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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了5億
元成立該基金，於2019年6月正式運作。

對象
惠及整個中醫及中藥界不同層面的從業員和機構。
從業員包括在職中醫師(包括註冊及表列中醫師)、相關護理人員
及中藥業從業員。機構包括中醫診所、中成藥製造及批發商、中
藥材零售及批發商等，以及中醫藥相關的專業團體、商會或學會
等組織、大學及高等教育院校。

範疇
基金包括兩部分，分別為「企業支援計劃」和「行業支援計劃」。

中 醫 藥 發 展 基 金



中 醫 藥 發 展 基 金

發展中醫行業 發展中藥行業

加深市民對中醫的認知
培訓中醫藥人才，鼓勵

中醫藥研究



中 醫 藥 發 展 基 金

「企業支援計劃」 及 「行業支援計劃」



中 醫 藥 發 展 基 金

「企業支援計劃」 「行業支援計劃」



中醫藥發展基金計劃
──企業支援計劃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申請資助指引「中藥從業員進修範圍」
中醫藥從業員培訓資助計劃訂定的中藥從業員進修範圍包括︰

（更新日期：2021-11)

1. 臨床中藥學
2. 中藥製劑學
3. 中藥炮製學
4. 中藥鑑定學
5. 中藥藥事管理
6. 中藥供應鏈管理
7. 中藥商品學
8. 中藥藥理學
9. 中藥相關法規
10.中藥理論

11.中藥文獻學
12.中成藥學
13.中藥用藥安全
14.中藥/中成藥分析
15.中藥毒理學
16.中藥臨床藥學
17.方劑學
18.藥用植物學/生藥學
19.香港中藥習用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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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5 中 醫 醫 院
（將軍澳百勝角）

• 2014年《施政報告》宣佈，決定
預留將軍澳百勝角2.5公頃土地發
展中醫醫院。

• 本港首間中醫醫院開院籌備工作
於2021年6月28日啟動，預計
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分階段
投入服務。



2 0 2 5 中 醫 醫 院
（將軍澳百勝角）

• 浸會大學承辦。
• 提供住院及門診服務，並會採用以中

醫為主的中西醫結合醫療護理方案。
• 400張病床。
• 年診症服務量約31萬人次。
• 三所本地大學相關學院的教學和臨床

實習場地，及執業中醫師的培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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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醫 課 程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課程結構
兩個部分︰
（甲）臨牀前期課程（四年半）
（乙）臨牀實習課程（一年半）

臨牀前期課程
臨牀前期課程為期四年半。
學生須修畢必修及選修科目。此外，或須見習。

臨牀實習課程
臨牀實習課程為期一年半。
學生須進行臨牀實習。在後半年，學生將選擇個別專科進行實習。

香 港 中 醫 課 程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 中醫全科學士學位

• 中醫深造/研究生課程

香 港 中 醫 課 程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 港 中 醫 課 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 修業期 課程費用（HK$)

中醫學深造證書(腫瘤學) 1年 17,500

中醫學深造文憑(疼痛學) 1年 25,500

現代針灸康復深造文憑 1年 41,900

中醫學深造證書(臨床婦科學) 1年 18,000

證書（單元：負壓罐法與刮痧的養生保健療法） 5個月至6個月 8,200

證書(單元:產後調養) 30小時 3,300

證書(單元:中醫藥膳入門) 30小時 3,300

保健推拿基礎證書 3個月至6個月 7,480

證書(單元 : 實用小兒推拿) 2個月至3個月 5,750

實用中醫學高等文憑(中醫美容學) 2年
第一階段：21,500
第二階段：13,000
實習費：1,000

實用中醫學高等文憑(中醫營養學) Toggle panel 2年
第一階段：21,800
第二階段：13,800

中醫學高等文憑 3年

第一階段：28,000
第二階段：29,600；模擬見習費(一)：500
第三階段：23,300；模擬見習費(二)：500
(獲取錄後繳交)

