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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助力醫科研 借港專長利創新

粵港澳擬聯手「狙擊」傳染病
三地院校合辦灣區醫學中心 搭台共享技術育才促交流

灣區規劃促創科 港做主導展優勢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何
西）《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日前正式出台，在昨日的香港
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中，不少議員
的發問均聚焦於大灣區規劃綱要。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綱要正是
希望由香港主導，打造這個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強調大灣區發展綱要並非香港
單方面配合內地，而是優勢互補，互利
互贏。
「專業議政」議員莫乃光在質詢時間
時聲稱，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及要打造整
個區域做國際創科中心，惟內容只重於
研發或叫年輕人到內地創業，未能做到
規劃中提到的「國際化」，人才培訓

更「欠奉」，更聲

言香港的發展過去一直由特區政府自行
規劃，現在就改為要根據綱要指引行
事，令人「擔心」香港失去了主導權。

特首：效應如矽谷華爾街
針對香港的「國際化」發展，林鄭月

娥指出，綱要正是希望利用香港、由香
港主導，打造這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其重要性亦在綱要第四章中提及。
她續指，中央在過去一年半支持香港

作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所推出的措施已
經非常多，政府過去兩份施政報告亦有
大量「自強措施」。
她強調，結合兩者再加上大灣區這個

腹地，除了提供科研空間外，亦可以滿
足商業化、先進製造業的工作，甚至配
合國際金融中心，為有潛力市場化的創
科或研發成果做融資工作，又提到有外
國機構在到香港及內地參觀後，曾

發表文章指香港創科與大灣區，就等於
美國矽谷和華爾街一樣。
林鄭月娥重申，綱要是一個指導性、

方向性、框架性的文件，若有人對於大
灣區在建設過程有任何建議，歡迎大家
提出，並承諾不斷的探索和把握機會具
體落實方面作出適當回應。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中央政府前

日公佈大灣區規劃綱要，涉及本港不同
行業和專業未來的發展機遇，為香港長
遠持續發展揭開新一頁，並問到政府會
否制定具體的宣傳推廣計劃，包括與相
關業界團體合作，向社會各界說明及解
釋綱要涉及香港的具體內容和重要意
義，以凝聚社會的共識和支持。

續增宣傳推廣工作
林鄭月娥回應指，粵港澳三地政府今

日會聯合舉行宣講會，而相關的宣傳推

廣工作亦已經開展，如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在過去一段時間，就着有關大灣區的
網頁都有發放一些資料、信息，而現時
有了發展規劃的文本便更加可以深入做
些解說工作。
她並引述一條論述粵港澳大灣區的短

片中指，要做好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是需要認識、探索和把握，因此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在未來將會統籌其他政策
局，參與與相關界別和持份者加深對大
灣區認識及尋找機遇。
特區政府推動落實上有大量工作，包

括推行政策、與粵澳兩地政府商討，亦
得到中央部委支持。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質疑，香港參與大

灣區發展的心態是「競爭」還是「配
合」，聲言林鄭月娥要港人放棄與周邊
城市競爭。林鄭月娥回應指，競爭也有
兩種，港人參與大灣

區發展不應存有惡性競爭的心態，強調
大灣區發展綱要並非香港單方面配合內
地，而是優勢互補，互
利互贏。

在傳染病防控方面，粵港澳正在組建防
控聯合體共同「出擊」，塑造健康灣

區。據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劉磊透
露，粵港澳大灣區擬組建結核病防控聯合
體。

建結核病防控聯合體
在具體規劃上，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結核
病防控聯合體將強化結核病患者跨區域管理
工作，建立完善結核病的疫情信息通報機
制；建設完善灣區結核病臨床遠程診療平
台，建立會診、雙向轉診及學術研討制度；

開展結核病學科共建，建立高級人才合作培
養、健康促進等常態化機制等。
在面對新發傳染病方面，深圳市三院還將聯
合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
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共同成立「粵港澳大
灣區新發重大傳染病應急防治醫學研究中
心」，同時，聯合粵港澳大灣區的28家醫
院、防控機構、高等院校，作為中心的核心單
位。
據悉，粵港澳大灣區新發重大傳染病應急

