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開場發言 
 
  以下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今日（六月十六日）早上出席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

會會議的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上周剛完成為期三個月的醫療改革諮詢，我在此向議員作交代。 
 
  在三個月的諮詢期內，我們出席一共超過 150 個社會各界舉辦，不同界別、不同階層、

不同形式的諮詢會，聽取市民意見，我們亦收到逾 4,300 份個人及團體的意見書（包

括約 100 份團體意見書，1,000 份個人意見書，和 3,200 份標準格式的個人意見書），

我們亦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專題小組討論。 
 
  大體來說，社會對改革現行制度和提升醫療服務有明確的共識。市民普遍認同要加強

基層醫療、推動公私營協作、發展電子病歷互通，以及強化現時的公共醫療安全網，更

認為應該加快腳步、加大力度推行這些服務改革。亦有市民提出了不少有建設性和值得

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意見。我們會積極跟進這些意見，利用未來數年政府增加醫療撥款

之勢，盡快推行社會已經有主流共識的改革建議。 
 
  對於融資安排改革，我們做到了開誠布公，將融資問題的事實和數字攤開，與社會

各界和市民大眾一同商討，一起就解決辦法尋求共識。大多數市民都認同政府對醫療

融資的承擔，包括在未來數年增加每年約 100 億醫療撥款，以及預留 500 億作為推

動醫療融資改革之用。 
 
  我不斷强調，醫療融資不是打劫市民腰包的問題，所有政府的資源最後都是來自市

民。改革的一個重要關鍵，是如何確保醫療系統在可見未來有足夠資源持續發展。這是

一個關係到醫療制度未來數十年發展、影響深遠的跨代問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有必要向市民提出融資問題，與大眾尋求解決的方法。 
 
  香港未來人口急劇老化，加上成本高昂的新醫療科技，會導致醫療開支增長，比經

濟增長高出六成，這差距並非單靠增加效率、節省開支、減低需求可以消除。另一方面，

政府財政必須按基本法量入為出、及按經濟增長增加。經濟時有起伏，如果我們不盡快

尋找一個長遠的輔助融資安排，到政府撥款追不上醫療開支的時候，我們便不能持

續改革和提升服務。 
 
  在今次的諮詢中，我們收集了不同界別、不同階層團體和市民就融資問題，特別是各

個輔助融資方案各自的利弊，提出的意見。我們亦有收到不同人士提出的建議，在六

個方案以外提出第七、第八方案，以及認為應該多管齊下去解決融資問題。很多市民的

意見都支持政府應該未雨綢繆，在問題未惡化前尋找適當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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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引入輔助融資問題上，市民有不同意見是正常不過的事，我們提出的六個方向亦

對帶起討論起了一定作用。整體上，我認為社會是願意繼續討論融資問題的，而現時

市民對改革醫療服務的迫切訴求，更加令到我覺得有責任要在我任內就融資問題尋

求解決方案，否則將來改革會無以為繼。 
 
  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是更詳細分析和研究社會各界就改革和融資問題提出的各項意

見和建議，務求在第二階段諮詢，能夠充分回應市民的疑問和關注，並且提出更具

體的建議和數據，與市民討論、尋求共識。按照現時的工作時間表，我們希望最快可以

在 2009 年上半年，展開第二階段醫療改革和融資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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