中藥配劑高等文憑 1年至3年
中藥配劑證書：15,800（參考學費）
中藥配劑文憑：16,800（參考學費）
中藥配劑高等文憑：18,600（參考學費）

中藥配劑證書 1年 15,800

中藥配劑文憑 1年至2年
課程費用 中藥配劑證書：15,800（參考學費）
中藥配劑文憑：16,800（參考學費）

針灸學文憑 1年 32,200

推拿學文憑 1年 32,200

推拿學高等文憑 1年 34,500

更多資訊可訪問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官網

香 港 中 醫 課 程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港首間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開辦中醫及中藥本科課程的高等院校，於1999年成立中醫藥學院。
教育
• 完整課程體系

o 教資會資助的本科課程
o 研究生課程
o 自資修課式碩士課程
o 自資文憑及證書課程

研究
• 重點研究領域
• 浸大跨學科研究實驗室
• 12 個研究中心從事前沿研究

臨床服務
• 擁有香港高等院校中最大規模的中醫診所網絡－17間中醫藥診所
• 由中醫專家提供的優質中醫專科醫療服務
• 建基於臨床研究的臨床服務
• 醫療資助計劃助有需要長者接受浸大中醫藥診所服務
• 舉辦講座提高中醫師的專業水準及公眾人士對中醫藥的認識

香 港 中 醫 課 程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 港 中 醫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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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
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

2019年10月20日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中醫藥工作。

健全中醫藥服務體系︰

1. 加強中醫藥服務機構建設
2. 以資訊化支撐服務體系建設
3. 強化中醫藥在疾病預防中的作用
4. 提升中醫藥特色康復能力
5. 推動中醫藥開放發展
6. 完善投入保障機制
7. 加強組織實施



中共中央國務院
發佈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

2020年10月27日



內 地 中 醫 學 課 程

課程體系

課程包括：
• 理論課程
• 思想道德修養與素質教育課
• 科學方法教育
• 中醫學基礎、中醫經典、中醫臨牀等課程
• 基礎醫學與臨牀醫學課程
• 臨牀醫學課程

西醫、中醫、獸醫等為5年制。
研究所是碩士兩年半至三年、博士三年。
學費一般每學年約5千元(人民幣) ，一學年=兩學期。



2019-2020 中國大學本科專業類
排 行 榜 的 前 2 0 強 名 單
排名 學校名稱 星級 學校數

1 北京中醫藥大學 5★ 62

2 上海中醫藥大學 5★ 62

3 廣州中醫藥大學 5★ 62

4 天津中醫藥大學 5★- 62

5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5★- 62

6 成都中醫藥大學 5★- 62

7 南京中醫藥大學 4★ 62

8 浙江中醫藥大學 4★ 62

9 山東中醫藥大學 4★ 62

10 湖北中醫藥大學 4★ 62

11 河南中醫藥大學 4★ 62

12 湖南中醫藥大學 4★ 62

13 遼寧中醫藥大學 3★ 62

14 甘肅中醫藥大學 3★ 62

15 長春中醫藥大學 3★ 62

16 江西中醫藥大學 3★ 62

17 廈門大學 3★ 62

18 廣西中醫藥大學 3★ 62

19 安徽中醫藥大學 3★ 62

20 福建中醫藥大學 3★ 62



北 京 中 醫 藥 大 學

中醫學（台港澳五年制、文理兼收）
報名方式

參考《2021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辦法》

學費及住宿費
1.學費：5800元/學年
2.住宿費：900元/學年

獎學金
綜合表現優秀者可申請國家獎學金：
●特等8000元/年 ●一等6000元/年
●二等5000元/年 ●三等4000/年



廣 州 中 醫 藥 大 學

中醫學

• 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戰略

• 聯合香港、澳門地區大學成立粵港澳中醫
藥聯盟，在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7個中醫
藥海外中心和3個中醫藥國際合作基地

