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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便利少數族裔人士使用醫療服務的措施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公營醫療系統便利少數族裔人士使用醫療服務的措

施。 

 

公營醫療系統支援少數族裔的措施  

2 .  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和促進市民的健康，公營醫療系統不論種族為所有

市民提供服務。當局已因應少數族裔人士在語言方面的特殊需要而推出多

項協助措施，確保不諳本地語言的少數族裔人士不會因語言障礙而影響他

們獲得適切的公共醫療服務。  

( a )  傳譯服務  

3. 為配合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現時醫管局轄下的公立醫院及診所透過服務承

辦商、兼職法庭傳譯員
1
及領事館為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當中由

服務承辦商提供的傳譯服務涵蓋十八種語言，包括烏爾都語、印度語、旁遮普語、

尼泊爾語、印尼語、越南語、泰語、韓語、孟加拉語、日本語、他加祿語、德語、

法語、僧伽羅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馬拉語及葡萄牙語。 

 

4. 衞生署則透過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或聘請兼職

法庭傳譯員
1
提供傳譯服務。該傳譯服務涵蓋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尼泊

爾、越南、泰國、日本等多國語言。 

 

5. 在公立醫院及診所的當眼處亦已張貼了以多種少數族裔文字宣傳有關傳譯服

務安排的海報。少數族裔人士在預約診症時，可要求有關醫院或診所預先安排傳譯

服務。詢問處的前線員工會為少數族裔求診者提供適當的協助，包括安排傳譯服

務。職員會盡可能安排現場傳譯，協助少數族裔求診者與醫護人員溝通。至於在非

預約診症的情況下，例如因急症入院，醫院員工會視乎需要即時作出合適的安排，

例如透過電話傳譯、使用少數族裔語言提示卡或安排傳譯員儘快到達醫院提供現場

傳譯服務等安排，確保不會延誤診症。 

                                                
1 司法機構提供予其他政府部門參閱的兼職法庭傳譯員名單涵蓋 50 多種語言或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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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間(截至 2016 年 11 月)，醫管局一共提供了 2 309 次緊

急傳譯服務。傳譯員平均於一小時內到達現場為有關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

務。至於緊急安排的電話傳譯服務，等候時間則由最短約數分鐘至最長為少於半小

時不等，平均等候時間則為 23 分鐘。 

 

7. 各單位醫護人員均了解安排傳譯的程序，而醫管局及衞生署與傳譯服務承辦

商的合作和溝通亦一直良好。事實上，傳譯服務的使用率在過去數年有所增長。醫

管局轄下的公營醫院及診所曾提供的傳譯服務由 2012-13 財政年度的 4 976 次增長至

2015-16 年度的 10 449 次。衞生署轄下的健康中心和診所在 2012-13 年度至 2015-16 

年度每年維持提供約 600 次傳譯服務。 

 

8. 為確保傳譯服務質素方面，醫管局亦已透過傳譯服務承辦商，安排為所有傳

譯員提供有關醫療知識的培訓，包括安排大學講師向傳譯員提供培訓，讓他們掌握

有關醫院運作、醫學術語和感染控制的基本知識，使他們為少數族裔求診者就醫療

服務方面提供更快、更準確的傳譯服務。現時已有超過 70 位傳譯員接受了上述培

訓。另外，醫管局的服務承辦商會聯同香港浸會大學傳譯系代表每年到醫院進行巡

查，監察和評核傳譯員的服務質素。從每年的監察員問卷調查可見，傳譯員的服務

水準十分良好。事實上，從投訴記錄和每年的病人問卷調查可見，服務使用者，包

括病人及醫護人員，普遍對醫院及診所的傳譯服務感到相當滿意。在 2015-16 財政

年度，在醫管局轄下的公營醫院及診所提供的約 10 449 次傳譯服務中，只有兩宗的

投訴，主要是牽涉翻譯員和前線醫護人員的溝通不足，而醫管局亦已積極跟進和改

善。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使用者的意見和評價，確保傳譯服務質素。 

 

9. 另一方面，在日常查詢、病人住院等情況下，醫管局前線人員亦會使用十八

種少數族裔語言
2
的回應提示卡、疾病資料單張及病人同意書等，與少數族裔人士溝

通，為他們提供衞生醫療資訊和安排各種醫療服務。衞生署亦備有少數族裔語言的

回應提示卡和資料單張，方便在沒有傳譯人員的情況下，與少數族裔人士溝通。 

 

( b )  醫護人員培訓及招聘  

10. 除了醫護人員外，醫院及診所詢問處職員、護士及文員等前線工作人員的日

常工作亦有頗多機會接觸少數族裔人士，當局亦有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培訓，提升他

們與少數族裔病人溝通的技巧和對少數族裔文化的知識，並幫助他們熟習安排傳譯

服務的程序，確保服務質素。在 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間，超過 7 000 名醫

