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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亦爲全球各地的醫療界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香港第五波疫情

中，西藥供不應求，一種名爲「連花清瘟膠囊」的中成藥遂被廣泛使用，可謂「一疫成

名」；而本港中醫藥産業的發展在此時亦受到市民更多的關注。在中國內地，中央更於「十

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中醫藥産業。2019 年，世衛

也把中醫療法納入《全球醫學綱要》。上述種種可見，中醫藥産業無論在香港、內地、以至

國外都有極大的潛在發展空間。然而我認爲香港在發展中醫藥産業的路上，仍面對著許多問

題。 

 

    首先，市民對中醫藥的接受度不高。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21 年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計

調查，44.5%的港人都有一個常用的醫生，當中 86.6%的「常用醫生」都是西醫，只有 5.9%

爲中醫，可見中醫醫療尚未成爲市民心中的主流療法。若市民對中醫需求不大，中醫産業定

不能發展下去。 

 

    其次，中醫業界也面對著業內執業人數泛濫的問題。上述調查亦指出，在統計前 30 天

內曾就醫的港人中，76%選擇西醫，只有 21.4%選擇中醫。市民對中醫和西醫的需求比例約

爲 1 比 3.5。但截至 2016 年，中醫的執業人數與西醫相比却呈 1 比 1.4 的水平，可見本港現

時的中醫人數實在是供過於求。 

 

    再者，中醫藥的成效直到現在仍被許多人質疑。現代西醫學的理論是通過各種科學方法

得以驗證；但中醫藥不然，它是通過長久的實踐，慢慢地發現了許多行之有效的藥方。因爲

以現代科學角度分析中醫藥功效的研究到現在數量仍是遠遠不夠，許多人就會質疑其實際功

效，認爲中醫的療效只是「信不信由你」。這樣看的話，中醫學的確吃了虧。因此，中醫藥

的大衆公信力亦普遍較低。這也是對中醫藥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 

 

    中醫藥業界的確面臨著許多問題，但我相信這些問題都能通過研究及教育兩大途徑得以

解决。 

 

  在研究方面，中醫業界需和各大專院校合作，致力從現代科學角度分析傳統中醫學智慧，

幷以科學實據證明中醫藥的有效性。政府更可爲中醫藥業界提供資助，協助他們搭建一個完

善的中醫學系統，把中醫學知識有系統地記錄下來，方便查考。當中醫的理論有了科學實據

支撑，市民對中醫藥的信心就會增強。 

 

在教育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力度爲中醫藥作出宣傳，提升市民對其的認受程度。中藥與西藥

相比，成分天然得多，價格也相對上便宜；而中醫藥在預防患病的功效更是顯著。政府可多

向市民講解中醫藥的好處，吸引他們選擇中醫服務。當市民對中醫的需求增大，就可舒緩中

醫供過於求的問題。 

 

    總括而言，中醫藥作爲中國傳統的智慧結晶之一，到了現代仍是十分值得推廣及發展

的。2025 年，香港第一間中醫醫院將會建成，届時中醫業定會受到更多關注，能有更大的



發展空間。只要把中醫業現在面對的問題處理好，中醫藥産業相信能夠在不久的將來發揚光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