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藥研發研討會 

－現況與前瞻 

本港的中醫中藥發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 

食物及衞生局 

 

 

 



                                
發展中醫中藥的第一步 

建立一套完善的中醫中藥規管制度 

  

 

  

  

  

 保障公眾健康 

加強消費者對中醫服務、中藥材及 

中成藥的信心 

建立可持續的中醫藥市場 

 



                                
《中醫藥條例》（香港法律第549章) 

1999年訂立 

規管範圍： 

本港中醫的執業 

中藥材及中成藥的使用、銷售和製造 
 

中醫數目： 

註冊中醫：6,561 

表列中醫：2,731 

有限度註冊中醫：73 

  

 

 
 

註冊中醫

(6,561名)

70%

有限制註冊中

醫 (73名)

0.8%

表列中醫

(2,731名)

29.2%

（截至2013年4月30日）



                                
人才培訓 

  

 

1998年起－中醫培訓的全日制大學課程 

2001年－中藥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 

研究生課程 



                                
發展中醫藥科研的平台 

  

 

 
「中醫教研中心」(“中醫診所”) 

2003年起設立 

三方協作模式 

在18區各開設一間（已完成17間) 

每年應診人次超過 90 萬 



                                
「中醫教研中心」 

  

 

 

 非政府機構 本地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中醫服務 臨床研究 實習培訓 



                                

2013年度的科研計劃主題： 

中風後吞嚥困難 

失眠 
 

2006/2007財政年度至今： 

29個已完成的科研計劃 

23篇在國際期刊發表的學術文章 

中西藥相互作用、肥胖、創傷性腦損傷
及失眠 

「中醫教研中心」的研究工作 

  

 



                                
中醫藥科研的資助 

  

 

醫管局「中醫中央委員會」轄下的 

「中央科研工作小組」 

致力促進、支持及協調以高品質的研究
結果為目標 

滿足社會的優先需求 

訂立優先 

研究專題 

公開招募 

研究項目 「中醫教研中心 

診所管理委員會」 

撥款支持 

  

  

  

醫管局 
撥款支持 



                                
中央科研工作小組 

  

 

 臨床及臨床前期研究項目 

  文獻系統回顧 

中藥 肥胖 針灸 

針灸 抑鬱症 

中醫藥 肝癌 



                                
中西醫結合服務 

  

 

推動中西醫結合服務 

近 20 間醫院／ 轄下機構試行不同模式 

廣華醫院的重建計劃 

－擬建中西醫部住院病房 

 



                                
本港的中藥產業 

 

生產總額 

2008－2010： 
增幅為12.6%  
(平均每年升幅 ～ 6%) 
 

經營盈餘總額 

2008－2010： 
增幅為51.7%，  
(平均每年升幅 > 20%) 

 

  

 

 

 



                                
本港的中藥材對外貿易 

總進口中藥材貨值－23.5 億元 

內銷~60% (14 億元) 

轉口~40% (9.5億元) 

 

內銷的增長 

2009-2011： 

增幅近56% 

  

 

 

 



                                
中國的中藥商品貿易(2013年上半年) 

 

進出口總額－ 154.4 億港元 

  出口額－ 116.2 億港元(  22.5%) 

出口至全球 168 個國家及地區 

三大出口市場－香港、日本和韓國 

香港－  61.3% 

美國－(第一季度)    26.5% 

  

 

 

   

 

 



                                
推動中藥產業 

  

 

 推動中藥標準的國際化 

 「香港中藥材標準」研究計劃 
 

2002年由衞生署展開 

為香港常用的中藥材制度標準 

成立「國際專家委員會」 

    

  



                                
「香港中藥材標準」 

  

 

 

 

負責研究工作的機構：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提供意見及支援的機構： 



                                

 

約200種中藥材進行研究， 

並制定安全和品質的標準 
 

 

 

 

 

 

每年制定28項香港常用中藥材標準 

推動有關標準在本地及國際上的認受性 

研究制定其他中藥產品標準  

「香港中藥材標準」 

  

 



                                
中藥產業科研的資助 

  

 

創新科技署的「創新及科技基金」 

 

 
 

 

 



                                
發展路向? 

  

 

 

 助本港的中醫藥邁進   

為香港建立優勢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中醫服務發展 
 

研究本港的中醫醫院發展 
－如何在現行法律及規管框架下設立 
 

發展中醫住院服務 
 

促進中西醫協作 
－釐訂中醫與西醫的合作模式， 
 以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中藥產業發展 

  

 

推動中藥標準 

的國際化 

建立消費者對 

中藥產品的信心 

提升中成藥生產 

的質量水平 

擴展「港標」研究計劃 

制定其他中藥產品標準 

促進香港成為 

中藥檢測及認證中心 

檢視業界落實 

中成藥GMP的問題 

考慮政府可作出 

的配合措施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中醫、中藥科研 
 

促進「循證醫學」的發展 

加強中醫藥基礎及臨床研究 

 
 
重點 
臨床 
 

探討政府可提供的支援 

  

 

了解中醫有較好 

治療效果及 

優勢的疾病 

確立重點 

臨床研究項目   進行研究   



                                
中藥研發研討會 

中西醫協作治療 
 

交流中西醫互補及「循證醫學」經驗及研
究： 

推動中醫發展的進程 

就中西醫協作有顯著療效的重點服務領域
提供參考 

  

 

 



                                
中藥科研的發展理念 

 

 透過本港中藥研究工作， 

 促進中醫中藥的發展，使傳統中醫藥
在提升公眾健康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謝謝各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 

食物及衞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