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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醫藥產業發展提出書面質詢

近年，本澳按照“二五計劃”的目標，積極把握大灣區和深合區的發展機
遇，加大力度培育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產業，為本澳經
濟帶來新的增長點，實現經濟多元化，成效值得肯定。有社會聲音指出，
政府應繼續推出扶持鼓勵措施，助力中醫藥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當局近年積極出台多項措施助力中醫藥產業發展，在法律層面，頒布了
《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有利於中醫藥產品在澳註冊；監管
層面，設立了藥物監管局，進一步規範中醫藥管理體係；產業發展方面，
持續建設粵澳中醫藥產業園，形成“澳門註冊+橫琴生產”的產業協作模式，
推動中醫藥跨境生產和海外推廣；同時亦著重培養相關人才，促進中醫
藥領域的傳承和創新。

與此同時，本澳一向具有中醫藥文化基礎，各區街道隨處可見中藥房、
中醫診所等，許多居民亦有使用中醫藥保健、治療的習慣。但由於土地
面積等客觀因素，本澳中醫藥發展速度受到了一定限制。而中醫藥產業
園的建立恰好填補了不足，為本澳提供了廣闊空間和有力支持，政府更
應把握紅利、妥善整合產業園優勢資源，推進中醫藥研發及成果轉化，
促進產業化、現代化、國際化。

有鑒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

一、位於橫琴的粵澳中醫藥產業園至今已有200余家註冊企業，承接了多
個中成藥的開發和註冊備案，和一個已上市產品的二次開發，產業規模
初具形態。請問政府是否會進一步吸引國內外優質醫藥企業和研發中心
入駐，擴大中醫藥產業集聚？

二、政府將如何利用中醫藥產業園現有的企業和科研服務資源，推動中
醫藥研究成果轉化和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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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鼓勵在澳註冊、在深合區生產的中醫藥產品使用“澳門監造”“澳
門設計”等標識，打響“澳門註冊+橫琴生產”品牌，為中醫藥等澳門品牌
工業發展注入新動力、拓寬新路徑。業界對此反應積極，截至目前已有
一款外用中成藥成功落地，堅定了澳門藥品生產廠商在深合區進行佈局
的信心。請問當局現時在打造“澳門註冊+橫琴生產”品牌上有何新進展，
遇到了哪些挑戰，未來是否會有更多政策支持企業進行藥物跨境生產，
實現兩地共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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