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藥發展藍圖》
最新工作進展—
聯動各個中醫藥服務機構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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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志豪博士
中醫藥發展專員

2024年12月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醫務衞生局



香港中醫藥願景—
《中醫藥發展藍圖》的制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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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3年9月，醫務衞生局中醫藥處透過各種途徑進行持份者諮詢—
 諮詢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及轄下中醫/中醫業小組委員會
 舉辦六場網上中醫藥發展交流會，就不同中醫藥發展議題收集意見

• 自中醫藥發展專員在今年5月下旬履新，中醫藥處已參與或舉辦各類活動、
會面及交流會等逾110次
 深入瞭解行業現況
 探索不同發展方向及措施的可行性

《中醫藥發展藍圖》持份者諮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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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活動類別/
討論主題

服務發展 產業發展
及文化普及

專業發展
及人才培養

總次數

個別單位會面/
諮詢架構會議

26 24 20 70

本地公開活動 9 11 6 26

內地/海外
活動/拜訪

2 6 9 17

總次數 37 41 35 113



諮詢架構

成立諮詢架構
• 政府於2024年9月在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下增設
中醫藥發展藍圖小組委員會，下設三個工作小組—
 服務發展
 產業發展及文化普及
 專業發展及人才培養

• 與中醫藥業界共同制訂
《中醫藥發展藍圖》，
計劃在2025年公布

聚焦討論不同議題

中醫中藥

發展委員會

中醫業小組委員會 中藥業小組委員會 藍圖小組委員會

服務發展

工作小組

產業發展及文化普及

工作小組

專業發展及人才培養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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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發展藍圖》框架

範疇包括但不限於—

• 發展願景
• 服務發展
• 人才培訓
• 專業發展
• 科研創新
• 產業發展
• 公眾教育及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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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



把握
• 香港中醫藥在純中醫及中西醫
協作方面的特色

• 在醫療服務體系、規管制度
、標準建立及臨床研究的優勢

發揮
• 聯通世界的窗口作用
• 成為中醫藥邁向國際的橋頭堡
• 貢獻國家及大灣區的
中醫藥發展大局

政策願景

推動
• 高質量、高水平、全方位的
中醫藥發展

香港

法規制度

傳承
傳統中醫藥

人才培養

融合內地

國際交流

科研創新

產業發展

貿易優勢

中西醫
協作

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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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念

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
核心理念及層次

7• 提供優質﹑可及而切合本地需要的中醫藥服務

• 強化中醫藥專業教育及培訓，提升專業人員水平
• 改善營商環境，拓展市場，協助行業升級轉型

• 將高水平的傳統醫藥服務模式及產品輸出國際
• 貢獻國家中醫藥發展大局

以社區和市民需要為根本

助力中醫藥國際化

促進中醫藥專業及產業發展



聯動各個中醫藥服務機構
—以病人為本

8

初步建議



為何需要整合中醫藥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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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病人中醫藥持續護理流程
在醫院、在診所、在社區

從治療、到鞏固、到紓緩、到預防保健

2.提升中醫藥協同診治的效率
不同機構中的中醫師及醫療專業人員在不同病情階段治理同一病人

初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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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為本

私營執業
中醫師

中醫診所
暨教研中心

非政府機構
的中醫診所/
醫療車

地區
康健中心

香港中醫醫院及
醫院管理局公營

醫療系統

病歷紀錄互通 適時互相轉介

治療原則及
服務標準互通

完善病人
持續護理流程

 促進病人﹑人才﹑知識流通
 通過電子病歷紀錄
了解病人過往治療方案

 提供更可及的中醫服務

縱向整合:
• 慢性疾病個案在基層及醫院間的雙向轉介
• 為病人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全人照護

橫向整合:
• 服務模式﹑人才﹑
資訊轉化合作

• 改善效率和成效

整合香港中醫藥服務體系

促進協作
• 中醫師與中醫師
• 中醫師與
其他醫療專業人員

初步建議



中醫藥國際化

為醫護專業人員就特定服務提供通用參考
轉化研究數據到臨床應用
規範服務標準，確保基本服務質素
有助服務管理及持續完善

中醫臨床參考概覽的重要性

在以西醫為主的醫療體系中整合中醫藥治療
輸出香港模式長遠助力香港推動中醫藥國際化

初步建議



中醫及中西醫協作臨床參考概覽的
組成部份及特點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 選取合適病種及/或指定病程階段
• 治療方案以中醫為主？中西醫協作？

原則—
中西醫保優勢互協作

• 訂立切合臨床環境的操作詳情
包括公營、私營及公私營協作設定；
中醫、西醫及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的團隊協作模式

• 重點執行策略
例如培訓醫療專業人員、整合電子健康紀錄、建立轉介網絡等

• 主要建議方案，包括中藥、針灸、骨傷等
治療及中西藥共用指南

• 訂立中西醫協作服務中的跨專業協作原則
• 建立質素評價指標以持續監察及改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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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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