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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Dental創始人鄭穎

從溫州到北京，再從北京到香港，由南到北，

從北到南，曾經的港漂鄭穎已經融入香港。看起來溫柔

可親的鄭穎，內心卻住着一個敢闖敢拼的「大女人」，作為

牙科診所Victoria Dental的創始人，香港大學牙醫學院榮譽助理

教授和浙江大學口腔醫學院客座教授，擁有香港及內地牙醫從業資格

的她，似乎與牙科緊緊綁定在一起，而故事的起源，卻充滿了戲劇性。

香港商報記者 呂明霞

雖然浙大的口腔醫學是「5+2」本碩連讀項目，為了獲得最頂尖

也更國際化的專業教育，鄭穎在本科畢業後申請了北京大學—香港

大學國際臨床牙周碩士項目。她發現牙周疾病與全身疾病有很強的

相關性，能夠研究的課題也更加廣泛。同時，她與香港的緣分也就

此拉開帷幕。 

「算下來，求學工作的這十幾年，我回家的時間屈指可數。也許

在外打拼是溫州人骨子裏與生俱來的，『從商』似乎是溫州人的底

色。這與我家鄉的地理氣候環境有一定的關係：溫州地處浙南，是

最早開放的沿海城市，但山多田少，得到中央財政資助也有限，溫

州人因此要靠自己把握機會、出海打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刻在骨

子裡的敢闖敢拼的溫州人DNA。」

用跨文化眼光看世界

鄭穎又講到，「平等」還體現在男女在職場、生活中。「前幾個

星期，我參加世界青年科學家峰會，在其中的女性論壇上我做了主

旨演講。我在演講中提到，香港能夠為女性提供更加平等的基礎，

就在於外傭的幫助，讓很多職業女性從繁重的家庭勞作中解放出

來，但事實也證明，能夠獲得一定社會地位和成就的在職媽媽們，

必然需要付出比同等級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相同的成就。我

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在女性生育、養育等方面多出一些政策，幫助女

性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

「選擇讀牙科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因為家裏比較傳統，高考結

束以後，父母想要我當醫生或做老師，我兩個都不太想，就綜合一

下選擇了牙科。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我是牙科醫生，也是老師，命

運的指引還是很有戲劇性的。」鄭穎入讀浙江大學，優秀的學習能

力讓她獲得學業一等獎學金和學校優秀學生幹部。 

深耕專業 不斷追求更完美的自己 

2012年，鄭穎申請到香港大學牙醫學

院讀博士，師從牙周病領域的專家梁惠

強教授，來港從事牙周病基因的研究。

博士畢業後，她留港工作、看診、教

書，不斷在專業上精進自己。如果說，

攻讀博士學位是越過一座高山，在自我

要求和激勵下，鄭穎不斷翻越一座又一

座人生高山，在忙碌和成就感中建立人

生秩序，追求更完美的自己。

和很多「港漂」一樣，鄭穎初到香港

時，也會感到孤單，現在的她不僅擁有

了自己的牙科診所，粵語的流利程度甚

至聽不出是外地人。但與很多土生土長

的香港人不同，「港漂」擁有兩地背

景，天生就有跨文化的敏感度，能夠發

現本地人無法察覺的文化差異和商機，

特別是香港政府日前對新港人的重視和

幫助，越來越多高學歷、高能力的新港

人比以往有了更多機會和機遇。 

鄭穎認為，新港人地位的提升不僅能夠為香港和內地提供順暢溝

通的橋樑，也是給新港人一個信心——只要腳踏實地，努力奮鬥，

新港人也能在香港立足並獲得成就。「香港是一個很成熟的社會，

但並沒有階層固化，仍追求平等。香港政府近年來推出了很多人才

政策，『優才』、『專才』、『高才』等關注越來越多，而在這個

過程中，優秀的新港人也逐步受到關注。譬如我這次接受訪問，講

出自己的故事，其實也想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新港人

可以靠自己的專業和努力，在香港站穩腳跟，得到社會的認可，實

現自己的夢想。」

「第二天教授找到我說，可以這樣用，因為查了一晚上文獻，發

現有一篇證實200mg的劑量是有效的。這就體現了港大的教學特

色——證據支持，用嚴格的循證醫學。北大之所以會有所不同，是

因為北大的醫生結合內地經驗，找到更適合中國人的劑量和方法。

類比抗生素，一位瘦小的中國老太太和高大的白人男性，用量肯定

不一樣。」鄭穎表示，兩邊的科研、臨床、教學都各有所長，現在

也逐步趨同，她很感謝自己能夠在醫學

方面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造福人類的同

