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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支持香港舉辦恒常性國際健康論壇，將香港發展

成亞洲醫療健康產業平台 

提 案 人：林建岳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新冠疫情加上全球人口老化趨勢，令醫療健康產品及服務的

需求大增。內地近年醫療產業急速發展，建議中央支持香港舉辦

恒常性國際健康論壇，用好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將香港發展成亞洲醫療健康產業平台，助力內地醫療產業

「走出去」。對此，有以下建議： 

 

第一，建議國家相關部委與香港合辦恒常性國際健康論

壇，助力內地醫療健康企業「走出去」，同時把海外先進技術

「引進來」。 

 

香港聯通世界，正是深化內地與國際醫療產業合作、完善全

球公共衛生治理的理想平台。自 2021 年起，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

貿發局連續兩年合辦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已成為區內以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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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醫療健康產業的一大盛事。建議中央支持、並由國家衛健委、

商務部等相關部委與香港共同合辦恒常性國際健康論壇，在現時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的良好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規模，透過研討、

分享、展覽、投資項目對接、營商諮詢等環節，將論壇打造成香

港、內地及國際醫療健康企業尋找商機、互利共贏的平台，既協

助內地企業借香港進軍國際市場，亦把海外先進的醫療健康技術

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引進內地。 

 

第二，建議中央支援在北部都會區設立「大灣區智慧醫療

研究基地」，作為智慧醫療產業、醫療診治、疾病預防、健康

管理等研究基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同時塑造健康灣區，推動區內優質醫療衛生資源緊密合作，以創

新科技帶動醫療健康產業發展將大有作為。香港與深圳在落馬洲

河套地區聯合發展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其中一個重點發展領

域就是醫療科技。 

智慧醫療在疫情下迅速發展，遙距醫療、醫療物聯網、健康

資料管理等應用技術的發展潛力巨大。與此同時，不少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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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透過自動化、電子化

來減輕醫療人手壓力是一大趨勢。建議中央支援港深合作，在北

部都會區設立「大灣區智慧醫療研究基地」，並引入更多內地的科

研機構及醫療企業進駐，用好香港基礎科研雄厚根基，以及深圳

在技術轉移、研發成果商品化的優勢，重點研究善用科技提升醫

療診治以至疾病預防、健康管理等，為香港發展成「亞洲醫療健

康產業平台」提供智力支援。 

 

第三，建議中央支持內地企業善用香港金融市場平台，加

強與亞太區投資者合作，為醫療健康產業籌集資金。 

 

香港是亞太區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中心。對於

未有收益的生物科技公司，香港自 2018 年起已允許其在港集資，

符合特定條件的公司更於 2020年起獲納入內地及香港金融市場互

聯互通的選股範圍，為區內的醫療健康及生物科技企業提供集資

平台。 

醫療產業的研發需要大量資金，建議中央支援更多內地相關

企業，用好香港金融市場平台，鼓勵更多內地相關企業在港上巿

集資，既為內地醫療健康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亦能支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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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資活動多元化，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地位。 

 

第四，建議中央支持香港企業進駐「一帶一路」經貿合作

區，在海外拓展醫療健康產業及市場。 

 

醫療健康產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具備龐大的發展潛力。以

東盟為例，根據國際顧問公司 Solidiance 資料，65 歲以上人口在東

盟總人口中的比例在 2016 年為 9.6%，到 2050 年將達 21.1%，而東

盟的醫療健康開支也會由 2017 年的 4,200 億美元增至 2025 年的

7,400 億美元，成為醫療產業的一個龐大市場。 

遍佈「一帶一路」沿線的境外經貿合作區，既具有成本優勢，

更是香港醫療健康企業進軍「一帶一路」市場的重要平台。建議

中央有關部委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討，支援香港企業特別

是醫療、創科等企業進駐合作區，並讓它們享有與內地企業同等

的待遇，支援香港企業在當地拓展醫療健康產業及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