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  

局長：食物及生局局長  
第 11 節會議  

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領  

S-FHB(H)01 SV017 李華明  140 資助金：醫院管理局  

S-FHB(H)02 SV019 李永達  140 資助金：醫院管理局  

S-FHB(H)03 S046 何秀蘭  140 資助金：醫院管理局  

S-FHB(H)04 S047 李永達  140 衞生  

S-FHB(H)05 S043 王國興  37 法定職責  

S-FHB(H)06 S057 梁家騮  140  

S-FHB(H)07 S058 梁家騮  140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1 

 問題編號  
  SV017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生局 (生科 )  分目：  

綱領：  (2)  資助金：醫院管理局  

管制人員：  食物及生局常任秘書長 (生 )  

局長：  食物及生局局長  

問題：   

有關醫院管理局高級行政人員數年前的薪酬調整，請問個別高級行政人員其後的

薪酬是否已包括花紅在內？花紅金額為何？  

提問人：  李華明議員  

答覆：   

2006 年之前，醫院管理局 29 名高級行政人員的薪酬包括金額不超逾總薪酬 10%
的花紅。這些高級行政人員包括行政總裁、醫院聯網行政總監及醫院行政總監。

在 2006 年經檢討高級行政人員的薪酬後，該項發放花紅的安排已經終止，而先

前的花紅則納入 25 名高級行政人員的基本薪金內，一如下表所列。至於其餘 4 名
高級行政人員，其間 3 名已辭職， 1 名已退休。  

高級行政人員數目  計入基本薪金的花紅比例  

4 0% 
1 20% 
1 28% 
5 34% 
1 40% 
3 80% 

10 100% 
 

簽署︰   

姓名：  李淑儀  

職銜：  食物及生局常任秘書長 (生 )

日期：  30.3.2009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2 

 問題編號  
  SV019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分目：  

綱領：  (2)  資助金：醫院管理局  

管制人員：  食物及生局常任秘書長 (生 )  

局長：  食物及生局局長  

問題：   

請按涉及近年重大事故及投訴的藥劑產品的產地提供分項數字 (數目及百分比 )。  

提問人：  李永達議員  

 

答覆：   

自 2006 年至今，醫院管理局 (醫管局 )共錄得 37 宗有關藥物的重大事故和投訴，

涉及藥劑製造商／批發商宣布回收製品及醫管局為安全理由而主動暫停使用某

些藥劑製品的行動。就後一種情況來說，醫管局是根據前線員工的內部報告而為

安全理由暫停使用有關批次的藥劑製品，以待製造商展開調查。下表載列這些重

大事故按產品產地劃分的分項數字。  

 



 2006 年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截至 2009 年  

3 月 27 日 )  
產地  製造商

／批發

商宣布

回收的

次數 (佔
個案總

數的  
百分率 )  

醫管局

為安全

計的停

用次數

(佔個案

總數的

百分率 )  

製造商

／批發

商宣布

回收的

次數 (佔
個案總

數的  
百分率 )

醫管局

為安全

計的停

用次數

(佔個案

總數的

百分率 )

製造商

／批發

商宣布

回收的

次數 (佔
個案總

數的  
百分率 )

醫管局

為安全

計的停

用次數

(佔個案

總數的

百分率 )  

製造商

／批發

商宣布

回收的

次數 (佔
個案總

數的  
百分率 )

醫管局

為安全

計的停

用次數

(佔個案

總數的

百分率 )

澳洲  -  -  -  -  1(20%) 1(25%) -  -  

比利時  1(11%) -  -  -  1(20%) - -  -  

中國  -  -  -  1(25%) - -  -  1(33%)

丹麥  1(11%) -  -  -  -  -  -  -  

法國  2(22%) -  -  -  1(20%) - -  -  

德國  2(22%) -  -  -  -  -  -  -  

香港  -  3(60%) -  3(75%) 2(40%) 3(75%) 1(50%) 1(33%)

印尼  -  -  -  -  -  -  -  1(33%)

瑞士  -  -  3(60%) - -  -  -  -  

英國  -  2(40%) -  -  -  -  1(50%) - 

美國  3(33%) -  2(40%) - -  -  -  -  

總計  9  5 5 4 5 4 2 3 

 

