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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改革示範區 

國務院 2023年 11月 1日新聞發佈會介紹「推動衛生健康事業高質量發展護佑

人民健康」方面的情況。國家中醫藥綜合改革示範區建設是推動中醫藥傳承創

新發展的重要舉措，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余艷紅報告了最新發展。2021年 12

月國家批復上海、浙江、江西、山東、湖南、廣東、四川等 7省（市）建設國

家中醫藥綜合改革示範區。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組織領導得到加強，成立省（市）長任組長的領導小組，制定建設方案，

明確改革「任務書」和「施工圖」。 

 

二是統籌協調形成合力，中醫藥綜合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得到加

強。各部委加強指導支持，強化綜合改革「一盤棋」，鼓勵地市圍繞不同主題先

行先試，以「小切口」撬動「大變化」。 

 

三是堅持問題導向和改革創新，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突破。上海著力把

社區打造為中醫藥服務主陣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100%開設了中醫科。浙江以

「中醫處方一件事」，推動中醫醫院實現臨床、科研、服務的系統性重塑和全過

程監管。山東、湖南開展中醫優勢病種「按療效價值付費」改革，次均住院費

用明顯下降。江西、四川強化標準化體系建設，中醫藥產業集群效應不斷放

大。 

 

四是積極推進中醫藥高質量融入共建「一帶一路」，建設了 13個中醫藥海外中

心和 9個國家國際合作基地。廣東以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為抓手，推進港澳

中醫師到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簡化中成藥在內地註冊審批流程，推進內地

院內制劑獲批跨境至澳門使用。 

 

下一步，將聚焦中醫藥傳承創新關鍵問題，發揮地方資源稟賦和特色優勢，深

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中醫中藥協調發展，積極推廣改革成果和經驗，讓更多

地方、更多人民獲益。 

 

那麼香港可否制定建設方案、「任務書」和「施工圖」，綜合改革「一盤棋」，模

仿上海把社區打造為中醫藥服務主陣地，地區康健中心 100%開設中醫科，開展

中醫優勢病種「按療效價值付費」？ 



 

香港應否推進「一帶一路」中醫藥海外中心和國際合作基地？以國際化為首，

這是否香港的「特色優勢」？ 

 

基層中醫藥服務，人才及內涵 

余局長同時報告了提升基層中醫藥服務能力的工作。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始終把

提升基層中醫藥服務能力作為工作重點，堅持補短板、強弱項、固根基，讓老

百姓在家門口就能獲得方便可及的中醫藥服務，已建立起覆蓋省、市、縣、鄉

的中醫藥服務體系。 

 

一是大力加強基層中醫藥服務網絡建設。推進縣辦中醫醫療機構全覆蓋，擴大

衛生院中醫館覆蓋面，社區衛生服務站、村衛生室設置中醫閣。截至 2022年

底，全國已有中醫館 40674個，99.5%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99.4%的鄉鎮衛生

院能夠提供中醫藥服務。 

 

二是大力加強基層中醫藥人才隊伍建設。中醫館骨幹人才培訓、基層名老中醫

藥專家傳承工作室建設等項目，著力打造老百姓身邊的「名中醫」。中醫執業

（助理）醫師數為 20.5萬人，約佔全國執業（助理）醫師數的 19.65%。 

 

三是大力加強基層中醫藥內涵建設。縣級中醫院建設 2個中醫特色優勢專科和

1個縣域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中心，目前已完成 593家縣級中醫醫院。推進中

醫館、中醫閣，建設中醫館健康信息平台，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提供輔助

診斷，提升服務能力。 

 

香港如何建立中醫藥服務體系？可否加強基層中醫藥服務網絡建設，以中醫館

及中醫閣全覆蓋，打造老百姓身邊的「名中醫」？香港必定可建設健康信息平

台，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提供輔助診斷，提升服務能力。 

 

下一步，香港應該深入推進基層中醫藥服務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動計

劃，擴大基層中醫藥人才有效供給，提高基層中醫藥服務的規範化水平，持續

提升人民群眾看中醫的可及性、公平性、便捷性。 

 

這正是香港基層醫療藍圖內的中醫藥發展，在中醫藥專員上任的前夕，中醫藥

發展藍圖可否仿效上述上海的改革？以及余局長的「十四五」行動計畫？更以

香港「循證醫療」、「臨床常規」的優勢，製作「按療效價值付費」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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