時，對自己的世界觀和認知也有很深的

影響。 

從江南水鄉到璀璨維港，鄭穎開始了「港漂」之路。初來乍到

時，她和很多港漂一樣有不適應的地方，但港大校園的開放包容讓

她如魚得水，她不僅獲得了更專業的教育，也透過香港看到了世

界。 

「北大與港大的國際臨床牙周碩士項目是由北京大學曹采方教授

與香港大學金力堅教授主持、經中國教育部批准的內地與境外首個

臨床醫學合作項目。在學習的過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兩邊教

育的相似與差異，北京大學是全中國最好的牙周科，香港大學的牙

周科排得上世界第一，兩邊的優點很明顯，但也有一定差異。我記

得讀碩士期間，在臨床方面有個用藥多少的問題，當時我給病人用

甲硝唑，劑量是200mg，當時港大的教授問我為什麼用這個劑量，

因為在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一般用400mg，我當時回答不上來，因

為之前在內地是這樣用的。」

鄭穎笑言，現在的自己忙起來就像陀螺。2021年，她創立了自己

的牙科品牌Victoria Dental，每周面診的病人絡繹不絕；2023年，鄭

穎開始了專科醫生高級培訓，每周有一天半的時間需要去衛生署的

診所收集病例；同時，她又是港大牙醫學院的榮譽助理教授，會盡

量安排時間回去學院教書；而她又是兩個小孩的媽媽，下班回家之

後還需要輔導功課；為了幫助新來港人士和同鄉在港的年輕人，她

還參與很多社團工作，在2016年至2024年，鄭穎分別應邀擔任香港

溫州工商會青年學苑執行會長、香港溫州青年會會長、香港浙江省

同鄉聯合會青年委員會副主席、香港浙江青年會副會長、香港青年

科學家協會副主席，很多工作需要親身參與，這也意味着她需要更

細緻地做計劃。

「可能因為我自己是處女座，我很喜歡提前做plan，然後高效地

處理事情。想要做到高效，就要設計好時間線和邏輯，排列事項的

緊急程度，並且思考哪些事情是自己可以完成，哪些需要團隊合

作，畢竟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臨近年尾，鄭穎對公司也有了新

一年的規劃和目標：「當前港人北上看牙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我認

為大灣區一體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也是國家發展的政策，我們應

該積極擁抱。所以我們計劃明年在深圳開拓我們的品牌，積極聯絡

合作方，建立新的連鎖診所。從專業程度來說，內地的牙科也在日

益進步，兩地的醫學界需要增進了解和認識，互相學習。我們也會

積極運用作為『新港人』在兩地互聯方面的優勢，起到更強的橋樑

紐帶作用。」 

「雖然剛來香港時有點孤單，但我很

慶幸做了這樣的選擇，我也越來越喜歡

香港。」她講到，香港是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讓她覺得非常

有趣：「比如我讀博士的時候，左邊坐着意大利人，後面是印度小

哥，右邊是斯里蘭卡人，在香港你可以和不同國家的人共事，接觸

不同的文化，還能近距離感受思維方式的不同。比如做課題時的助

理，有一天突然和我說要請假，說自己要去日本參加街舞比賽，我

瞬間感覺到在香港有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生活過得五彩繽紛，我也

希望自己能夠發掘其他興趣愛好。」 
建立平等互惠 順暢溝通橋樑

Victoria Dental創始人鄭穎榮獲2024傑出商界女領袖大獎。

鄭穎榮獲2016年獲授國際牙醫師學院院士(FICD)。鄭穎榮獲2016年獲授國際牙醫師學院院士(FICD)。鄭穎榮獲2016年獲授國際牙醫師學院院士(FICD)。

鄭穎在疫情期間，分發抗疫物資予有需要人士。鄭穎在疫情期間，分發抗疫物資予有需要人士。鄭穎在疫情期間，分發抗疫物資予有需要人士。

鄭穎榮獲第五屆「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頒獎典禮。鄭穎榮獲第五屆「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頒獎典禮。鄭穎榮獲第五屆「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頒獎典禮。

鄭穎帶領香港溫州青年會參與組織2023年溫港論壇，促進兩地交流。鄭穎在2024年世界青年科學家峰會女科學家論壇做主旨演講。

鄭穎榮獲2013年亞太牙周病學會年會頒發的最佳研究獎（Best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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