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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委員會  

陳沛然議員的函件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的來函收悉。關於閣下要求我們就陳沛

然議員於當日發出的函件作出回應，現於下文回覆。  
 
 
小型執業診所  
 
2.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41 條訂明了
小型執業診所的定義。屬小型執業診所營辦人的獨資經營人、合夥人

或公司董事，必須是（亦只有他們是）負責管理診所並於此執業的註

冊醫生或註冊牙醫。就由某合夥或公司營辦的小型執業診所而言，因

某合夥人或董事不在該診所，而要由另一名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在該

診所負起該人的職責的總日數，在任何公曆年中不得超過 60 日。此
外，在任何公曆年中，由其他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負起營辦該診所

的有關合夥人或董事的職責的總計日數，不得超過 180 日。《條例草
案》第 41(5)及 41(6)條所指的 “另一名註冊醫生 ”、 “另一名註冊牙醫 ”
和 “其他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 ”，並不包括該診所的其他原有合夥人或
董事。換言之，如因某合夥人或董事不在該診所，而要由另一名合夥

人或董事在該診所應診的日數，並不會被計入第 41(5)及 41(6)條所指
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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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安排旨在提供彈性，容許在小型執業診所內應診的醫生或

牙醫在休假時可以由另一位醫生或牙醫作替補（業界一般稱為

“locum”）。我們認為，將《條例草案》第 41(6)條所指的上限設於 180
日（以每公曆年計）是適當的，並已回應業界在營運小型執業診所方

面的具體訴求。如果我們進一步放寬這項要求，即變相容許另一位並

沒有參與診所管理的醫生或牙醫超過半年時間在某小型執業診所應

診，可能會有違我們為合資格的小型執業診所提供豁免的原意。  
 
4.  任何營辦或擬營辦小型執業診所的人，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42 條，向衞生署署長（署長）要求就該診所發出豁免書。《條例草
案》第 43 條訂明，署長在收到該要求後，如信納以下情況符合，可
就該診所向該人發出豁免書：  

(a) 該診所屬小型執業診所；以及  

(b) 簽署該要求的人當中，無人在當其時就 3 間或多於 3 間的其他
豁免診所（即獲有效豁免的小型執業診所），具有任何以下身

分（不論是任何身分組合）：  

(i) 豁免診所的獨資經營人；  

(ii) 營辦豁免診所的合夥的合夥人；以及  

(iii) 營辦豁免診所的公司的董事。  
 
另外，《條例草案》第 43(4)條訂明，如署長認為，讓提出有關要求
的人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在有關診所進行有關執業並不適當，署長

須拒絕發出豁免書。此外，如某小型執業診所不符合《條例草案》下

適用於豁免診所的要求（包括第 66、67、68 及 70 條的規定），該診
所亦將不會獲發豁免書。無論如何，提出要求的人可就診所申請牌照，

以營辦該診所。  
 
5.  根據《條例草案》第 45 條，署長可基於《條例草案》第 46 條
指明的理由，藉向豁免診所的營辦人發出書面通知，撤銷有關豁免。

《條例草案》第 46 條指明的理由包括：  

(a) 署長認為，該診所曾經以違反公眾利益的方式運作（見《條例
草案》第 46(g)條）；以及  

(b) 署長認為基於其他原因，並不適當讓有關豁免繼續有效（見《條
例草案》第 46(h)條）等。  
 

6.  第 5(a)及 5(b)段所指的情況包括有關豁免診所曾在設施管理、
服務質素及病人安全方面（例如藥物管理、感染控制等）表現不理想，

若容許其繼續運作可能不適當，甚至對公眾構成風險。為保障公眾利

益，署長應獲賦權在上述情況下撤銷其豁免。在豁免遭撤銷後，營辦

人須申請牌照以繼續營辦診所。就領有牌照的機構而言，衞生署可透

過巡查，密切監察其運作是否符合實務守則所訂明的標準，以提升病

人安全和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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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改革後的制度  
 
7.  根據衞生署於 2016 年就市場上的私營診所和日間醫療中心進
行的問卷調查，現時在香港約有 5 500 個處所，提供無需留醫的醫療
服務，當中包括 500間日間醫療中心和 5 000間醫科及／或牙科診所。
我們估計，這些診所中約有七成是小型執業診所，可能符合獲得豁免

的資格。我們會按私營醫療機構類型及其風險程度分階段落實規管制

度。就個別私營醫療機構類型而言，我們會先開展註冊工作；然後在

我們認為公眾及持份者已準備就緒（包括已領取暫准牌照或豁免書），

可面對全面落實規管有關私營醫療機構類型時，才令禁止無牌營辦相

關類型的機構及訂明其他相關罪行的條文生效。如《條例草案》於

2018 年內獲通過，視乎持份者的準備情況，我們計劃於 2019 年內，
首先開展私家醫院的註冊工作，而日間醫療中心和診所，則會分別於

2020 和 2021 年內，相繼開展註冊工作。我們會就落實規管制度與持
份者（包括相關專業委員會／組織、專業團體，和病人組織等）保持

聯繫，確保各方已準備就緒。  
 
8.  就診所而言，衞生署會在開始接受牌照申請時，同時接受就小

型執業診所發出豁免書的要求。在禁止無牌營辦診所的有關條文生效

時，任何人如在沒有領有牌照（包括暫准牌照）或獲發豁免書的情況

下營辦診所，即屬犯罪。因此，我們建議營辦人盡早就其營辦的診所

申請牌照或要求發出豁免書。現時，就根據《診療所條例》（第 343
章）註冊為診療所的申請而言，申請人需於預期開業前最少一個月遞

交診療所之註冊申請，而衞生署會於核實符合註冊要求後的 14 個工
作天內簽發註冊證明書。視乎實際申請／要求數量及人手情況，我們

希望在一般情況下，在新制度下的診所牌照申請或發出豁免書的要求

的處理時間，可與現時第 343 章下的註冊申請處理時間相若。不過，
我們預計在新制度開展的初期，衞生署將需面對大量申請／要求，處

理該等申請／要求時間會較一般情況為長。有關申請／要求的詳細規

定及具體處理時間，我們會適時作出公布。  
 
9.  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我們會推行一連串的宣傳活動，如

向全港所有醫生及牙醫發信、舉行有關規管要求和申請程序的簡介會、

推出政府宣傳短片或聲帶，和網上宣傳等，以確保公眾和持份者獲悉

《條例草案》不同條文的生效日期及分階段實施的安排。另外，我們

亦會透過專業團體，向相關持份者發布有關資訊。   
 
 
《危險藥物條例》  
 
10.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第 23(1)(a)條就註冊牙醫供應
危險藥物設立限制，該限制屬與牙醫執業及整體危險藥物監管有關的

範疇，並不是《條例草案》可以處理的。我們已把業界意見轉交相關

政策局作考慮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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