註︰  上表所示有關醫管局為安全理由而停用藥劑製品的記錄，已包括製造商／批

發商其後回收有關製品的個案。  

 

簽署︰   

姓名：  李淑儀  

職銜：  食物及生局常任秘書長 (生 )

日期：  30.3.2009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3 

 問題編號  
  S046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分目：  

綱領：  (2)  資助金：醫院管理局  

管制人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按 財 委 會 財 政 預 算 案 答 覆 編 號 FHB(H)062， 透過 醫 管 局 自 費 購 買 藥 物 開 支 於

2008-09 年度數額為 5.926 億元，佔醫管局處方 1.5%，佔醫管局成本 1.7%。請當

局告知本會：  

1 .  自購藥物有多少位病人？  
2 .  該等病人有多少屬長期病患者？  
3 .  該等病人有多少來自低於家庭入息中位數的家庭？  
4 .  該等病人有多少屬 60 歲以上退休人士？  
5 .  當局會否檢討自購藥物計劃以符合風險平均分擔的原則？若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何秀蘭議員  

答覆：   

在 2008 年 4 月至 12 月期間，共有 29 418 名病人透過醫院管理局 (醫管局 )購買自

費藥物，當中有 10 492 人 (36%)為 60 歲以上的人士。至於這些病人當中，有多少

人為長期病患者、是否已經退休，以及有多少人的家庭入息低於中位數，醫管局

並無這方面的資料。  

醫管局每 12 至 18 個月會就藥物名冊 (名冊 )的藥物名單進行有系統的檢討，當中

會考慮科研證據、成本效益和治療方案的科技發展。檢討工作涵蓋的範圍包括將

標準供藥所列載的藥物作出增刪、將名冊內一些原屬專用類別的藥物改列為通用

藥物，以及修訂使用藥物的指引。如有科研證據證明其具臨床療效，個別自費藥

物可能會獲改列為安全網所涵蓋的藥物，或納入名冊成為標準供藥。  

簽署︰   

姓名：  李淑儀  

職銜：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日期：  30.3.2009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4 

 問題編號  
  S047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分目：  

綱領：  (1)  衞生  

管制人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就預算案提出政府將發展全港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政府預計，推行上述電子健康記錄，將在本港創造多少職位，請按年及按職

位類別列出數目，當中屬資訊科技業的職位將佔多少？  

(b) 政府預計，上述計劃能為本港資訊科技業的影響為何，包括帶來多少直接及

潛在經濟效益？  

(c) 當政府引入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政府會否考慮協助私營醫療市場接入系

統，包括購置相關資訊科技產品及培訓業內人士使用，讓電子健康記錄互通

系統能發揮最大效用？  

提問人：  李永達議員  

答覆：   

(a) 為推行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以下為發展電子健康記錄而設立的架構會直

接聘用員工－  

( i )  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的發展計劃複雜而且涉及多個範疇，為統籌發展

計劃，政府計劃在食物及生局轄下設立專責的電子健康記錄統籌處

(統籌處 )。我們建議統籌處初步開設 20 個公務員職位 (詳情載於我們在

2009 年 3 月 9 日 向 立 法 會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文 件 ( 立 法 會

CB(2)1006/08-09(03)號文件 )。  

( i i )  醫院管理局 (醫管局 )資訊科技服務處會設立專責資訊科技小組為統籌

處提供技術支援。該處亦會擴充本身的資訊科技小組，以推行醫管局內

部臨床醫療管理系統第三期更新計劃下的多個項目。臨床醫療管理系統

會是連接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的一個主要部件，而政府亦會利用臨床

醫療管理系統第三期更新計劃的技術來發展電子健康記錄。  

( i i i)  生署亦會成立一個小組負責開發其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該計劃會

