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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回歸廿年，同時亦標記著香港中醫藥界等了二十年至今仍等不到一套

完整的政策來指導中醫藥行業的發展與規管。18 年前立法的《中醫藥條例》只

側重於監管。機乎毫無發展的元素。這個缺陷對行業帶來不少的打擊和困擾。這

點我們必須予以正視。  

無疑，《中醫藥條例》的立法提升了整體中醫藥行業的專業地位，促進市民

更深入認識和使用中醫藥，同時亦提高了大眾對中醫藥的期望。可是這些正面的

益處卻不能掩蓋和抵消目前香港中醫藥發展呆滯的隱憂和市面產品呈現失控的

狀態。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歸納為兩大主要原因： (1)香港中醫藥缺乏一套上述

的發展與規管互相平衡配合的政策； (2)《條例》本身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缺陷、

誤設的前提及脫離現實的要求。  

我們很高興在星期日晚的國慶宴會上，張建宗署理特首提出「本屆政府已將

推動香港中醫中藥的發展作為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和「在食物及衞生局設立專

責發展中醫藥的組別，負責發展香港的中醫藥業」。署理特首的一番話重新燃點

了我們對本屆政府的希望。 

在回歸前後草擬《中醫藥條例》期間，大家普遍對中醫藥的認識不深亦不足。

但經過 18 年的實踐，大家對中醫藥增加了不少知識，但《條例》的問題亦同時

逐一呈現。其中最突出的要算「中成藥定義」和在「換牌」過程中將大量的弊端

和法律漏洞暴露出來。另一方面，《條例》誤用西醫藥和西方科學作為本位來衡

量中藥的不合理性已開始廣泛為大家所認識。最令人不解的是有些措施在推出

時機乎是無顧業界的承受能力和技術水平。  

很明顯，只要一天不能充份掌握中醫藥的本質，《條例》就一天不能趨於完

善。希望政府會以較長遠的眼光全面和徹底地檢討、修改和增訂《中醫藥條例》，

使得它可以與時並進。不妨考慮由「食物及衞生局」成立一個由「官產學研醫」

組成的「中醫藥政策及條例研究委員會」來研究和提出一套符合香港國際地位及

發展的新政策。然後按新政策來重訂各層次的法規。  

國家在七月出台了《中醫藥法》。共有 9 章 63 条，相當全面地覆蓋與中醫

藥有關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少的議題與香港面對的相同。我們在檢討《條例》時

應參考《中醫藥法》的思路和解決方法，以求使得兩套法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隨著國家「大健康」和「中醫藥一帶一路倡議」等政策陸續出台，中醫藥在

全球邁向蓬勃是必然的趨勢。亦必然會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機遇。我們希望在此關

鍵時刻政府能當機立斷，為香港中醫藥全面制定促進整個行業健康發展的政策

和法規、創造良好營商環境和氣氛，以及鼓勵和提供對創新科技與新產品開發的

支援。只有在「官產學研醫」齊心合力之下，香港中醫藥才能充份發揮潛力，力

爭上游，免卻被時代淘汰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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