傳統
中醫文化在香港更好地得到傳承、傳
播、共享。
她說：「在香港推廣中醫藥，可以

說我們業界是十分團結的，大家很願

意一起合作，推動中醫藥走進香港社
區，與市民分享中醫保健知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李摯

中醫藥行業與內地息息相關，
藥材都是來自祖國，鄧梅芬因而
常常走訪內地各省市，因緣際遇
被邀請到河北出任政協委員。她
在訪問中指，「河北鄰近北京，
近年發展迅速，雄安新區、京津
冀協同發展等規劃蓄勢待發，在

當地的工作讓我受益匪淺。」

多年實戰經驗 為冀出謀劃策
鄧梅芬把多年的實戰經驗，應用到

政協提案中，為河北發展出謀劃策。
「我曾撰寫過醫療大數據的提案，希
望能憑藉現代科技，為當地醫藥、民
生帶來便利。」

協同效應 推合作省資源
她說：「現時有先進的大數據技術，
可應用於醫療數據，也可製作藥材數據
庫，相信這些數據對河北醫療發展有
利。AI人工智能、能穿戴的人工智能技
術等個人化的技術，能測出多種病症，
也希望能好好利用，從而方便做分析，
節省資源，更可以投入到社區中，讓大
數據幫助民生發展。」

鄧梅芬認
為，醫療大
數據分析技
術也可應用
在藥廠經營
中，「河北
有很大的中
醫藥批發市
場，鄰近北
京、天津等
地，可利用
大數據、互
聯網等匯集
數 據 做 分
析，推動藥
廠合作，也
能幫助儲備
數據，這樣
也可以改變以往單一藥廠合作的模
式。」
河北鄰近北京、天津，三地協同發

展，鄧梅芬亦建議讓三地的大數據放
在一起，協同各地數據，強化中醫藥
醫療發展。「內地人口老化問題嚴
重，醫療是很重的負擔，加入人工智

能、大數據就能加快檢驗速度，做分
析，從而節省資源，減輕負擔。」

助到私營看病 減輕公營開支
對於雄安新區的規劃發展，鄧梅芬認

為規劃十分震撼，讓她眼界大開，希望
最新的科技發展能助力河北轉型升級。

鄧梅芬在內地亦有經營中醫館，有
見內地各大醫院排隊情況嚴重，曾提
議醫療資源整合，讓市民到私營中醫
館看病，這能減低政府負擔，也能開
放私營企業發展，減輕公營醫療開
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李摯

鄧梅芬在中醫藥行業努力多年，講求的是一
絲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她指出，「最緊要
是做好品牌，做好品質管理，這才是制勝之
道。雖然沒人要求你做，但你做了，就能隨時
迎接新機遇。」

廠房達歐盟標準
她舉例說：「以藥品生產為例，我們的廠房

依照《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 及澳洲
藥物管理局PIC/S歐盟標準生產，香港達到歐盟標
準的中藥廠為數不多，但我們公司選擇達到此標
準，為的是精益求精。」
鄧梅芬現任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委員，曾任
轄下中藥組委員、中藥管理小組主席，為香港中
醫藥政策提供建議，推動業界發展。
她指出，「香港有醫管局的註冊平台，緊貼國
際標準，設立公營檢測中心有助品牌建立。」

知識投入應用少 憂港商「食老本」
「香港各大院校都有中醫藥的相關研究，十分
專業可靠，政府亦不斷資助各大學術性團體做研
究，並積極與業界交流。」然而，她也認為，業
界雖不乏討論聲音，但很少能把知識投入到應用
層面，產生經濟效益，直言「香港在中醫藥科研
與商業的結合方面，鮮有成果」。
她擔心香港中醫藥的製作一直沿用古法，是「食
老本」。能否讓科研與商業結合，轉化成效益，對
於業界來說意義重大。她希望研究團體能加強與業
界的溝通交流，同時希望政府撥款支持研究時，多
考慮業界效益，讓研究與商業效益結合，真正讓市
民受惠。
為增加中醫藥業的認受性，鄧梅芬希望政府能
建立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公營檢測中心，「香港是
一個國際平台，需要一個官方的、具有代表性的
檢測中心，為業界做化驗，這需要政府牽頭帶
動，讓中醫藥業界有良好發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李摯

▶鄧梅芬(左四)2017年主持「南京中醫藥
大學與位元堂產學研基地」開幕典禮。

■鄧梅芬(右五)弘揚國粹、熱心公益獲表揚。

■■鄧梅芬去年鄧梅芬去年((前排左六前排左六))隨團拜訪國家藥監局隨團拜訪國家藥監局。。

■■鄧梅芬去年率團考察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鄧梅芬參與中醫中藥中國行香港推廣活動。

■■鄧梅芬鄧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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