• 聯合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創新中心



上 海 中 醫 藥 大 學

中醫學專業（五年制）
高中或高中以上學歷畢業；A-Level課程、IB
或AP課程需提供成績單，經審核通過。

收費標準
報名費：人民幣450元/人（實際到賬金額）
學費：人民幣28,000元/年



浙 江 中 醫 藥 大 學

浙江中醫藥大學國際學生（本科生）
收費標準
臨床醫學：22000元/年
中醫學：25000元/年
口腔醫學：25000元/年
護理學：20000元/年
藥學：20000元/年
校內住宿費：2250-9000元/學年

獎學金類別
1. 研究生（碩、博）：A類獎學金（人民幣30000元）
2. 本科生：B類獎學金（人民幣20000元）
3. 長期進修生（就讀時間在一學期及以上）：C類獎學

金（人民幣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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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醫藥高質量發展（人民政協新實踐）
2022年1月13日

中央政府、國務院
• 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
法》

• 出台《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
要（2016-2030年）》

• 印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
展的意見》

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聚焦「加大中醫藥資源的發掘和保護」



香港中醫教研中心1 8個



1989             1995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989 1995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香 港 中 醫 藥 發 展

8月成立中
醫藥工作小
組

7月通過《中醫
藥條例》；
9月管委會成立

衛生福利局
退出醫療改
革諮詢文件

7707 名 表 列
中醫名單刊登
於 12 月 21 日
出版的憲報

衛生署年初推
行常用中藥材
制 定 標 準 ；
11 月，首 批
2384 名 註 冊
中醫名單刊登
憲報

首次中醫執業資
格試；接收中藥
商領牌和中成藥
註冊申請

4月成立香港
中醫藥發展
籌備委員會

行 政 長 官 在
《 1998 年 施
政報告》跟進
有關推動香港
成為國際中醫
藥中心的目標

回望過去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管委會中醫組公佈
其認可的「行政機
構」及「提供進修
項目機構」；
出版《香港中藥材
標準第一冊》；
正式實施中醫進修
中醫藥學機制

開始實施《中
醫藥條例》及
《中藥條例》

成立香港
檢測和認
證局

中成藥臨床
試驗及藥物
測試的法例
條文生效

成藥標籤及說明書
的法例條文生效；
政府成立重要研究
及發展委員會；
《本草綱目》獲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記憶名錄

衛生署中醫藥事務部
獲世界衛生組織委任
為「傳統醫藥合作中
心」；
政府於成立中醫中藥
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

註冊中醫為
僱員進修獲
得認可

食物衛生局與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簽署
中醫藥領域的合作
協議

香 港 中 醫 藥 發 展

回望過去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中醫中藥發展
委員會成立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政府邀請非牟利
團體就在將軍澳
發展中醫醫院提
交意向書

政府決定出資在將軍澳預
留土地興建中醫醫院；
衛生署出版《香港中藥材
標準第八冊》

《 2014 年施政報
告》：業界普遍認
同香港有需要也有
條件設立中醫醫院

籌建由衛生署管理的
中藥檢查中心（其後
命名為「政府中藥檢
查中心」），專責中
藥檢測科研

香 港 中 醫 藥 發 展

回望過去



香 港 中 醫 藥 發 展

回望過去



香 港 中 醫 藥 發 展

回望過去



香 港 中 醫 藥 發 展

回望過去



中 醫 收 入 待 遇

圖片來自：立法會香港前線中醫聯盟就三方合作教研中心問題提出之意見（2015）



圖片來自：立法會香港前線中醫聯盟就三方合作教研中心問題提出之意見（2015）

中 醫 收 入 待 遇



圖片來自：立法會香港前線中醫聯盟就三方合作教研中心問題提出之意見（2015）

中 醫 收 入 待 遇



中藥教研中心中醫師入職要求



中藥材配發人及其副手最低要求



中 醫 收 入 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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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惠港青年八條發佈
助港青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八項優惠港青措施