防治醫學研究中心，將創新粵港澳大灣區重
大新發傳染病防、診、治新機制研究並加強

合作；聯合建設灣區重大新發傳染病預警、
應急和精準救治平台，實現數據和技術共
享；推進重大新發傳染病防控研究人才的聯
合培養、培訓與交流等。

深港建互通疫情信息
此外，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香港衛

生防護中心、澳門衛生局建立了深港深澳傳
染病疫情信息定期交流制度，每月交流法定
傳染病疫情報表和相關信息，跨境個案和重
大傳染病疫情及時通報，深港兩地建立了災
難信息和救援信息互通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提出多項措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

醫療衛生合作，深圳市衛建委昨日首

次全面發佈最新的涉港醫療合作進

展，並透露多個未來合作的新動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目前，港澳資

本在深辦醫審批只要15天，已有8

家港資獨資醫療機構在深開業；粵港

澳大灣區擬組建結核病防控聯合體，

三地間還將共同成立「粵港澳大灣區

新發重大傳染病應急防治醫學研究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年來，深圳在粵
港澳大灣區醫療衛生合作領域
成效顯著，通過深港合作已成
功打造公立醫院改革範本，並
為港澳獨資在深開辦醫療機構
創造了寬鬆條件，設置了專門
的辦理窗口，流程清晰，對醫
療機構設置審批，承諾辦理時
限為15個工作日。
目前，深圳已有8家港資獨資

醫療機構，分別為深圳希瑪林
順潮眼科醫院、深圳醫匯卓越
時代口腔門診部、深圳思莉醫
療美容門診部、深圳福田志浩
綜合門診部、深圳朱勝吉口腔
門診部、深圳港全綜合門診
部、深圳新安希瑪林順潮眼科
門診部和深圳萬治門診部。
在深港兩地病人轉診上，深

圳目前選定7家公立醫院、香港
選定2家醫院進行兩地病人轉診
試點工作。
深港兩地間日常醫學交流頻

繁，為人才發展提供了更廣闊
的平台。截至目前，深圳市人
民醫院與香港大學以及香港中
文大學合作開展粵港創新科研
項目合作，南山區人民醫院與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建立「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南山醫院聯合
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培訓中心

暨顯微及內窺鏡技術實驗
室」、深圳市龍崗耳鼻咽喉醫
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成立
「香港中大深圳耳鼻咽喉研究
所聯合研究中心」。
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也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香
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等高校建
立臨床教學合作，已接收港中
大本科、碩士實習生24人、港
大專業進修學院見習生58人。

交流中醫藥產研經驗
在加強醫療衛生資源合作的

同時，中醫藥合作也是健康灣
區的重要組成。據深圳市中藥
製劑中心中藥實驗室主任陳劍
平介紹，深圳市中醫院與香港
科技大學中藥研發中心、香港
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開展中藥
製劑研發合作，主要包括中藥
製劑作用的基礎研究以及中藥
製劑的產品開發。
在陳劍平看來，香港在中醫

藥產品研發上，更「接地
氣」。「比如他們會通過定期
的沙龍、會議等，邀請普通市
民、商會參與討論，了解市場
的需求。這樣也有助研究產品
的產業化。」通過合作，給深
圳的中醫藥發展帶來不少經
驗，有助研究成果的市場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出台，在醫療方面提出鼓
勵港澳醫務人員到珠三角9個
城市，開展學術交流和私人執
業。香港醫學會會長何仲平

稱，此舉令私家醫生有空間可以選擇。香港特區
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指出，該局從來沒
有要求醫護到大灣區執業，只是鼓勵現有的交流
活動可藉這機遇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並重申一
定會以香港公營醫療體系人手的考慮為先。
何仲平昨日在電台節目上稱，由於手續繁複，通常

只有醫療集團的醫生在內地執業，他「不鼓勵」醫管
局轄下醫生到內地執業，私家醫生則可自行考慮。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在同一節目上則

表示，贊成兩地醫療交流，但認為毋須透過大灣
區規劃達到目的，但擔心香港醫生到內地執業會
進一步削減本港公立醫院醫護人手。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昨日在另一個電台節目

中指，醫護人員會自行判斷是否值得到大灣區就
業，他認為如果本港醫護人員純粹到大灣區看症，
並無多大意義，最大的影響應該在於教學培訓。

陳肇始：首重公院人手考慮
陳肇始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被問到目前公立

醫院醫生不夠情況下，仍鼓勵他們到大灣區執業，
她回應說，其實當局從來沒有要求醫護到大灣區去
執業，只是鼓勵現有的交流活動可藉這機遇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這並不一定涉及需要回去執業，可能
只是知識的交流和傳播、教育，以及培訓的工作。
她重申，一定以香港公營醫療體系人手的考慮

