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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薛鳳鳴女士 )  

 

 

薛女士：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會議通過的動議  

 

  對 於 由 郭 偉 強 議 員 提 出 、 鄧 家 彪 議 員 修 訂 ， 並 於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獲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通過

的動議，當局的書面回覆現載述於下文各段。  

 

政府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醫療及牙科福利的政策  

 

  政府作為僱主，一直致力履行合約責任，為公務員及合

資格人士提供醫療及牙科福利，作為服務條款及條件的一部分。

上述福利的範圍載列於相關的《公務員事務規例》、公務員事務

局通告和通函。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的現行規定，公務員及合資格

人士除須支付《公務員事務規例》規定的住院費及假牙和口腔裝

置費用外，可免費獲得診治和醫療服務、 X 光檢驗及藥物供應，

惟此等福利只限由政府或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 )的醫療機構

所提供。如經醫管局／衞生署主診醫生證明有關藥物、儀器及服

務是因病人病情所需而開處，而該項目是醫管局須收費或醫管局

／衞生署沒有供應的，有關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亦可向衞生署

申請發還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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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致力在其合約責任範圍內改善公務員醫療福利 ;但我

們需藉此機會指岀，在考慮改善公務員醫療福利時，當局須要小

心兼顧各方需求，尤其是任何須要投入大量額外資源以擴大公務

員醫療福利範圍的建議，而把有關福利擴大至包括中醫藥服務便

是一例。  

 

提升現有醫療服務的質素  

 

  我們一直與醫管局及衞生署緊密合作，探討改善公務員

及合資格人士醫療服務的可行措施，並在過去五年 (即二零零九

至一零至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 )取得額外資源，用以實施多項改

善措施。  

 

  在資源方面，分配給衞生署藉以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

提供醫療及牙科服務的撥款已由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修訂預算的

6 .772 億元增至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修訂預算的 9 .841 億元，增幅

為 45%。至於醫管局，除了政府向醫管局提供的年度資助外，當

局亦已提供額外資源，加強指定的醫療服務，專供公務員及合資

格人士使用。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這些額外資源的全年撥款

約為 8,500 萬元。  

 

  在服務量方面，設於新界的第四間公務員診所已在二零

一零年投入服務。香港公務員診所和已遷置的九龍公務員診所也

增 設了診症 室。待 新 診症室 全面投 入服務後 ，診症 室總數會由  

二零零九年的 20 間增至 32 間，增幅為 60%。至於牙科服務， 35

間新增的普通牙科手術室和三間牙齒矯正手術室在二零零九年至

二零一四年期間投入服務。衞生署也計劃在有關的裝修工程完成

及聘請到牙科醫生後，再增設 19 間新的普通牙科手術室。待上

述新的手術室全面投入服務後，普通牙科手術室和牙齒矯正手術

室總數會由二零零九年的 169 間和 13 間增至 223 間和 16 間，增

幅分別為 32%和 23%。醫管局也在二零一一年一月於伊利沙伯醫

院設立 G 座造影中心；在二零一零年十月於伊利沙伯醫院 L 座增

加專科服務節數；在二零一二年三月於威爾斯親王醫院設立 9H

專科診所；以及在二零一二年九月於瑪麗醫院設立星期六專科門

診診所，提供專供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使用的診斷和一般專科門

診服務。  

 

  在 服 務 質 素 方 面 ，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 衞 生 署 約

80%牙科診所的覆診預約平均輪候時間可維持在 12 個月內。在二

零一三曆年， 92%牙科新症可在六個月內獲得預約， 99%的發還

醫療費用申請可在四星期內處理，兩者均超越管制人員報告所訂

目標。設立上述造影中心和專科門診診所後，公務員及合資格人

士輪候服務的時間已大為縮短數個月至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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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立法會通過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我們

