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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施家倫議員

就澳門中醫藥大健康發展提出書面質詢

　　大健康產業作為本澳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之一，特區政府積極培育
發展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產業，加快推進實現經濟適度
多元，成為本澳新的經濟支撐和就業機遇。
　　近年來，政府雖然積極發展大健康產業，根據資料顯示，截至2022
年7月底，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有註冊企業227家（其中澳門企
業57家），簽約入駐企業91家（其中澳門企業34家）。同時，粵澳合作
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擁有符合國家及歐盟認證標準的GMP中試生產平台和
中藥製劑中心，目前亦引進包括廣藥集團、以嶺藥業等在內的200餘家知
名醫藥企業，其中培育澳門企業 49家。
　　然而，本澳大健康產業目前仍然面臨一些問題，例如：產業規劃引
領不足、產業人才吸引力度有待提升、產品註冊少以及藥廠認證少等。
因此，政府必須要著力提升產業鏈的韌性和規模，以推動澳門品牌中醫
藥的重大創新成果，打造更大規模的大健康產業創新基地。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為提升本澳的製藥水平，使之與內地及國際接軌，藥物監督管
理局協助本澳中藥製藥廠按《藥物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升級轉
型，並於去年底，首間澳門中藥廠取得中藥《藥物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GMP）認證，為推動中醫藥國際化提供基礎。對此，政府有沒有評估
今年會有多少中藥廠能夠成功認證，會否計劃推出鼓勵措施，推動更多
本澳中藥廠進行認證，以帶動中醫藥實質發展？
　　二、政府於去年回覆本人書面質詢時表示，通過完成第11/2021號法律
《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立法，以及按第191/2021號行政長官
批示，在橫琴製造的中成藥豁免取得內地註冊而可直接在澳門申請註冊，
以鼓勵澳門中藥廠進行註冊。為此，請問目前中成藥註冊情況如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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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政策外，未來會否推出扶持政策為本澳中成藥註冊提供便利性，從
而推動更多中藥產品走出澳門市場，加快與內地市場接軌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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