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中醫藥重大工程 

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 

 

6 月 7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介紹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有關情況，力爭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體系完整、佈局合理、分工明確、功能互補、密切協作、運

行高效、富有韌性的優質高效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解決一批全國性跨區

域的大事、急事和難事。「十四五」期間要實施四項重大工程：一是公共衛生防

控救治能力提升。二是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三是重點人群健康服務補短板。

四是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 

 

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之五大方向 

為響應上述第四大工程，國家 7 個部門：商務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外交

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發展合作署、國家移民管理局共同

發佈《關於支持國家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中醫

藥相關醫療保健、教育培訓、科研、產業和文化等拓展特色服務出口基地，制

定以下高質量發展措施： 

 

一、完善體制機制：1. 公立機構基地設立國際醫療部。2. 特許經營品牌，新

建、托管、協作醫養結合機構、康養服務。3. 區域性醫聯體或聯盟，和民營機

構基地加強合作。 

 

二、創新支持政策：4. 外經貿發展專項基金，創新發展引導基金。5. 出口買方

信貸等借貸產品，「一帶一路」國家的境外醫院。6. 國家級和境外中醫藥服務

貿易公共服務平台，加強管理政策、市場需求，開展中醫藥文化宣介與推廣，

服務及文化普及性培訓。 

 

三、提升便利化水平：7. 互聯網平台，國際營銷渠道。8. 為境外患者及其親屬

出證明或邀請信，為簽證提供便利。9. 中藥及其製劑國際寄遞標準和指引，承

接國際寄遞服務，診斷後服務。10. 國際市場宣傳、推介及參展。人員出訪批

次數、團組人數。11. 為外匯收支提供支持，服務貿易收入專帳核算。 

 

四、拓展國際合作空間：12. 與國際醫療保險機構加強合作，以合約形式自主

設計。13. 國際經貿合作框架機制，雙邊自貿協定、經貿合作備忘錄，品牌保

護。推動中醫執業資格國際認證和中醫執業人員跨境自由流動。14. 對外投資

和技術合作，發揮境外經貿合作區等平台。15. 新模式新業態，打造融合中醫

藥康養理療養生等服務和旅遊服務。16. 加強與在華外資企業和機構人力資源



服務組織合作，吸引在華外籍人員使用中醫藥服務。 

 

五、加強人才培養和激勵：17. 既懂中醫藥又懂外語及國際營銷的複合型人

才。18. 為中醫藥人員在績效考核、教育培訓等方面制定激勵制度。 

 

大灣區高地建設（2020-2025） 

以上「國際醫療部」、「境外患者簽證」、「中醫藥康養理療養生旅遊」、「懂外

語、營銷的中醫藥人才」、「國際醫療保險」、「國際經貿合作、營銷渠道、外匯

支持」及「出口信貸」等的要求，大部分是香港的強項。《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

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 年)》在粵與澳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而香港則沒有高速

追上。讀者若有興趣內容，請參加 7 月 11 日由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香港註

冊中醫學會和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合辦的「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之行動

篇」（Zoom 註冊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tJ94cqB1Sf2w7rVGIsSqjw）。 

 

立法會財委會在 6 月 18 日批款「開展中醫醫院服務的籌備工作」，為數 8 千多

萬元，用以委聘專家和僱用服務，為數 3 億多元，以開發資訊科技系統。食衛

局於 6 月 22 日向浸會大學批出中醫醫院營運服務契約。但此醫院只有 400 張

床，要 2025 年才完工，2030 年才全面使用，能否肩負「十四五」重大工程之

「中醫藥傳承創新中心」，能否支持「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香港政府可否以

對口 7 個局/署合作（貿發局、旅發局、投資推廣署、食衛局、職訓局、商經

局、金管局），以創新的思維興建養生旅遊區，私營中西醫結合服務，用遠程醫

療與醫保合作，照顧世界各地的客人。 

 

2019 年首批 17 家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中有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及

天津天士力醫療健康投資有限公司，可否邀請他們投資在香港呢？浸會大學已

經與廣東省中醫院合作，那麼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可否與西南醫科大學附屬中

醫醫院、南京中醫藥大學及/或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結盟呢？在 5 年內，

香港可建設世界級中醫醫療中心，疫病防治基地，中西協同「旗艦」醫院及名

醫堂示範工程，帶領中醫藥與世界接軌。一方面，助力「十四五」重大工程，

另一方面，統領大灣區國際化高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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