會進一步改善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醫療服務。新措施包

括就新界東設立有十間診症室的新公務員診所展開籌備工作，新

診所啓用後每年可增加約 100  000 個診症名額；設立四間專供公

務員及合資格人士使用的口腔頜面及牙科手術室，以加強專科牙

科服務，把有關服務的輪候時間由三年縮短至大約 1 .3 年；以及

增設 14 間普通牙科手術室。  

 

  我們會繼續與醫管局和衞生署緊密合作，因應政府的合

約責任，以及改善措施建議的成本效益和財政影響，進一步加強

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公務員醫療服務。  

 

中醫藥服務  

 

  中醫藥服務方面，我們已在過往的委員會會議 (包括最近

在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 )，解釋當局不能把

中醫藥服務納入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醫療及牙科福利。目前，

衞生署並無營辦中醫診所，而醫管局亦沒有營辦中醫診所，作為

其標準服務。至於已投入服務的 17 間公營中醫診所，每間均是

由醫管局、非政府機構及本地大學以三方伙伴協作的模式營運，

旨在促進以 “循證醫學 ”為本的中醫藥發展。非政府機構負責公營

中醫診所的日常運作，診所的員工亦是受聘於非政府機構 (即他

們 並 非 醫 管 局 職 員 )。 鑑 於 這 些 中 醫 診 所 的 主 要 目 的 及 營 運 模

式，其服務不屬於醫管局的標準服務，而根據現行政策，有關服

務並不包括在公務員醫療福利範圍內。  

 

  關於在公務員診所提供中醫藥服務的建議，我們希望再

次指出，衞生署的角色是中醫藥業的規管機構，該署現有的醫療

人員並不提供中醫服務。我們無意對衞生署公務員診所的服務範

圍作出重大改變，把中醫藥服務納入其中。  

 

  雖然如此，我們會密切留意日後中醫藥服務的性質及提

供模式在公營醫療體系內有否出現重大轉變，從而檢討有關轉變

對公務員醫療福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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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職及獲長期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供醫療及牙科福利  

 

  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聘

任形式，他們的聘用目的和情況各異，聘用條款亦有分別，因此

兩者不宜直接比較。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以定期合約形式聘用，薪

酬條件乃是「全包式」，因此不會另外獲得醫療及牙科福利。然

而，部門首長在釐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福利條件時，會考

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其工作性質、就業市場的情況、招聘結果

及 生活費用 等，以 確保所釐 定的薪 酬與市場 水平相 比仍具競 爭

力。部門首長亦會因應生活費用的轉變、公務員薪酬調整、挽留

員工的需要、有關崗位的市場情況、員工的服務年期等因素，定

期檢討及調整其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我們認為，在

現行的薪酬訂定及調整機制下，已有足夠彈性讓各部門首長訂立

具 吸引力和 競爭力 的聘用條 件，以 招聘及挽 留非公 務員合約 僱

員。  

 

二零零零年及該年之後受聘公務員的退休後醫療保障  

 

  現 扼 要 覆 述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推 行 新 的 附 帶 福 利 條 件 的 背

景。一九九九年三月，政府發表《公務員體制改革諮詢文件》，

主要目的是革新公務員管理體制，務求令制度更靈活，使政府能

夠面對社會的變遷和不斷提升的挑戰。經考慮諮詢期內收到的回

應，以及私營機構的做法和各部門管理層及員工、相關諮詢組織

及立法會相關委員會的意見後，政府修訂了公務員的附帶福利條

件 (包括修訂休假條款、房屋福利、退休福利、醫療及牙科福利

等 )，新的福利條件適用於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獲聘任

的 人員。當 局認為 經修訂的 附帶福 利條件 足 夠吸引 人才加入 政

府，以及挽留和激勵員工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根據新的附帶福利條件，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

獲聘任的公務員一旦離開政府，將不再享有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

利，正如上文解釋 ,  新的附帶福利條件是經過詳細的考慮及諮詢

有關的持份者後制訂的，當局無計劃改變這項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謝詠誼                   代行 )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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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GBS,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經辦人：呂幸倫女士 )  

 

 

內部  

 

首席行政主任 (管理 )  

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人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