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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施家倫議員

就澳門中醫藥大健康產業提出書面質詢

　　中醫藥大健康產業作為本澳“1+4”經濟適度多元的組成部分，經過當
局與業界的持續推動，目前已具備一定的發展基礎，包括逐步完善本澳
高等院校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研及平台設施建設，粵澳合
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搭建符合內地和歐盟《藥物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GMP）標準的中醫藥中試及生產平台，引進中醫藥、保健品、醫療器
械、醫療服務等超過 200家企業；並加快中成藥註冊審批流程，推動部分
中醫藥產品獲得巴西等葡語國家上市許可，為產業長足發展夯實基礎。

　　然而，要本澳中醫藥大健康產業從“質”到“量”持續推進，目前仍存
在尚待突破的瓶頸，包括產業規劃引領薄弱、人才聚集不足、在内地註
冊上市的中醫藥數量有待提升等，對此，必須要加強擴大產業規模，鼓
勵更多業界充分利用內地及深合區政策，逐步彰顯“澳門註冊+橫琴生產”
的品牌效應，以及拓展海外市場，為產業發展增強賦能。

　　此外，隨著近日深合區實行“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管理模式，《澳
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年）》亦提出爭取澳門
品牌產品經“二線”免關稅進入內地銷售，都建議充分配合政策紅利優勢，
透過委託“橫琴生產”以配合内地市場需求，充分體現“澳門監製、澳門監
造、橫琴生產”特色，推動更多本澳中成藥在内地市場註冊，藉此提
升“澳門品牌”的市場競爭力和發展空間，進一步帶動產業規模。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據資料顯示，截至目前有一款“橫琴生產+澳門監製”外用中成藥
在本澳上市銷售，是澳琴聯動發展中醫藥產業的參考範例。當局亦曾表
示，產業園將充分利用國家部委及粵澳藥監部門授予的“粵港澳中醫藥政
策與技術研究中心”、“粵澳醫療機構中藥製劑中心”、“澳門藥物監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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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產業園服務中心”等現有資質與牌照優勢，擴大“牌照政策紅利+研發
生產賦能+平台載體優勢”的成效，爭取推動更多內地知名藥企優質的中
醫藥產品在澳門註冊，對此，請問當局目前有多少款“橫琴生產+澳門監
製”外用中成藥計劃將在本澳上市銷售，以及未來將如何推動更多外用中
成藥充分依託“橫琴生產+澳門監製”在本澳注冊？

　　二、過去本澳有兩款上市多年的傳統外用中成藥在內地成功註冊，
為拓展澳門中成藥產品的發展空間，對於當局提出推動企業善用深合
區“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政策優勢，爭取澳門品牌產品經“二線”免關
稅進入內地銷售。請問當局對此有何具體構思？

　　三、 為拓展本澳中成藥銷售市場，藥物監督管理局於去年委託澳門
大學開展澳門註冊中成藥進入東盟市場的可行性研究，並於本年度施政
報告提出“探索和拓展中醫藥在更多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的注冊上市、貿易
等國際化業務”，請問相關結果研究如何，以及在銷售東盟國家方面的工
作將有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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