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合資格家屬的醫療及牙科福利事

宜」的意見書  

 

現時公務員的福利安排，乃政府作為僱主及公務員作為僱員之間的

爭議。整個安排理應屬勞資安排，由勞資雙方談判所得。可惜觀乎

整個醫療福利制度，仍然有不少極須修改的方向。公民黨期望政府

作為負責任的僱主，盡快與職工進行商討，從善如流地訂定適合現

況的醫療福利制度。  

 

公務員診所  

 

政府近年已計劃及落實增加兩間公務員診所，但分佈上仍然未能平

均照顧需要。例如觀塘及元屯天等地方的公務員及合格人士仍未能

到就近的診所就診。而使用人次上亦漸見飽和，政府增加公務員診

所的責任，可算是毫無推卸的空間。  

 

政府一直強調要「讓同事可以在獲得適當治療後盡早返回其工作崗

位」，但診所的服務時間並沒有照顧夜間求診的需要，而現職公務

員優先籌亦不涵蓋夜診服務。因此輪班制、通宵工作及有請假壓力

的公務員若身體抱恙而需求診，就只能到 24 小時診所作長時間輪

候，不利病人作充足休息再盡快回到工作崗位。  

 

公民黨一直要求政府承擔夜診服務，就是要解決這種需要。既然政

府向自己的僱員承諾要讓其盡快獲得治療以回到工作崗位，就應責

無旁貸地提供足夠支援，讓僱員可以盡快獲得診治。  

 

牙科服務  

 

現時公務員牙科服輪候時間過長，往往令病者錯過最佳的治療時

機，例如杜牙根根後沒有及時做跟進的保護，情況惡化後要做更複

雜及排期更長的補救工夫。此項情況不但有違病人的最大權益，更

不符公帑運用上衡工量值的原則。政府不能再對此視而不見，公民

黨建議政府審視現時輪候過案中，有多少是因上述情況而越輪候越

惡化，從而制定更有效疏理輪候人數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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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療  

 

政府現時拒絕將中醫納入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醫療福利範圍，原

因並非因為中醫沒有成效，亦非中醫的性質不在醫療範圍。換言

之，政沒有拒絕中醫福利，只是政府認為現時沒有方法去承擔這種

醫療福利的責任。如此看來，政府可以算是失責。  

 

政府反對以醫管局轄下中醫診所承擔福利，原因是該種診所是以三

方伙伴協作模式運作。縱而如此，政府仍然可以用「錢跟人走」的

資助形式，以定額醫療卷或實報實銷的制度提供福利。政府或會擔

心無法監管中醫診所的收費，但正因為三方協作模式，診所合作者

均以非牟利為原則營運，反而為政府的擔心提供了合理的保障。  

 

香港中醫發展日漸成熟，以政府對行政的熟練程度，「沒有方法」

絕非僱主推卻合約福利的藉口。政府應盡快研究不同方案，與職工

代表商討實行方法。  

 

醫療服務的內容  

 

公務員團體表達的意見中，提出了眾多對於將來醫療福利安排的新

建議，包括增設類似醫療卷式的牙科及普通科門診支援， 2000 年後

入職的公務員退休後福利安排，護理服務的安排及廉政公署人員的

醫療福利向其他公務員看齊等。  

 

作為負責任的僱主，政府不能再以「入職時僱員已知悉」、「向來沒

有這項安排」等原因而拒絕與公務員商討。因為若有條款是不合理

對待公務員，當中的不合理性不會隨「僱員已知悉」及「向來沒有

這項安排」等原因而變得合理。加上近年醫療需要上升令資源分配

變得緊拙，政府作為負責任的僱主，實在必要重新審視如何承擔合

約責任，包括審視行之多年的一套是否仍然有效及合適。  

 

公民黨建議政府成立特別委員會整體檢視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醫

療福利，透過與現職及退休公務員的代表直接商討，以提出完整的

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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