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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推動中醫藥發展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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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中醫藥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 制訂中醫藥發展藍圖及建設中醫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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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中醫藥全方位發展

一、弘揚中醫藥文化

二、加強中醫基層醫療服務

三、提升中醫人才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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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揚中醫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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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五行說、儒家思想、道教文化

• 四大醫書：《黃帝內經》、《難經》、

《傷寒雜病論》及《神農本草經》

理論基礎

生活保健

• 醫食同源、藥食同源

• 二十四節氣養生之道

飲食
文化

哲學
思想 中醫

藥學

傳統
習俗

中醫藥文化有深厚底蘊，與生活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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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中醫藥文化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

• 包括同仁堂中醫藥文化在內的多個項目

被納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 中醫針灸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文化推廣散落在各行各業但未有協調 中醫藥文化具潛力對外宣揚

涼茶舖、藥材舖

雷生春堂、
香港中醫藥博物館

太極、八段錦

中醫講座、
義診、體驗計劃

中醫藥文化推廣較為零散，但具潛力「說好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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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文化推廣計劃

提升市民認知應用水平，
正確認識中醫藥

為政府提供渠道，

宣傳中醫藥相關政策及服務

政府應善用現有資源和參考各界
的經驗，以跨界別合作、多元化
推廣的形式，弘揚中醫藥文化

動員社會各界參與，
增強交流合作，促進社會共融

建議一：展開「中醫『傳』港」文化推廣計劃，加強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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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大專院校、研究院等

分享中醫藥研究科研成果

私人中醫師、中醫藥集團等

分享專業知識及經驗

醫療

政府

作為牽頭人，推動跨部門協作，

鼓勵各界參與，宣傳相關政策

非牟利組織、社福機構等

介紹相關項目及服務

民間團體

發展商、商業機構等

提供資金、活動場地等贊助支援

商界

由政府牽頭，促成跨界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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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體驗 文旅融合

教育宣傳

藥膳品嚐

中醫藥健康旅遊路線
• 雷生春堂
• 中醫藥博物館
• 中醫文化養生館

專題節目

中醫藥青年推廣大使計劃

中醫藥文化及健康講座

政府計劃及政策介紹
• 中醫醫院計劃
•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舉辦一系列多元化活動，推動市民與中醫藥全方位接觸

義診及外展服務
• 參考現有服務模式
• 配合中醫節氣

（如三伏天）



10

二、加強中醫基層醫療服務

10



©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1

• 新冠疫情及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推動市民使用中醫服務

• 市民（尤其長者）對中醫服務的需求持續增長

主要發現

24.69%

39.43%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052,110 

1,518,636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提升近5成 提升近6成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總就診人次 中醫服務佔長者醫療券總體服務比例

市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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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師是香港醫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 應善用私營中醫師，提供更多基層醫療服務

主要發現

中醫師服務界別

私營界別 非私營界別

香港基層醫療中西醫人數

中醫服務潛力龐大

7,900 

8,300 

註

冊

中

醫

註

冊

西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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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推行

5個選定病種：

• 中風

• 下腰背痛症

• 肩頸痛

• 癌症紓緩治療

• 癌症治療

確立相關病種臨床方案

住院服務：中西醫協作計劃 基層醫療：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2023年11月實施

2個選定病種：

• 糖尿病

• 高血壓

由家庭醫生及跨專

業團隊為市民提供

疾病管理服務

中醫師參與公私營協作計劃
有待加強

基層醫療服務中尚未充分利用中醫的服務潛力

基層醫療服務中未有類似的

中西醫協作計劃/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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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層醫療的醫護專

業人員提供通用參考

超過4,000名中醫師

參與該計劃

中醫藥發展基金

全額資助

協調超過500名

私人中醫師參與

進一步探討中醫藥
在參考概覽中的參與

探討透過策略性採購
實行公私營協作分配資源

已出版6份參考概覽

• 糖尿病

• 高血壓

• 兒童預防護理

• 長者預防護理

• 肌肉骨骼疾病

• 健康人生計劃

中醫服務在基層醫療健康系統中可發揮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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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營協作

• 推進中醫參與現有慢性疾病共同治理
先導計劃

• 選取優勢病種（如痛症），在基層醫
療推出中醫公私營協作計劃

參考概覽

• 可利用現有中西醫協作的經驗

• 以醫學實證為先，推動中醫循證醫學

• 可參考内地高血壓、糖尿病管理指南做法

建議二：推動中醫師參與基層醫療服務，釋放中醫師的服務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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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中醫人才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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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資訊平台中醫師參與程度

中醫師在政府基層醫療資訊

平台的參與程度有限

醫療體系中未有為中醫

系統性提供基層醫療健

康培訓課程

基層醫療健康培訓課程

中醫師尚未積極參與基層醫療服務網絡

17.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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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促進中醫師與其他
醫護專業人員互動的機制

應制定中醫師相關
培訓計劃

參加公私營協作計劃的

醫護機構，需同時參加

醫健通

基層醫療指南與醫健通

可為不同醫療專業人員

之間交流互通提供平台

參加指定政府資助計劃

的醫生必須登記加入基

層醫療指南

提供中醫《基層醫療》
證書課程

• 基本系列：8套課程

• 加強版： 3套課程

中醫師可加強與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互動，組成跨專業服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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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中醫基層醫療培訓

• 基層醫療辦事處應與中醫持份者商討並

制定中醫相關基層醫療培訓課程框架

• 更多培訓機構應在中醫師培訓課程内容

中加入基層醫療相關内容並頒發證書

中醫師與其它醫療專業人員互動

參與政府資助項目中醫師應：

• 加入《基層醫療指南》，及

• 登記參加醫健通

建議三：推進中醫師系統性認識基層醫療，參與跨專業服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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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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