1. 香港青年內地實習計劃（1萬個機會）
2. 香港青少年內地交流計劃（ 2萬個機會）
3. 「千校萬崗」全國大學生就業服務行動香港青年專項行動（1萬個機會）
4. 「創青春」中國青年創新創業項目支持計劃香港專項
5. 向香港大學生開放「中國電信獎學金」申請通道
6. 在全國性青年科創賽事中優化拓寬香港賽道
7. 開放多個榮譽獎勵香港青年的申請渠道
8.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服務陣地



學業、就業、創業、實習等各個方面
1. 便利購買房屋
2. 支援使用移動電子支付
3. 開立內地個人銀行結算賬戶
4. 保障在粵工作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子女同等享受教育
5. 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
6. 提供往來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便利
7. 容許在大灣區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常用的醫療儀器
8. 香港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聯營措施、法律顧問措施、特設考核措施
9. 擴大建築業專業人士資格互認範圍
10.擴大港澳建築業專業人士在內地執業優惠政策實施範圍
11.給予保險監管優待政策
12.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保險公估機構的年期限制
13.支持港澳債券市場發展
14.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15.對進境動物源性生物材料實行通關便利
16.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港澳的限制

中央惠港青年八條發佈
助港青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大 灣 區

為配合大灣區發
展中醫中藥界舉
行政策宣介會

（2021年9月5日）



大力發展中醫藥新技術、

打造中醫藥發展高地；

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

產業化、國際化；

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

中醫藥合作體系基本確立，

建成一批覆蓋大灣區的高

水準中醫醫院、中醫優勢

專科和國家區域中醫醫療

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年)

總體要求

1.整合優勢資源，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醫療聯合體和中醫醫院集群；

2.促進融合發展，設立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科技研發專項；

3.鞏固發展基礎；設立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科技研發專項；

4.深化互利合作，探索粵港澳三地中醫

藥標準融合發展；

5.助力「一帶一路」，支援高品質嶺南

中藥品牌「走出去」

主要任務 保障措施

1.加大政策支持，加速優

質中醫藥資源在粵港澳大

灣區流動；

2.落實主體責任，積極支

持港澳與廣東省區域互動、

優勢互補；

3.推進組織實施，發揮好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合作

機制的作用

大 灣 區



大 灣 區



港澳地區的醫師可申請

獲得內地的醫師資格，

資格類別包括臨床、中

醫、口腔。

《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醫師獲
得大陸醫師資格
認定管理辦法》

大 灣 區



2021年8月30日公佈，擬以合約形
式招聘港澳中醫師。
省衞健委同日公佈省內招聘12名港
澳註冊中醫。
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指讓香港的中醫
師，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醫師，有
機會到大灣區發展。

廣東省中醫藥局

大 灣 區



中 醫 學 生 的 前 景

中醫（公營/私營）

研究

推廣

保健

教育

內容來自《啟思文集》2005卷36期1 《醫學院學係焦點探究中醫學生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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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的根本在國史教育

• 新三國時代
➢ 國史
➢ 國學（中國文化）
➢ 國情

中醫藥與國民教育

中醫藥充份體現了國學文化



• 陰陽五行
• 和諧
• 整體觀
• 形神合一
• 和合觀

皆源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中醫藥文化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



• 《新修本草》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成書1540年歐
洲紐倫堡政府頒佈的藥典早883年，為世界藥典之母。

• 李時珍用科學方法分類編寫的《本草綱目》記載的藥物之
多，品種之全，堪稱世界第一。

• 唐代設有「疫人坊」，隔離治療麻風病。

• 宋代用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可以說其醫學認識是走在世
界前列的。

增強民族自信心、自尊心



• 大醫精誠，職業道德
• 儒醫：仁心仁術
• 唐代醫家孫思邈《千金要方·大醫精誠》：
「大醫治病，當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
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
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