把生署所備存的重要健康資料和記錄 (包括疫苗注射記錄 )電腦化，作

為連接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的一個主要部件。  



 我們預計，在 2009-10 至 2013-14 年度推行第一期電子健康記錄發展計劃期

間，上述架構會聘用大約 200 名人員，最高會多至 300 名人員左右。所聘用

的人員大部分均為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和支援人員，例如系統經理、系統分析

員、系統程式編製員及電腦操作員。  

 此外，我們預計第一期電子健康記錄互通計劃，約有三分之二的非經常撥款

預算 (第一期預算估計為 7.02 億元 )將用於採購硬件及軟件、聘用承辦商，以

及將個別工作項目批出予資訊科技界的私營機構進行。有關計劃亦讓私營界

別有機會為私家醫院及診所開發電子健康記錄兼容系統。為促進這方面的發

展，有關計劃會推廣電子健康記錄兼容性的開放標準、為私營承辦商提供技

術協助、認證私營開發電子健康記錄軟件的兼容性，以及為公營部門軟件的

個別元件提供授權，令私營界別可用作發展電子健康記錄系統。  

 我們預期，政府大量投資於電子健康記錄計劃這個基建項目，將會為本地資

訊科技界提供很好的發展空間，並會直接或間接為資訊科技界創造不少就業

機會。不過，我們目前並無有關私營資訊科技界開設職位數目的預算數字。

我們相信，借助公營界別的專業知識和經驗，及透過與私營界別協作推行電

子健康記錄計劃，不但可提高成本效益，更有助本地業界建立提供與電子健

康記錄相關服務的能力，成為區內的先鋒。  

(b) 從上文所述的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發展計劃來看，預計開發電子健康記錄互通

系統會為資訊科技界帶來不少好處，包括︰創造私營界別對技術、專業知識

和資源的需求，從而協助建立和營運電子健康記錄及相關服務；引進國際技

術和機構來港與本地業界合作開發臨床系統，進一步把香港發展成為領先數

碼城市；讓本港的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及資訊科技供應商建立所需的系統和寶

貴經驗，有助他們向區內其他醫療體系開發市場；培養醫療資訊學及醫療資

訊科技方面的本地專才，讓香港有機會發展成為亞太區的電子健康服務及培

訓中心，涵蓋保安、技術基建設施及發展、制訂標準、數據開採和臨床研究。 

(c) 政府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發展計劃的其中一個主要部分，是推動私營界別

開發具備互通功能的電子醫療記錄系統，並鼓勵私營醫療服務提供者採用這

些系統，以連接至電子健康記錄互通平台。該計劃的主要推行策略，是借助

公營界別的專業知識及經驗；與私營界別共用公營界別的系統和知識；以及

通過與私營醫療服務提供者協作，在私營界別建立使用電子健康記錄的能

力。  

 我們會與私營醫療界別及私營資訊科技服務界別攜手合作，以尋求可達致上

述目標的潛在可合作可合作的項目。具體而言，我們會在今年下半年推出一

項電子健康記錄互通協作計劃，公開邀請私營醫療及資訊科技服務界就合作

發展電子健康記錄向政府提交建議。政府會提供電子健康記錄互通基建平台

所需的資本投資，而私營合作夥伴則繼續負責本身的硬件費用及經常費用。

政府亦會與私營界別合作提供培訓機會，以建立本港在醫療資訊學及相關資

訊科技服務方面的專業知識和技能。  

 此外，政府將就電子健康記錄的多個方面，制訂技術性及知識為本的標準及

程序，並將該等標準公開。為推廣採用該等標準，我們會向私營醫療服務提

供者及資訊科技供應商提供所訂立的標準，以協助他們發展符合該等標準的

電子醫療／電子病歷記錄，並為這些私營資訊科技供應商所提供的電子醫療

／電子病歷記錄系統及解決方案進行認證計劃，說明系統符合該等標準，以

及可與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接駁。  

 



簽署︰   

姓名：  李淑儀  

職銜：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生 )

日期：  27.3.2009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5 

 問題編號  
  S043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37 衞生署  分目：  

綱領：  (1)  法定職責  

管制人員：  衞生署署長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請政府回答在口頭質詢未詳細解答的下述資料：  

(一 )  政 府 推 行 控 煙 政 策 「 五 步 曲 」 需 要 增 加 多 少 資 源 (即 原 定 多 少 ？ 新 增 多

少？ )？  

(二 )  實行「五步曲」需要增聘多少人手？  

(三 )  推行「五步曲」可直接和間接創造多幾多就業機會？  

 
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除財政司司長宣布增加煙草稅外，衞生署亦會在 2009-10年度推行下列措

