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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1 年 1 月 28 日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新 分 目 「 非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持 有 人 使 用 獲 資 助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資

格的聯機核實系統」  
 
 

請各委員批准開立一筆為數 17 ,553 ,000 元的新承擔
額，用以開發一套電子系統，以供核實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使用由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提

供的獲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資格。  
 

 
問題  

 
 我們需要在入境事務處 (下稱「入境處」)以及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
(下稱「醫管局」 )轄下的公立醫院／診所設立一套電子系統，以供核實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使用獲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資格。  
 
 
建議  
 
2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17 ,553 ,000 元的新承擔額，
用以開發上述電子核實系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  
 
使用獲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資格  
 

 
 

3 .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為香港居民提供獲大幅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

有關服務由醫管局及衞生署提供。由於香港居民 (包括永久性和非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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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性居民 )有資格領取香港身份證，醫管局和衞生署一直接納所有香港身
份證持有人為合資格使用獲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人士 (下稱「合資格人
士」 )。至於非香港居民使用本港公營醫療服務，則須繳付大致按收回
成本的原則釐定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收費。現行適用於合資格人士

和非符合資格人士的主要服務收費，載於附件。  
 
4 .  在 1987 年以前，接納香港身份證持有人為合資格人士的安排並無
問題。作為背景來說，香港身份證只是身份證明文件，而非顯示持有

人入境身份的旅遊證件。在 1987 年以前，任何人如永久地離開香港，
須根據當時的《人事登記規例》第 17 條，在離港前通知登記主任及向
當局交回其香港身份證。隨著當局於 1987 年通過《入境 (修訂 )條例》
引入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上述規例已被廢除。由於這個改變，有些

逾期逗留者及以訪客身份返港的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即以往在香港工
作或就讀的人士 )，使用他們「沒有交還」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享用獲資助的醫療服務。雖然他們屬非符合資格人士，卻以合資格人

士身份使用獲資助的服務，因而令政府在收入方面有所損失。  
 
5 .  食物及衞生局 (下稱「食衞局」 )在 2008 年成立了一個由食衞局、
保安局、入境處、衞生署及醫管局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工作小組，以探

討解決有關問題的方案。  
 
 
對目前情況的評估  
 
6 .  根據入境處的記錄，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該處共發出 930 000 張
非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 在 這 些 非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持 有 人

中，有 220  000 人的逗留期限已經屆滿。目前，我們未能確定當中有多
少人繼續留在香港，或以訪客身份持旅遊證件返回香港，並通過出示

「沒有交還」的香港身份證使用獲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  
 
7 .  為評估這個問題涉及的人數，入境處和醫管局在 2009 年 12 月及
2010 年 1 月期間，聯手進行了兩輪調查，以找出有多少名居留期限已
屆滿的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以沒有交還的香港身份證使用本港的公營

醫療服務 (包括醫管局醫院及診所提供的住院、專科門診、普通科門診
及急症室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期間使用醫管局服務的香港身
份證持有人中，約有 0 .05% 的逗留期限已屆滿，因此不符合資格使用
獲資助公營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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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根據調查結果，醫管局估計，以每年向這些病人收取合資格人士

費用來計算，可能引致的收入損失約為 2 ,080 萬元。我們沒有另行估算
衞 生 署 方 面 可 能 招 致 的 收 入 損 失 ， 但 由 於 使 用 衞 生 署 服 務 的 人 數 較

少，有關款額應遠低於醫管局的金額。  
 
 
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的需要  
 
9 .  為了堵塞有關漏洞及避免引致收入損失，我們建議設立一個電子

系統，以聯機方式核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使用獲資助公

營醫療服務的資格。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需要在入境處建立一個專用

系統，以便從其主要數據系統中收集及儲存最新的居民身份資料，讓

醫管局及衞生署轄下的公立醫院／診所可與入境處核對非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持有人的居留身份。  
 
10 .  在建議的核實安排下，衞生署和醫管局的前線人員會在為病人登
記時，先行核實病人所持香港身份證上的卡面資料。如病人為註有指

定代碼 1 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有關人員會將該病人的身
份證號碼輸入設於公立醫院／診所的電腦系統，以便把資料以電子形

式傳送至入境處核實。入境處的專用系統每次在接到醫院／診所提出

的核實要求後，會在數秒內回覆，確定有關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持有人在當天是否具有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醫管局和衞生署的人

員然後會根據核實結果，向病人收取合資格人士或非符合資格人士的

費用。   
 
11 .  在公立醫院／診所設立的專用電子核實系統只供獲授權的衞生署
和醫管局人員使用，而用途亦僅限於確定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

