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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昨日，《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

（2020-2025年）》（以下簡稱《方案》）在廣州發布，標誌着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正式

啟動。《方案》提出，在CEPA允許港澳中醫師赴內地開展短期行醫的基礎上，推動港澳中

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吸引港澳年輕一代到大灣區執業創業，同時鼓勵香港註冊中

成藥進入大灣區市場。不少香港中醫師讚賞新政，破除中醫師北上發展的隱形屏障。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會上表示，香港現時有約一萬位中醫師，每年有約200位新註冊中醫

師。希望推動相關中醫師人才培養，配合未來中醫醫院以至大灣區整體中醫藥的發展。

港澳中醫師可赴內地執業
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公布 香港註冊中成藥可進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0年浦江創
新論壇昨日在上海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塞
爾維亞總理布爾納比奇分別發表視頻致辭。李克
強在致辭時表示，科技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
進步的不竭動力。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推進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促進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
善。中國科技事業取得長足發展。我們始終秉持
開放態度，致力於推動國際科技合作，實現科技
創新互利共贏。

堅定不移擴大開放
李克強指出，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國加強同國際社會的合作，共享科研數據信
息，共同研究防控和救治策略，為全球抗擊疫情
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李克強表示，我們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努力

實現了經濟恢復性增長。我們將保持宏觀政策連
續性和有效性，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
力。經過努力，中國經濟今年全年有望實現正增
長。

李克強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我們將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的
支撐引領作用，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加快建
設創新型國家，為發展賦能、為生活添彩。我們
將繼續秉持合作共贏理念，更加主動融入全球創
新網絡，促進技術、人才、項目等方面的國際交
流合作，以創新平台共建、成果共享助推全球科
技進步。
李克強希望與會代表緊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脈搏，聚焦創新創造主題，革故鼎新，與時偕

行，激蕩創新思想，激勵創新精神，激發創新成
果，讓科技在這裏升溫，讓創新在這裏傳播，讓
福祉為人民共享。
布爾納比奇在致辭時高度評價塞中關係，表示塞

中科技創新合作真正體現了平等互利。作為中國的
全面戰略夥伴，塞爾維亞願同中國攜手合作，把握
數字機遇，增進互聯互通，推動數字轉型。
本次論壇以「科技合作和創新共治」為主題，

近百位中外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專家學者參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出席

開幕式。

李克強：推動國際科技合作 實現互利共贏

昨日，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成員、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黨組書記余艷紅在《方案》發布會議上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
署、親自推動的重大戰略，中醫藥高地建設是大灣區
整體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獨具特色和資源優勢。她
表示，《方案》的發布標誌着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
正式啟動，這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
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行動。她
指，《方案》將有力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
力提升大灣區健康水平。

香港首間中醫院正在籌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方案》內容詳實，多項
主要任務中，特別列明了港澳醫療機構、中醫藥院校、
中醫師人才、專業社團、企業等參與大灣區中醫藥高地
建設的路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特區政府
會在多方面配合《方案》的落實，包括加緊建設中醫醫
院及推動相關人才培養計劃。她說，特區政府正籌備興
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目前正開展預審招標程序，期望
今年年底前可通過公開招標程序挑選一間非政府機構作
為中醫醫院的承辦機構。中醫醫院將設有約400張病
床，提供資助的住院和門診服務。
陳肇始表示，將在CEPA基礎上並按照新公布的

《方案》，推動鼓勵香港註冊中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
機構執業，讓香港中醫師可直接在國家醫療體系從事
臨床和研究工作或參與培訓，以促進兩地中醫師交
流，同時讓香港的中醫師，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醫
師，有機會到大灣區發展。她透露，目前特區政府正
加強開展中醫藥研究項目及中藥標準制定，積極籌備
在中醫醫院旁邊興建永久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檢測
中心將設有符合國際水平的中藥檢測實驗室和向公眾
展示的中藥標本，並會致力支持中藥研發和教育。
「現時香港註冊的中成藥如要進入內地市場，必須

