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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和大多數香港人，還有大多數的醫生一樣，都期待醫委會改革。 

 

市民大眾期待醫委會改革會提高審訊醫務投訴個案的效率，醫生也一樣。醫生

更期望透過改革，洗脫「醫醫相衛」的嫌疑，重建被政府和建制派議員刻意破

壞的醫患互信關係。但是這一次，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再一次堅持反對政府

的改革方案。因為，我們信不過這個特區政府。 

 

〈改革為名．輸入外勞〉 

 

多年來政府利用「醫生人手嚴重不足，應該輸入外勞」這個似是而非的邏緝去

說服香港人，應該大開中門引入海外醫生。就連張宇人閣下亦從不諱言，政府

改革醫委會本來就不是甚麼急市民所急，而是為了大量輸入外勞而鋪路。2015

年 10月 19日《信報》引述閣下指「現時海外醫生來港考執業試的成功率低，

相信增加非業界人士進入醫委會，開會投票時可以發揮影響力，調整門檻」。 

 

作為行政會議成員，作為政府決策的一份子，閣下可謂誠實得可愛。 

 

但無論政府如何偷換概念，擺在眼前的實情是，從明年起就會有大量新增學額

後的醫科生將會完成實習正式畢業註策。多年來民間、業界多番追問，政府都

拒絕承諾調撥資源，全數聘請本地培訓的醫科生。（直至數月前，林鄭月娥競選

特首時才破天荒表示同意批出預算。但是林鄭為官多年來，為甚麼都不聞不

問？她的競選承諾究竟會否兌現？未知之數，不許樂觀）這些醫學生，本來就

是由每位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培訓成材的。要求政府善用他們，以解市民輪候

醫療服務之苦，竟是如此的困難。實在可悲。 

 

包括張宇人在內的行政會議，以至整個政府的思維模式是：以每位三百萬公帑

的成本培訓了醫科生，不承諾聘請，反而契而不捨，不斷設法放寬門檻，輸入

不合資格的外勞。這不是本土利益的問題，而是邏輯謬誤。情況就像：明明本

港的水塘已經快要滿溢，我們卻倒之不用，反而出高價購買骯髒的東江水飲

用，一樣荒謬。 

 

〈反智政府．不足託負〉 

 

正正因為，多年來我們的政府以如此反智的手法去解決醫療問題，所以我們信

不過這個特區政府，所以我們拒絕將醫委會交託到政府手中，又或者交託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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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能夠操控的選舉手中。 

 

去年，醫生註冊條例（修訂）草案拉倒之時，政府開設了三方平台。但卻又明

言，不會等待三方平台達至共識，就啟動下一次立法程序。擺明車馬，假諮

詢、做大戲。果然，經過多月商討，政府提出的所謂「新」方案，完全是換湯

不換藥。 

 

政府巧言令色，說新方案的選舉議席已經大幅提高。但明顯地，單單取消「委

任」二字，不等於就是選舉產生。例如新增的病人組織代表，與其說是選舉產

生的議席，不如說是更近類似功能組別的公司票制度。政府操控選舉結果之容

易，自不待言。這不是在針對在座的各位病人組織代表，相反，我們針對的是

這個不公的制度。草案通過後，難保周融像孫悟空 72變，生出百來個組織來，

反而把真正為民請命的病人權益代表排除在外也不難。這種荒唐事，早有前

科。而且，哪些組織有資格成為正式的病人組織投票，也是政府說了算。不難

想像，屆時「醫委會議席」又會成為政府用以收買保皇黨的另一項政治酬庸

了。 

 

〈政府操控．水平堪憂〉 

 

總而言之，假若政府現時的「討論方案」最終通過，醫委會就會成為政府的一

言堂，香港的醫療水平岌岌可危。 

 

當然，政府和保皇黨又會罵我危言聳聽了。但是「兩鐵合併不加價」、「領匯上

市不加租」等等多個特區政府成功哄騙港人的事例，言猶在耳，可謂往事不堪

回首。今日，政府又再作出預言了：「醫委改革不降門檻」。 

 

各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慎之，慎之。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