施，以加強控煙工作：  

 

(a) 進一步加強戒煙方面的宣傳工作，並提供戒煙服務；  

(b) 由 2009年第二季起，實施吸煙罪行定額罰款制度；  

(c) 由 2009年 7月 1日起，於酒吧、會所及夜總會等處所實施禁煙規定；以及  

(d) 由 2009年下半年起，把禁煙範圍擴大至包括公共運輸交匯處。  

 

 為加強預防吸煙和戒煙的工作，衞生署與東華三院已訂立津貼及服務協議，

由 2009 年 1 月起，推出一項為期 3 年，以社區為本的戒煙先導計劃。每年向東

華三院戒煙計劃提供的撥款為 500 萬元。一個 20 人的團隊，成員包括醫生、護

士、臨牀心理學家、輔導員及社工，會緊密合作以協助吸煙人士戒煙。  



 

 東華三院戒煙計劃，是衞生署控煙辦公室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所提供的

宣傳、健康教育及推廣活動之外，新增的額外服務。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在

2009-10 年度將獲撥款 1,150 萬元，與 2008-09 年度的修訂預算相同。除撥予東華

三院戒煙計劃的 500 萬元撥款外，在 2009-10 年度預留給控煙辦公室進行宣傳、

健康教育及推廣活動的撥款為 1,720 萬元，而 2008-09 年度的修訂預算為 1,950

萬元。  

 

 至於 (b)、 (c)及 (d)項方面，在 2008-09 年度已撥款增設 8 個職位，涉及的年

薪開支總額為 200 萬元，以設立定額罰款制度，並為把公共運輸交匯處劃為法定

禁煙區進行準備。當局在 2009-10 年度，會再開設 15 個公務員職位，並把 18 個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轉為公務員職位。控煙辦公室履行執法職務的撥款，將由

2008-09 年度修訂預算的 2,490 萬元，增至 2009-10 年度的 2,800 萬元。  

 

 

 

 

 

 

簽署︰   

姓名：  林秉恩醫生  

職銜：  衞生署署長  

日期：  30.3.2009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6 

 問題編號  
  S057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分目：  

綱領：   

管制人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過去 2 年，每年藥劑師的數字，分別按其工作地方 (包括衞生署、醫院管理局、私

家醫院、社區藥房、藥廠等地方 )列出數字。  

 

提問人：  梁家騮議員  

答覆：   

在 2007 年和 2008 年，已向藥劑業及毒藥管理局註冊的藥劑師分別有 1 722 名和

1 785 名。  

在 2007 年，衞生署共有 65 名藥劑師 (藥劑事務部有 47 名；中醫藥事務部有 18
名 )。截至今日，人數已增至 78 名 (藥劑事務部有 52 名；中醫藥事務部有 26 名 )。
衞生署現正增聘 10 名藥劑師。  

醫院管理局在 2007 年和 2008 年分別有 309 名和 332 名藥劑師。  

我們並沒有在私營機構執業的註冊藥劑師的記錄。不過，根據衞生署在 2007 年

進行的醫療衞生服務人力統計調查，約有 66%在本港藥劑專業執業的註冊藥劑師

在私營機構工作。  

 

 

簽署︰   

姓名：  李淑儀  

職銜：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日期：  27.3.2009 
 



 
 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7 

 問題編號  
  S058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分目：  

綱領：   

管制人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過去 2 年，生署曾否向食物及生局提出要求增加負責監控藥物的藥劑師人

手？若是，食物及生局有否按其要求增加人手？  

提問人：  梁家騮議員  

答覆：   

為加強支援新藥註冊和已註冊藥物的監察及監控工作，當局將由 2009-10 年度起

向生署提供 150 萬元的經常撥款。  

此外，生署亦重新調撥現有資源，增聘 10 名藥劑師，以加強檢查和監察。我

們將在進行香港藥物規管制度檢討時，進一步考慮需否為生署提供額外的人

手。  

 

 

 

簽署︰   

姓名：  李淑儀  

職銜：  食物及生局常任秘書長 (生 )

日期：  3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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