按照內地的註冊要求重新檢測，包括臨床試驗。」陳
肇始表示，在新《方案》下，將簡化香港已註冊的外
用中成藥產品的註冊審批流程。特區政府會積極配合
有關安排，鼓勵香港註冊中成藥進入大灣區市場。

力推三地中醫藥深化合作
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會上表示，廣東將對標國際國

內先進水平，大力支持港澳中醫醫療機構加入珠三角
醫療體系，打造大灣區中醫醫療聯合體和高水平中醫
醫院集群，大力提升中醫藥服務水平。廣東還將以建
設大灣區中醫藥創新中心為重大抓手，推動三地中醫
藥機構深化合作，大力推動中醫藥科學研究和技術創
新。

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之目標
2022年：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合作體系基本確立
◆共商共建共享體制機制運行順暢
◆建成一批覆蓋大灣區高水平中醫醫院、中醫優
勢專科和國家區域中醫醫療中心

◆建設一批優勢特色突出、具有較強服務功能的
中醫藥人才培養基地

◆打造一批國際水平的中醫藥科技創新平台，形
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重大科研創新成果，推
動一批嶺南中藥知名品牌進入國際市場

2025年：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發展體制機制更加成
熟

◆成為中醫藥特色服務引領者、中醫藥教育改革
先行者、中醫藥科技創新示範者、中醫藥事業
和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者

◆實現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對全國
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輻射帶動和引領作用日
益增強，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貢獻度日益彰
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之香港機遇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中醫醫療聯合體和中醫醫院
集群：鼓勵港澳醫療衞生服務提供主體以獨
資、合資或者合作方式加入，圍繞重大疾病和
中醫優勢專科，聚集國際化、專業化醫療資
源，提供覆蓋粵港澳三地和全生命周期的中醫
藥服務

◆在CEPA允許港澳中醫師赴內地開展短期行醫
的基礎上：推動港澳中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機
構執業，吸引港澳年輕一代到大灣區執業創業

◆支持粵港澳中醫藥院校和科研機構開展中醫藥
基礎理論、中藥作用機制研究和方法研究，深
入推進中醫藥防治重大、疑難、罕見疾病和新
發突發傳染病等臨床科學研究，着力解決一批
制約中醫藥優勢發揮和循證醫學深入發展的瓶
頸問題

◆支持粵港澳企業與醫療機構合作開展古代經典
名方中藥複方製劑的研究開發和臨床應用

◆依託粵港澳三地知名中醫藥院校，建立中醫藥
人才協同培養機制，聯合培養一批高水平中醫
臨床人才、多學科交叉的創新型領軍人才以及
國際化複合型人才

◆允許港澳符合資格的中醫藥人員參與國醫大
師、全國名中醫評選及岐黃學者（黃指軒轅黃
帝，岐指臣子岐伯。相傳黃帝常與岐伯、雷公
等臣子探討醫學問題，其中很多內容記載於
《黃帝內經》，故岐黃之術指代中醫醫術）、
青年岐黃學者等人才培養項目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醫藥培訓基地，為港澳
培養一批傳承名老中醫專家學術思想及臨床技
術專長、具備在醫院環境中進行中醫臨床診治
能力的骨幹人才

◆充分發揮港澳中醫藥專業社團優勢，支持中醫
藥專業技術交流與人才培養

◆充分發揮香港中藥檢測中心和澳門中藥質量研
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優勢，建設和推廣國際認
可的中醫藥標準

◆簡化港澳已上市的傳統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流
程，支持港澳地區做大做強中藥產業

◆支持香港建設首家中醫醫院，充分借鑒內地已有
的建設經驗，探索拓展境外中醫醫療服務模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港中醫師：到內地更能提升臨床經驗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

就讀博士的「90後」
港青劉盛豪，目前是
一名香港註冊執業中
醫師，正在香港一家

私人診所出診。與此同時，劉盛豪
還擁有內地中醫執業醫師資格。在
疫情發生前，他常常會跟隨導師到
內地公立醫院進行針灸門診實操。
「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是不
少港澳中醫師的夢想。只是在過
去，這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
會，似乎總有一道無形的門檻存
在，港澳人士很少能進入內地公立
醫院。所以大多數人最後選擇到大
灣區私人診所執業，或者回流到香
港工作。」