育人、育心



五戒
一戒：凡病家大小貧富人等，請觀者便可往之，勿得遲延厭棄，欲往而不往，不為平易。藥金

毋論輕重有無，當盡力一例施與，自然陰騭日增，無傷分寸。

二戒：凡視婦女及孀尼僧人等，必侯侍者在旁，然後入房診視，倘旁無伴，不可自看。假有不

便之患，更宜真誠窺睹，雖對內人不可談，此因閨閫故也。

三戒：不得出脫病家珠珀珍貴等送家合藥，以虛存假換，如果該用，令彼自制入之。倘服不效，

自無疑謗，亦不得稱贊彼家物色之好，凡此等非君子也。

四戒：凡救世者，不可行樂登山，攜酒游玩，又不可片時離去家中。凡有抱病至者，必當親視

用意發藥，又要依經寫出藥帖，必不可杜撰藥方，受人駁問。

五戒：凡娼妓及私伙家請看，亦當正己視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見戲，以取不正，視畢便回。

貧窘者藥金可璧，看回只可與藥，不可再去，以希邪淫之報。

〈醫家五戒〉和〈醫家十要〉
──載於明代外科醫家陳實功《外科正宗》



十要
一要：先知儒理，然後方知醫理，或內或外，勤讀先古名醫確論之書，須旦夕手不釋卷，一一

參明融化機變，印之在心，慧之於目，凡臨證時自無差謬矣。

二要：選買藥品，必遵雷公炮炙，藥有依方侑合者，又有因病隨時加減者，湯散宜近備，丸丹

須預制，膏藥愈久愈靈，線藥越陳越異，藥不吝珍，終久必濟。

三要：凡鄉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輕侮傲慢之心，切要謙和謹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事之，

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如此自無謗怨，信和為貴也。

四要：治家與治病同，人之不惜元氣，斫喪太過，百病生焉，輕則支離身體，重則喪命。治家

若不固根本而奢華，費用太過，輕則無積，重則貧窘。

五要：人之受命於天，不可負天之命。凡欲進取，當知彼心順否，體認天道順逆，凡順取，人

緣相慶，逆取，子孫不吉。為人何不輕利遠害，以防還報之業也？

〈醫家五戒〉和〈醫家十要〉
──載於明代外科醫家陳實功《外科正宗》



十要
六要：裡中親友人情，除婚喪疾病慶賀外，其餘家務，至於饋送往來，不可求奇好勝。凡饗只

可一魚一菜，一則省費，二則惜祿，謂廣求不如儉用。

七要：貧窮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門差役人等，凡來看病，不可要他藥錢，只當奉藥。再遇貧難者，

當量力微贈，方為仁術，不然有藥而無伙食者，命亦難保也。

八要：凡有所蓄，隨其大小，便當置買產業以為根本，不可買玩器及不緊物件，浪費錢財。又

不可做銀會酒會，有妨生意，必當一例禁之，自絕謗怨。

九要：凡室中所用各種物具，俱要精備齊整，不得臨時缺少。又古今前賢書籍，及近時明公新

刊醫理詞說，必尋參看以資學問，此誠為醫家之本務也。

十要：凡奉官衙所請，必要速去，無得怠緩，要誠意恭敬，告明病源，開具藥方。病愈之後，

不得圖求匾禮，亦不得言說民情，至生罪戾。間不近公，自當守法。

〈醫家五戒〉和〈醫家十要〉
──載於明代外科醫家陳實功《外科正宗》



• 人、天地自然：一個整體
• 人的一切生命活動與自然是息息相關
• 順應自然

平衡與和諧
人與人之間

人與自然之間

人與社會之間

天 人 合 一



「人貴自然」道德觀
• 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性向，有利於良好倫理秩序和道德氛圍的
環境建構

• 強調順應自然，調和致中，葆精毓神，主張扶正祛邪，養生全
德。「修身」、「和諧」和「美德」

• 亦儒亦醫、亦道亦醫
• 要求從醫藥者，除精於醫藥知識專業外，還須涵蓋「天、地、
人」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要從「天道」學習「人道」，進而
達到「德（醫德）、能( 醫術)」兼具的「天人合一」境界

中醫藥文化



謝
謝

行政總監：邱國光博士
2022年2月15日

中醫師：陳嘉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