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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  

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的最新進展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的最新

進展和未來路向。  

背景  

2 .  面對人口老化，以及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和期望日益提高，政

府在二零一二年成立督導委員會，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就

本港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進行策略檢討。檢討涵蓋 13 個受法

定規管的醫療專業，包括醫生、牙醫、牙齒衞生員、中醫、護士、助

產士、藥劑師、脊醫、醫務化驗師、職業治療師、視光師、物理治療

師及放射技師。檢討的目的是提出建議，以能更有效地應付預計的醫療

人力需求，並促進專業發展，從而確保我們的醫療系統得以健康持續發

展，為市民持續地提供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3 .  為了協助督導委員會掌握充分資料，以便作出建議，我們委託了

香港大學 (港大 )及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為檢討提供專業意見和技術支

援。我們在督導委員會下成立了六個諮詢小組，聽取和綜合各醫療專

業的意見。當局現正全力進行策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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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  

醫療人力規劃  

4 .  在人力推算方面，港大建立了一套既切合本地情況，又可調整改

動以適應環境變遷的通用預測模型。這個模型能夠配合個別專業獨有

的使用率參數，為 13 個醫療專業預測人手供求的情況。港大現正就

策略檢討下的人力推算作最後的整理。  

5 .  推算的初步結果顯示，由現時至二零四一年，醫療人手普遍仍然

短缺。政府明白需要更多醫療專業人員，因此已在由二零一二／一三

學年起的三年期內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的學位課程

學額，醫科學額由 320 個增至 420 個，護士學額由 590 個增至 630

個，專職醫療人員學額由 196 個增至 342 個 1。為應付未來的醫療人

手需求，政府已根據檢討的初步結果，在二零一六／一七至二零一八

／一九學年的三年期進一步增加教資會資助學額，包括 50 個醫科學

額、 20 個牙科學額，以及 68 個其他醫療專科學額 1。  

6 .  政府留意到，由自資界別提供的護士培訓學額大幅增加 (包括香

港公開大學、東華學院和明愛專上學院 )，自資界別亦開始提供某些

專職醫療專科課程 (例如職業治療學、醫務化驗科學和放射學 )。  

7 .  除了增加相關醫療專科的教資會資助學位課程學額外，我們亦推

行下述措施，以增加醫生、牙醫、護士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的供應。  

醫生  

8 .  為了便利更多非本地培訓的醫生到港執業，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

委會 )已由二零一四年起增加執業資格試的考試次數由每年一次增至

每年兩次，並由二零一六年起就相關實習引入更靈活的安排，通過執

業資格試的人士如具備相關的專科資格，可申請豁免其中一項專科的

實習評核，實習期因而可由一年縮短至六個月。  

9 .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會繼續透過有限度註冊方式聘請非本地培訓

的醫生來港執業，以紓緩人手短缺的問題。此外，醫管局亦計劃擴展

                                                 

1   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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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以期重聘更多已退休的醫療人員，並加強統籌

兼職人員的聘用。  

牙醫  

10 .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由二零一六年起把執業許可試的次數由每年

一次增至每年兩次 2，以吸引更多合資格牙醫到港執業，並使本地牙

科人才更多元化。該委員會由二零一五年起亦已採取多項措施，以改

善許可試的安排。舉例來說，考生如在許可試的某些部分不合格，可

局部保留其中合格部分的成績，僅重考不合格的部分。  

護士  

11 .  護士人手方面，現時本港每年共提供超過 2  800 個護士培訓學

額。港大、中大和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 )每年合共提供 630 個教資會資

助的學位課程學額。此外，醫管局、私家醫院和其他高等教育院校也

開辦各類自資的護士課程，每年合共提供超過 2  200 個學額。  

12 .  政府由二零一五／一六學年起資助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護士學士

學位課程，二零一六／一七學年的資助學額為 480 個，較二零一五／

一六學年的 420 個增加了 60 個。此外，香港護士管理局亦已由二零

一六年起增加執業資格試的次數，由每年一次增至每年兩次，以吸引

更多非本地培訓的護士到港執業。  

13 .  為紓緩社會福利界 (社福界 )護士人手短缺，社會福利署 (社署 )自

二零零六年起與醫管局合辦兩年制登記護士 (普通科 )／登記護士 (精神

科 )訓練課程，至今已舉辦了 14 班，合共提供約 1  800 個訓練名額，

訓練課程全數由政府資助。學員須簽署承諾書，同意畢業後在社福界

連續工作兩年。在首九班畢業學員中，逾九成於畢業後投身社福界。  

其他醫療專業人員  

14 .  政府留意到，專職醫療人員的整體人手供應未能應付整體服務需

求，因此由二零一二／一三學年起增加教資會資助的專職醫療專科學

位課程學額。詳情如下—  

                                                 