有人在使用公營醫療服務時是否仍有有效逗留資格。我們會實施保安

措施以保護系統內的資料。  

                                                 
1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卡面註有以下其中一項代碼－  

(a)  代碼「 C」：表示持證人登記領證時在香港的逗留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的限制 (例
如到本港工作或就學的人士 )；  

(b)  代碼「U」：表示持證人登記領證時在香港的逗留不受入境事務處處長的限制，
但其逗留有效期將於他們離港超過 12 個月時屆滿；  

(c)  代碼「 R」：表示持證人登記領證時擁有香港入境權。  

建議的核實安排將適用於註有代碼「 C」及「U」的身份證持有人。至於註有代碼「 R」
的身份證持有人，他們屬於非香港居民的機會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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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的好處  
 
12 .  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讓公立醫院／診所可快捷有效地核實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使用獲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資格，確保我們

向使用服務的所有非香港居民收取非符合資格人士的費用。這個系統

可防止公營醫療資源被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濫用，避免政府收入遭受

損失。面對本港人口不斷增長及老化，以致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不

斷增加，這個電子核實系統尤其重要。  
 
13 .  鑑於估計每年可能損失的收入約為 2 ,080 萬元，而這個數字可能會
隨著獲發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數上升而增加，建議的電子核實系

統為入境處、衞生署及醫管局帶來的開支總額 (包括下文第 14 至 34 段
所列的開支 )，預計可在推行核實安排的數年後，由避免損失的收入所
抵銷。推行電子核實系統的開支會因避免收入損失而物有所值。  
 
 
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開支  
 
14 .  我們估計，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在 2 0 1 1 - 1 2 和 2 0 1 2 - 1 3 兩個年度所
需的非經常開支總額約為 17 ,553 ,000 元，以供在入境處及衞生署開發
新的資訊系統和提升現有的系統，分項數字如下－  
 

 項目  2 0 1 1 - 1 2 2 0 1 2 - 1 3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 a )  顧問服務  - 130    130

( b )  硬件  - 3 , 820    3 , 820

( c )  軟件  - 3 , 179    3 , 179

( d )  通訊網絡  - 96    96

( e )  系統推行服務  - 7 , 495    7 , 495

( f )  合約員工  390 390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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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2 0 1 1 - 1 2 2 0 1 2 - 1 3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 g )  場地準備工程  - 400    400

( h )  培訓  - 33    33

( i )  消耗品  - 24    24

( j )  應急費用  39 1 ,557    1 , 596

 總計 429 17 ,124    17 ,553

 
15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a )項， 130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委聘顧問提
供有關服務，以便在衞生署開發及設計電子核實系統。   
 
16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b )項， 3 ,820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購買電腦
硬件，包括網頁及應用程式伺服器，數據庫伺服器，網絡設備及數據

儲存裝置。  
 
17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c )項， 3 ,179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購買電腦
軟件，包括操作系統軟件、數據庫管理軟件及個人電腦軟件。  
 
18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d )項，96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採購通訊網絡
服務，以便為入境處、衞生署及醫管局的系統建立電子連線。  
 
19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e )項， 7 ,495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向外間的
服務供應商採購服務，以便在入境處推行電子核實系統。推行工作主

要包括系統分析及設計、程式編製、數據轉換、系統建立、用戶驗收

測試及系統護理。  
 
20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f )項， 780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僱用合約員
工，協助開發和推行系統。  
 
21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g )項， 400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在入境處及
衞生署的辦公室進行場地準備工程，包括安裝設備及電源插座，以及

鋪設相關的導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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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h )項，33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為有關員工提
供管理及操作電子核實系統的培訓。  
 
23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i )項，24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購置系統運作
初期使用的消耗品，例如備份磁帶。  
 
24 .  關於上文第 14 段 ( j )項，1 ,596 ,000 元的預算開支為應急費用，款額
相等於上文第 14 段 ( a )至 ( i )項所列開支的 10%。  
 
 
其他非經常開支  

 
25 .  在 2 0 1 1 - 1 2 和 2 0 1 2 - 1 3 兩個年度，開發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所需的
額外非經常員工開支為 6 ,541 ,000 元。這筆開支相等於負責開發電子核
實系統的入境處人員及資訊科技人員合共 85 個人工作月的開支。所需
開支將會計入相關年度的預算。  
 
 
經常開支  

 
26 .  我們估計，由 2 0 1 2 - 1 3 年度起，推行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每年引致
的經常開支為 3 ,930 ,000 元。所需開支將會計入相關年度的預算。有關
分項數字如下－  
 
 項目  2 0 1 2 - 1 3  

和以後每個年度  

 千元  

( a )  硬件及軟件維修保養  1 , 374  

(b )  通訊網絡  96  

( c )  系統維修保養  1 , 809  

(d )  合約員工  280  

( e )  消耗品  14  

( f )  應急費用   357  

總計  3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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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關於上文第 26 段 ( a )項，每年 1 ,374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維修
及保養硬件和軟件，以及支付軟件使用證的費用。  
 