劉盛豪說，《方案》提出在CE-

PA允許港澳中醫師赴內地開展短
期行醫的基礎上，推動港澳中醫師
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讓他激
動了一把。「在內地公立醫院工
作，面對的基數病患、疾病種類比
香港多很多，而且在出診過程中，
有機會解決不同疑難雜症，可以很
好地提升臨床經驗。」他說，香港
目前仍未有獨立的中醫醫院，如果
中醫師僅能在私人機構乃至非牟利
政府機構工作，進行臨床應用的機
會大減。

可參選國醫大師 岐黃學者
《方案》中提及，允許港澳符合

資格的中醫藥人員參與國醫大師、
全國名中醫評選及岐黃學者、青年
岐黃學者等人才培養項目，更讓劉

盛豪眼前一亮。「可以說，國醫大
師這些稱號，都是中醫業界赫赫有
名的頭銜。過去總覺得這些榮譽距
離我們港澳中醫師很遠，遠得『想
都不敢想』。沒想到，以後只要合
條件也可以參與評選或培訓，讓我
們覺得很振奮，未來在內地的發展
可以更受認可。」

劉盛豪對未來的規劃，是成為一
名在粵港兩地執業的中醫師。他
說，作為香港中醫師，苦於沒有內
地認可的頭銜和名聲，往往很難打
開局面。「《方案》出台，從多個
方面都考慮幫助港澳中醫師融入內
地發展，讓我對未來在大灣區成為
一名中醫師更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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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年）》在廣州發布，標誌着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正式
啟動。圖為廣州一家中藥舖工作人員在為顧客抓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昨日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
力報告No.18》顯示，2020年中國
兩岸四地291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
力排名前十城市依次為：深圳、香
港、上海、北京、廣州、蘇州、台
北、南京、武漢、無錫。這也是自
2015年桂冠旁落後，香港第六次被
一河之隔的深圳超越，屈居第二。
報告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

院與經濟日報社共同發布，今年是

中國城市競爭力課題組的第18次
年度報告。課題組詳細評價了中國
兩岸四地291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
爭力、可持續競爭力及其它九個分
項競爭力，從整體上衡量中國城市
競爭力發展格局，以及有關方面距
離理想狀態的差距。
專家表示，2020年受到全球新冠

病毒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增長和經
濟活躍度較去年下降，香港對外商
務活動與訪港旅客暫停、經濟進一

步收縮，但香港的經濟基本面沒有
改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競爭
力基礎依然穩固。只要能夠「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
搶抓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合作之機」，
憑借香港的深厚根基、制度優勢和
背靠祖國的地理優勢，必將成為新
時期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節點、
環流樞紐、戰略鏈接，必能在國內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發揮好新的超級聯繫人作用。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深圳連續六年超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深圳市羅湖區將着力打造
深港口岸經濟帶，未來10年固定
資產投入將達千億元（人民幣，下
同），聚焦深港民生規則銜接。
昨日上午，羅湖區舉行2020產

業空間推介暨招商大會，大手筆推
出24.4萬平方米產業土地和93.4萬

平方米優質產業空間面向全球招
商。羅湖區長劉智勇透露，未來十
年羅湖的固定資產投資將達到一萬
億元，年均1,000億元，是現在的3
倍多，覆蓋蔡屋圍—湖貝片區、笋
崗—清水河重點片區、筆架山河片
區、深港口岸經濟帶四大「千億片
區」，總面積達1,216公頃，佔建

成區面積的35%。
據悉，深港口岸經濟帶面積約
710萬平方米，規劃範圍南到深圳
河，北至深南東路、羅沙路、蓮塘
路，西抵紅嶺南路，東至蓮塘口岸
片區，覆蓋三個口岸，未來將聚焦
深港民生規則銜接，建設深港社會
協同發展試驗區。

羅湖擬投千億打造深港口岸經濟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