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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強支援中醫業發展 

醫務衞生局回覆如下： 

感謝議員就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提出各項建議及意見，現就文件的主要範疇作出

回應： 

 

中醫藥臨床資料互通 

 

中醫藥資料已正式納入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醫健通」）內的可互通範圍。

已登記參與的中醫師由 2022 年 3 月起，已可透過「醫健通」平台互通中醫藥診

療紀錄，而 18 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亦是首批中醫藥資料提供者。為便利中醫

藥資料在「醫健通」平台互通，政府委託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作為技術機構，

為中醫藥界開發了一套中醫診所臨床管理軟件，名為「醫承通」。經收集業界意

見和考慮診所實際運作情況後，醫管局在 2020 年推出先導計劃，讓中醫師試用

軟件的各項功能，其後在 2022 年 7 月正式推出「醫承通」軟件，以協助和支援

中醫診所的日常行政及臨床管理工作，同時推動中醫診所與「醫健通」連接以互

通中醫藥臨床資料。 

  

自 2022 年 3 月至今，已有 125 間中醫醫護機構、共 235 個中醫醫護服務地點及

超過 550 位中醫師參加「醫健通」平台，亦有近 90 間中醫診所使用「醫承通」

軟件。我們亦會繼續積極與相關業界及持份者（包括中醫、西醫及病人組織等）

保持溝通，並視乎推行情況、持份者的意見及醫療業界的接受程度，再研究推動

進一步發展（包括中西醫之間的臨床資料互通）。 

 

中醫藥發展基金 

 

中醫藥發展基金(基金)是一項推動中醫藥發展的嶄新政策措施，自 2019 年 6 月

正式啟動以來，已推出十多項不同性質的資助計劃，惠及中醫藥界不同從業員及

機構。資助範疇涵蓋人才培訓、設備及質量提升、中成藥註冊、中醫藥推廣、調

研及研究等，全方位助力本地中醫藥發展。政府及基金執行機構在過去一直密切

關注業界需要、聽取業界意見及監察執行情況，期間已落實多項優化安排，以期

持續優化基金項目及執行安排。 

 

醫務衞生局現正就基金整體的落實情況進行檢討工作，深入檢視基金整體的落實

情況，以期進一步優化基金項目及善用基金資源，當中包括簡化審批流程、優化

資助計劃及擴闊資助對象等，以期更有效及適切地支援中醫藥界，並發揮更具策



略性的作用，以達致促進中醫藥長遠發展的目標。醫務衞生局計劃在 2023-24年

度內分階段落實有關建議，並持續與中醫藥界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 

 

同時，財政司司長在 2023-24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向基金額外注資五

億元，支持基金就策略性主題委託大型培訓、推廣及研究項目、推展更多行業能

力提升項目，以期更有效及適切地支援中醫藥業界，發揮更具積極性的作用，包

括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投入服務做好準備，以及進一步推動中醫藥在基層醫療體

系內發揮更重要的角色等。 

 

中醫藥抗疫工作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一直配合政府推動中醫藥參與新冠疫情的預防、治療以至

復康的全過程。醫管局自 2020 年 4月起在 18 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推出「中

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為於香港確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並完成隔離，但仍

有新冠後遺病徵的合資格香港居民，按中醫師臨床判斷提供免費中醫內科診療服

務。在第五波疫情下，中醫復康診療的服務需求急劇上升，醫管局已迅速聯同 18

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透過不同措施在短時間內增加服務量，包括於假日或週日

加設服務時段以增加診症名額，並為長者預留優先籌額提供診療。就預約安排而

言，醫管局亦作出適時改善，部份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亦調動資源特别加設電話

專線方便市民預約及查詢。另外，醫管局亦在 2022年 6月提升「18區中醫診所」

流動應用程式功能，增加「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新症預約的功能，以便康復

人士或照顧者可透過程式為自己或長者進行預約。截至 2023 年 2月底，中醫

診所暨教研中心已為超過 11 萬名康復病人提供超過 48 萬人次診療。 

  

除了由醫管局推展為新冠確診者提供的中醫服務外，政府亦在不同層面及採用不

同模式（包括電話諮詢熱線服務、外展或遙距診症及中藥配送服務等），全方位

加強中醫藥的使用，並在第五波疫情下為確診、接受隔離／檢疫人士以至有後續

復康需求的市民提供中醫藥支援，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及作用。由醫務衞生局

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負責執行的「攜手齊心—中醫藥

新冠復康診療計劃」已於早前推出，以回應康復者復康診療的需求。考慮到香港

中醫藥業界資源主要集中於私人市場，政府會繼續與中醫藥界持分者密切合作，

以為市民提供適切的中醫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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