28 .  關於上文第 26 段 (b )項，每年 96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租用通
訊數據線路。  
 
29 .  關於上文第 26 段 ( c )項，每年 1 ,809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支付
電子核實系統的持續維修保養費用。  
 
30 .  關於上文第 26 段 ( d )項，每年 280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聘用合
約員工，以協助進行系統的持續維修保養及支援工作。  
 
31 .  關於上文第 26 段 ( e )項，每年 14 ,000 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購置消
耗品，例如備份磁帶。  
 
32 .  關於上文第 26 段 ( f )項，每年 357 ,000 元的預算開支為應急費用，
款額相等於上文第 26 段 ( a )至 ( e )項經常開支項目的 10%。  
 
33 .  入境處和衞生署會分別在內部重行調配相等於 8 及 3 個人工作月
的資訊科技人手，為系統提供支援及維修保養，涉及的經常員工開支

為每年 785 ,000 元。有關工作不涉及額外的經常人手。  
 
 
對醫管局財政的影響 

 
34 .  關於醫管局提升相關資訊系統方面，我們估計所需的建設費用及
經常開支分別為 16 ,900 ,000 元及 2 , 4 0 0 , 0 0 0 元，這兩項開支將會列入相
關年度的預算。  
 
 
推行計劃 

 
35 .  我們計劃按照下述時間表推行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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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預定開始日期 預定完成日期

( a )  招標承投開發系統的
合約  

2011 年 4 月 2011 年 1 0 月

(b )  系統分析和設計  2011 年 1 1 月 2012 年 1 月

( c )  系統開發  2012 年 2 月 2012 年 6 月

(d )  系統安裝  2012 年 5 月 2012 年 8 月

( e )  用戶驗收  2012 年 7 月 2012 年 1 0 月

( f )  保安風險評估及審計  2012 年 1 1 月 2012 年 1 2 月

(g )  數據轉換  2012 年 1 2 月 2012 年 1 2 月

(h )  系統投入運作日期  2012 年 1 2 月 2012 年 1 2 月

( i )  計劃完成及系統護理  2013 年 1 月 2013 年 3 月

 
 

其他曾考慮的建議 

 
36 .  我們亦曾考慮另一方案，即每次當有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
有人到公立醫院／診所求診時，由醫院／診所以人手查核他們的旅行

證件。鑑於前往公立醫院／診所求診的病人均需即時獲得醫療服務，

核實他們使用資助服務的資格需即場進行。由於每天都有大量市民
2 使

用公立醫院和診所的醫療服務，加入任何人手核實程序可能會延長為

病人登記的時間及病人 (包括永久性居民和真正的非永久性居民 )的輪
候時間。基於對服務的影響，我們認為以人手核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持有人使用資助公營醫療服務資格的方案並不可行。  

                                                 
2 在 2009-10 年度，醫管局主要類別服務的求診／病人出院人次總數如下－  

(a)   74 間普通科門診診所及其他家庭醫學專科診所︰ 4 724 300 人次；  

(b)  48 間專科門診診所︰ 6 166 000 人次；  

(c)  16 個急症室︰ 2 147 000 人次；以及  

(d)  39 間公立醫院︰住院病人出院人次為 926 110 人次。  

衞生署方面，在 2009 年使用由衞生署提供的母嬰健康院、婦女健康服務、長者健康服務、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和該署其他各類公營醫療服務的人數共達 4 621 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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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37 .  我們已在 2011 年 1 月 10 日諮詢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對
建議的電子核實系統表示支持。  
 
 
背景 

 
38 .  申訴專員在 2009 年 5 月就醫管局和衞生署接納所有香港身份證持
有人均符合資格使用獲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安排進行主動調查，並在

2010 年 1 月發表調查報告。申訴專員在報告中指出，非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並不是居民身份的必然憑證，因為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沒有提供

資料證明持有人獲准留港的期限是否已過或已失效。申訴專員建議糾

正醫管局和衞生署現時接納所有身份證持有人均符合資格使用獲資助

公營醫療服務的安排，並應盡快引進電子核實方法，作為長遠的解決

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物及衞生局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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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主要服務的收費  
 
 

服務  符合資格人士的  
收費  

非符合資格人士的

收費  

於普通科門診診所求診  

 

每次求診 45 元  

 

每次求診 215 元  

 

於專科門診診所求診  

 

初次求診 100 元和  
其後每次求診 60 元

 

每次求診 700 元  

 

於急症室求診  

 

每次求診 100 元  

 

每次求診 570 元  

 

住院服務  

 

每日 100 元  

 

每日 3 ,3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