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亚洲最大及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企业融资集中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生命健康产业集资额达709亿美元。
香港的医疗卫生开支于1990年至2020年期间以平均5.6%的年率上升，反映医疗服务及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香
港生命健康产业获得长足发展，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与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于2022年12月联合发表《香港生命健康产业
发展研究》，聚焦产业发展特色、整合业界期望、分析发展机遇，探讨香港应如何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为政府及业界
打造高增值生命健康产业链提供参考。

香港具有發展生命健康產業優勢

受访企业
所属产业类别

共计330家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于2022年7至9月期间
接受访问

香 港 生 物 醫 藥 創 新 協 會
HK Bio-Med Innotech Association

药物和材料

医疗和诊断
设备

具体举措

香港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方向四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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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命健康产业现有特色业务性质

有从事自有品牌生产和研发工作的企业比例高，为香港大力发
展生命健康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础。

在香港受访企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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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考虑将业务迁往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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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企业未来12个月最需要的五类人才

缺乏多元人才是企业将科研成果商业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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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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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入比例高 从事生产比例高 产值高 员工人数不多 用地不多

273 家香港受访企业 57 家其他大湾区受访企业

*自有品牌生产，原设计生产，代工生产

贸易或其他

生产*

研究

从事研究比例最高的类别 从事生产比例最高的类别

香港 其他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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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产流程

生产流程

研究与开发工作

产品检测及认证企业管理制造/工业工程市场学

• 积极吸引龙头企业落户香港
• 发挥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门户的独
特优势
• 吸引更多初创企业利用香港交易所《上市规
则》中的第18A章允许尚未实现收入的生物技
术企业在香港筹集资金
• 鼓励院校考虑增设学科课程培育多元人才
• 鼓励企业提供实习机会以及善用政府资助培
训在职人才

• 增加设有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承认的临床
实验基地，并争取与内地其他方面制度互通
• 将香港更多医疗机构纳入批准的临床试验场
所，并让香港的临床数据获内地监管机构所认
可，用于药物注册；扩大香港公立医院使用的
药物和医疗器械在广东指定医疗机构的临床应
用；促进研发标本、实验试剂和遗传资源的进
出口
• 加快基建及配套设施建设

香港 其他大湾区

受访企业有意在香港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