為先，會一直監察及着力去增加人手，務求令公
營醫療服務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新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簡稱《綱要》）提出要
着重加快包括健康服務在內的現代服
務業發展，並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
提升科技成果轉化，建設全球科技創
新高地。內地首家赴港探索高科技醫
療服務的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金域醫
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梁耀銘受訪時
表示，目前已在多方面與香港業界和
高校展開科研合作，而《綱要》發佈
將給粵港業界的探索創造出更好的政
策環境。
「我們正探索粵港澳的創新合作機
制，利用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匯聚全
球醫檢技術創新資源，助推大灣區生

物醫藥建設。」
「粵港澳三地近年在高科技產業交流

合作加快。其中在高科技醫療服務合作
方面，正不斷探索創新機制，以產學研
合作為切入點，在大灣區醫檢科技創新
和成果轉化方面嘗到不少甜頭。」
梁耀銘告訴記者，金域醫學自2011

年進入香港以來，作為內地第一家在
香港科技園設立研發中心的第三方醫
學檢驗機構，致力展開新技術的研
發、孵化和轉化，以及粵港澳三地的
技術合作。
其中，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呼

吸病學專家鍾南山牽頭，金域醫學聯
合香港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創建
「大灣區粵港澳臨床呼吸道病毒監測

網」。
同時，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合作

研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用於結核分枝
桿菌基因組DNA分離純化試劑盒，以
及耐藥性靶標基因檢測二代測序技術。
此外，還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無創產
前DNA檢測（NIPT）技術奠基人盧煜
明院士共建金域未來無創產前檢測技術
中心。

內地先行者願當橋樑
「選擇香港，看中的是香港富有活

力的創新及科技生態圈，以及對接國
際的創新體系，而如今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加快建設，科技人才將在此匯
聚，交流協作更為頻繁，可以幫助企

業捕捉到全球創新發展機遇，為企業
打開更廣闊的合作空間。」
梁耀銘表示，在香港市場的先行先

試，讓金域在這一輪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中，也很樂意充當紐帶和橋樑，幫
助內地的先進技術進入香港，走向國
際市場，也助力香港以及其他國家和
地區的創新醫學診斷技術迅速向全國
市場推廣，助力大灣區民生健康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文森）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研
究開展非急重病人跨境陸路轉運服務，
被反對派炒作為內地病人湧港求醫，令
本已承受巨大壓力的本港醫療系統「雪
上加霜」。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強調，有關建議是方便在內地的非急重
香港病人回港求醫，希望反對派不要排
斥港人回港。
在昨日的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中，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肆意抹黑大灣區，聲稱
香港過去要打造成國際城市，現在林鄭月

娥卻樂見香港「被規劃」成大灣區成員，
聲稱對方是在「拍馬屁」，又聲言綱要中
提出非急重症病人轉送香港，將加重香港
的醫療負擔云云。

反對派盲炒作 特首籲勿排斥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表示，在大灣區建

設中，香港的優勢正是國際城市地位、
國際連繫與國際聲譽，相信大灣區可以
為香港提供很好的機遇，令香港繼續成
為國際城市。
郭家麒之後打斷林鄭月娥發言，追

問對方有否就綱要中提出將「內地」
的非急重症病人轉送香港問過香港醫
生和病人。
林鄭月娥強調，《規劃綱要》提到的

「非急重病人」是指在內地的港人，目
前也有這種安排，在內地的港人有非急
重疾病要回港求醫時，會由內地救護車
送到邊境，然後再由香港救護車送院，
是方便港人回港求醫的安排，並希望對
方不會排斥他們回港求醫。
香港醫學會會長何仲平表示，現時在

內地居住的港人想回港接受診治，須由

內地救護車接載至羅湖，入境後再轉乘
香港救護車，送往最近的北區醫院治
理，手續複雜，相信綱要提出措施是為
了減省程序。

醫學會撐安排利省序
他強調，支持居住內地港人可以直達

香港醫院，認為本港公立醫院有責任照
顧，「香港人利用香港服務，我認為是
天經地義的。」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昨日在另一個

電台節目中就以港大深圳醫院為例，指僅
通過數十名香港人手，就建立了擁有600
多名醫生，2,000多張病床的香港水準醫
院，該院可以研究為更多港人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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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非急重症 為求便利港人

港醫「入灣」融大局
教學培訓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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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綱要正是希望利用香
港、由香港主導，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市三院指導實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梁耀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方俊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