2  有關每年舉辦許可試的次數，香 港 牙 醫 管 理 委 員 會 在 二零一五年舉辦了一次許可

試，在二零一六年將舉辦三次許可試，而由二零一七年起，每年將舉辦兩次許可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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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一

零至二零一一

／一二學年  

二零一二／一

三至二零一五

／一六學年  

二零一六／一

七至二零一八

／一九學年  

藥劑學  50  80  90  

醫務化驗科學  32  44  54  

職業治療學  46  90  100  

眼科視光學  35  34  40  

物理治療學  70  110  130  

放射學  48  98  110  

 

15 .  為進一步紓緩社福界專職醫療人員的人手短缺，香港理工大學自

二零一二年一月起，以自負盈虧的形式開辦兩年制職業治療學碩士課

程及兩年制物理治療學碩士課程。為鼓勵這兩個課程的畢業生投身社

福界，社署推行了一項培訓資助計劃，向非政府福利機構提供撥款，

為被機構取錄的學生提供學費資助。受資助的畢業生必須於有關的非

政府機構工作最少兩年。第一屆課程的 59名學生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

畢業，而第二屆課程的 56名學生亦於二零一六年一月畢業。香港理工

大學將於二零一六／一七年度再與社署合作，推行第三期物理治療學

碩士課程及職業治療學碩士課程，初步名額共 72個。   

 

專業發展   

16 .  中大已就規管醫療專業人員這個課題完成國際文獻和國際做法研

究。研究發現，不少地區正在進行規管方面的改革，目的是要為病人

權益提供更佳保障，確保病人安全和改善護理質素。醫療專業人員的

規管方向正由醫療專業的自我規管轉為與公眾共同監管，以提高對公

眾健康的保障。在規管方面，國際趨勢是更公開和更大問責度，包括

讓業外人士在規管機構和相關審查及調查委員會有更大程度的參與。

強制規定醫療專業人員持續進修以維持專業水平亦以成為規範。規管

機構的調查和紀律處分職能亦不斷改善，以減少在偵查和處理不良表

現個案時不論在觀感上或實質上的利益衝突。根據中大的研究，其他

地區亦有檢討其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療專科畢業生的措施，以協助解決

當地短期人手不足的問題。  

17 .  督導委員會現正檢視本港醫療專業人員的規管架構，並會根據中

大的研究結果 (包括現時國際社會在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性，以及加強

公眾參與方面的趨勢 )、本地的情況 (包括公眾的期望和關注 )，以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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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規管組織的歷史和發展，就未來的路向提出建議。檢討的主要範疇

包括—  

( a )  法定規管組織的職能；  

( b )  法定規管組織的組成，特別是業外委員的數目及比例；  

( c )  非本地培訓的醫療專業人員到港執業的安排；  

( d )  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以及  

( e )  培訓和發展，特別是強制性持續專業教育及發展。  

18 .  督導委員會亦認同現行規管醫療專業的條例須與時並進，有必要

作全面檢討。  

《 20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19 .  與醫生相關的事宜備受社會關注，我們會優先處理。因應公眾就

醫委會在處理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的效率，以及非本地培訓醫生到港

執業的安排欠缺靈活性的關注，在完成策略檢討和全面落實建議前，

政府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向立法會提交了《 20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  

( a )  增加醫委會業外人士的人數，以提高醫委會的問責性及公眾參與

程度；  

( b )  改善醫委會的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以及  

( c )  便利非本地培訓醫生透過有限度註冊在港執業。  

未來路向  

20 .  我們預計策略檢討會在二零一六年年中完成。政府會在檢討完成

後，公布檢討報告並就如何適當地落實有關建議諮詢相關持份者。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