管局的各級職員曾接受有關服務少數族裔病人的訓練。醫管局亦有為員工舉辦介紹

少數族裔文化特質、反歧視條例及平等機會的多種相關講座。在 2012 年至 2016 年

期間，超過 2 400 名衞生署各級職員曾接受有關反歧視及平等機會的培訓。 

                                                
2 醫管局的回應提示卡涵蓋的十八種少數族裔語言分別是烏爾都語、印度語、旁遮普語、尼泊爾語、印尼

語、越南語、泰語、韓語、孟加拉語、日本語、他加祿語、德語、法語、僧伽羅語、西班牙語、阿拉伯

語、馬拉語及葡萄牙語。 



3 
 

 

健康教育及醫療資訊傳遞  

11. 在健康教育方面，衞生署已將一系列重點健康資訊，例如有關咳嗽禮

儀、正確洗手方法、個人及環境衞生、個別傳染病等翻譯成不同語文，包括

印度文、尼泊爾文、烏爾都文、泰文、印尼文及菲律賓文，並製作成健康教

育教材，包括單張、海報及小冊子，同時上載於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網頁及

其他相關網頁。衞生署亦把健康教育教材分發至以少數族裔人士為服務對象

的非政府機構和宗教團體，並透過以少數族裔人士為對象的報紙及通訊提供

健康資訊。此外，為促進長者健康，衞生署與服務少數族裔長者的非政府機

構合作，舉辦備有即時傳譯服務的健康講座。講座內容包括健康飲食、精神

健康、身體檢查，及有關「長者醫療券計劃」的資訊等。而健康訊息亦以多

種語言分別上載至長者健康服務及「長者醫療券計劃」的網頁。  

 

12. 醫管局在 2015 年中推出了少數族裔專用網頁，將醫管局現有官方網站的主要

內容，翻譯成五種語言，包括印度文、尼泊爾文、旁遮普文(印度)、旁遮普文(巴基

斯坦)及烏爾都文。網頁內容包括醫管局的簡介、急症室資料，以及普通科門診的地

址、聯絡電話及診症時間。醫管局亦剛於 2017 年 2 月完成網頁更新，多加入三種語

言，包括泰文、印尼文及他加祿文，令更多不同族裔人士更容易了解醫管局的資

訊。 

 

13. 此外，為顧及本港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醫管局的「智友站」網頁設立了疾

病資訊專頁，以八種語言包括泰文、印尼文、他加祿文、尼泊爾文、旁遮普文 (印

度)、旁遮普文 (巴基斯坦)、印度文及烏爾都文顯示癌症、慢性疾病及其他疾病的資

訊。醫管局將會繼續加強「智友站」網頁的內容，以加強少數族裔人士疾病管理和

自我照顧的能力。 

 

14. 在預防傳染病方面，衞生署會在風險評估和科學證據的基礎上，進行針對性

的宣傳。以中東呼吸綜合症為例，衞生署特別在臨近伊斯蘭教徒前往中東朝覲時，

向本港的朝覲團、宗教團體和旅遊人士等加強健康教育宣傳，提供有關防範措施和

建議。衞生署亦會就個別傳染病的最新信息，例如禽流感，以電郵通知有關的非政

府機構和宗教團體。 

 

照顧宗教習俗  

15 .  除了語言之外，一些少數族裔人士在宗教和文化習慣上亦可能有其獨

特性，在安排醫療服務時亦需格外留意。  

16 .  醫管局的醫院已設定不同措施配合不同宗教背景病人的需要。對於不

同宗教或文化背景的病人，公立醫院有特別膳食安排，例如為回教徒提供

清真食品及為佛教徒提供素食。在心靈支援服務方面，視乎醫院實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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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一些醫院設有小教堂及祈禱室，以及在殮房內設置惜別室供不

同宗教人士使用。醫院亦會和區內的宗教組織聯繫，為病人提供牧靈服

務。  

17. 另外，若有回教病人在醫管局的醫院去世，根據醫管局護理指引內「遺體處

理」一節所載，醫院會協助將病人遺體直接移送至合適的指定殮房，而毋需在醫院

殮房停留，避免觸犯回教的禁忌。 

提供社區護理 

18. 一般而言，社康護士均獲培訓以加強與少數族裔病人溝通的技巧。社康護士

會於家訪時借助以少數族裔語言翻譯的回應提示卡協助溝通，並派發已翻譯的健康

教材予病人。如有需要，社康護士將邀請病人的家屬或朋友於家訪期間協助解釋。

社康護士亦會鼓勵他們瀏覽醫管局的「智友站」網頁以取得有關疾病和公共醫療服

務的資訊。 

未來路向 

 

19. 政府與醫管局會繼續推行上述措施，方便包括少數族裔人士在內的所有病人

接受適當的公共醫療服務及獲取健康資訊。我們亦會視乎需要加強有關的支援和考

慮其他可行措施，促進少數族裔人士的健康。 

徵詢意見 

 

20.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醫院管理局 

二零一七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