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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從事于醫藥健康各行業專科的管理專業，有志於提升服務系統管理

之水平及創建香港卓越的照護醫療。過去的會務，我們在業內推動行政管理之

道德守則、學術及專業化標準。並且加強與粵港澳、國內及海外有關機構團體

互訪交流、合作合辦主題圓桌會，積極參與本港醫療政策，例如高齡社會、醫

療融資、人力資源等硏討工作坊。 

 
今天在中山香港論壇上，我將以「新挑戰、新機遇、新融合」講述兩市在

培訓 交流的新境界。 

 
我們明白到醫療服務衛生產業中各種複雜難題都是當今政策制定者、管理

者要面對的挑戰。雖然目前香港及周邊區域都遇到除了人口老年化、慢性疾病

帶給社區人群的壓力、科技進步醫療支出日益增長，也受到各種新興及再浮現

況、世紀大疫症之新常態、以及高度城市發展引起生活型態病症、未來人口結

構變化的危機以及人類和環境不和諧之健康危害。這些正正是香港以及其他大

城市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但是，我們醫護前線及管理層通過集思廣益，亦參悟到促進整體人群健康

的工程包含不單單醫學在基礎學科的建設，預防治療的進步，也涉及很多其他

專業協作範籌:健康經濟學、醫療保險業、人口統計及預測、健康資訊學、藥物
科硏及開發、公共政策策略、人力資源管理。在大灣區九加二之政策引領下，

我們得到新常態下的共同努力、跨區域、跨專科、資源分享的醫療合作機會。

這個新機遇也將會為香港、為中山引領更高效的醫療體制、服務系統，也是我

們醫療同行共同構建踏實的醫療政策方向及精細策劃管理的好時機。 

 
有七千萬人口的粵港澳是我國最具有綜合發展力，最創意活力及最高開放

度 之經濟區域之一。我們見證了各城市和香港逐漸形成緊密聯繫，高鐵和港珠
澳 大橋落成運營，帶動了無窮無盡之人流物流，更是學術互動交往，新式商業
模 式突破之催化劑。2018 年，香港醫務界代表在中山小欖鎮政府支持下及香
港陳星海家族期待下，香港代表團出席合作交流會，為兩市之醫療服務發展願



景走出第一步。陳星海醫院與香港醫務行政學院簽署合作協定，雙方將在醫院

診所 管理、人才培育、學科交流、兩地醫療機構互訪等領域進行策劃及推動。
我們 學院已在 2019 年為醫院 30 名各科室主管完成「高級醫療管理人才培訓
班」。課 堂上香港的導師分享新模式醫療服務，驅動醫院改革的可行性討論，
都是珍貴的經驗。 

 
我們也進一步商討服務轉形之多樣性及創新性。未來的醫療健康解決方案

平臺 應突破傳統的醫院為中心的服務框架，思考提供不同照顧患者的模式。平
臺可 利用各種資訊科技，包括互聯網、大資料和人工智慧。它的創新如“大
腦”般神 經網路系統，整合來自粵港澳的醫療集團，藥廠，保險界和其他健康
服務行 業。因此，未來將有許多行業聯盟參與其各種功能的發展，包括互聯網
診斷和 治療，電話諮詢服務和線上家庭健康管理等，以及為不同的疾病或健康
問題配 對適當專家團隊，提供一站式、高標准、既有分流又兼具後續的精細服
務。面 對這一大盤“義大利肉醬面”般的複雜情境，我們需要是更有效的管理
專才。如 今，醫療管理者的角色已經大大擴展，從新定義，並且不斷受到作業
環境中 「強弱危機」的挑戰。因此我們應尋求相互的持續培訓和改進的機會。
這一切 都可為香港及中山的市民往來及居住帶來生活上的新融合 ! 

 
我們看到大灣區新融合的終極目標，在不斷完善的粵港澳醫政管理下，香

港的醫生的專科又有了新機遇，各項政策的方便，使得港醫在大灣區多點執

業，憑他們的努力，必能發揮香港醫療國際水準。有了三地專業互認、相互交

流，無論是常見人群多發病例，還是罕見亞專科之奇難雜症，專家們必能無界

別地會診溝通，分享個案硏究、學術心得。我們也樂於見到越來越多的民營醫

療企業在疫後新常態新模式下，促使以醫生為領軍的團隊與省市相關部門商討

理順醫院、診所、社區和養老康復等服務，在新融合新機遇的境況，我們可發

揮雙方協同效應，優勢互補，為區內人民引進領先科技，合作開發創新技術，

提供高質素醫療，以人為本之醫護系統，保障人民健康，促進福祉。 

 
(*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創會會長、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院長 劉少懷醫生於 2021年 3
月 28日「中山香港健康醫藥產業論壇」之專家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