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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7 年 1 月 5 日公佈的「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就醫療儀器三

個主要範疇包括推出市面前的管制、推出市面後的管制及使用管制的建議規管架構，

將高科技美容儀器列入醫療儀器規管，立法建議嚴重傾斜及歧視美容業，逾千美容從

業員於 2 月 16 日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前遞交請願信給食衛局及眾議員表達強

烈不滿。 

 

回回回回應及應及應及應及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 本會反對食衛局以風險為本，強行將非醫療用途的美容儀器一刀切列入醫療儀器架構

下規管，讓醫療界凌駕美容業。現今所有行業均會利用科技向上流動及發展，立法建

議卻限制並剝奪美容業應用新科技的權利，變相封殺整個行業，漠視美容業的專業及

業界過往對香港作出的貢獻。 

 

3. 醫療與美容的服務性質完全不同，醫療界為市民診斷及治病以保障他們的健康，美容

界則為消費者美化容貌。美容業提供的服務、產品及儀器一直循著行業性質而運作及

發展至今，儀器供應商生產儀器前必先決定售賣對象，才設計符合醫療或美容用途的

儀器，即使一部儀器同時擁有醫療及美容用途，使用於美化容貌按其性質便是美容儀

器。事實上醫療儀器及美容儀器於能量輸出、使用權限、操作及用途等均有所不同，

強行將醫療及非醫療儀器混為一談有誤導公眾之嫌。 

 

4. 食衛局假設美容業沒有能力操作高科技美容儀器，顯然未有充份認識及了解行業，矮

化美容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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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美容業界明白預防勝於治療，必須透過培訓及考核，擁有相關知識及技能才可以

專業地為消費者提供安全的服務，減低風險發生。 

 

4.2 立法建議則不會管制註冊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任何醫療儀器，認為發生事故他們可

即時為消費者急救處理。 

 

4.3 註冊醫護專業人員操作高科技美容儀器比美容從業員更安全是否有實質數據支持? 

根據「選定地方對美容作業的規管」研究報告，除南韓所有美容程序須由醫生施

行外，其他地方並無規限美容師施行某些類別的非入侵性或非外科美容程序，而

這些程序的風險及投訴與是否由醫生或美容師操作並不見有關連性，反之入侵性

美容程序導致之傷亡卻與醫生缺乏培訓相關。究竟是”預防勝於治療”還是”事後急

救”較為合適的做法可想而知，立法建議明顯未能針對消費者安全作出周詳的考

慮。 

 

5. 註冊醫生駐場監督並沒有考慮實際狀況是否可行，立法建議損害醫療界、美容界及市

民/消費者的利益，形成三輸的局面。 

 

5.1 根據羅兵咸永道（PwC）所做的研究報告，全港現時大約有 6000 間美容院，逾九

成使用激光或強烈脈衝光儀器，射頻及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等近年也逐漸普

及，可見應用高科技儀器於美容服務已成主流趨勢，亦廣泛為市場及消費者所接

受。但現實是否有足夠醫生駐場，強行立法勢必出現嚴重「醫生荒」，對本地醫療

體制帶來沉重負擔和壓力，絕非市民之福。 

 

5.2 高昂醫生費用也使中小企美容院無法經營，連鎖反應必令供應鏈受牽連而結業，

對美容業肯定有毀滅性的傷害。 

 

5.3 美容業提供高科技美容服務必須與其他護理及客服配套才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消費者是否願意由醫生或註冊醫護專業人員提供沒有配套的美容服務? 強行立法

將令美容服務供求失衡，成本勢必轉嫁消費者，同時剝削消費者選擇權，這又是

否他們的意願？ 

 

總結及總結及總結及總結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6. 醫美兩個界別理應可以共融互補，但強行將非醫療用途的美容儀器一刀切列入醫療儀

器架構下規管，將會嚴重損害醫療界、美容界及市民/消費者的利益，形成三輸的局

面。本會認同訂立規管能夠保障消費者，但必須發展一套全面及有效的監管制度才能

持之以恆，真正保障市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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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於以上表述，本會建議: 

 

7.1 將非醫療用途的美容儀器從「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分割，由源頭按其性質

區分醫療及美容儀器，分別就兩者之不同訂立適切的規管，協助美容業制定美容

儀器及使用的規管架構及風險管理。 

 

7.2 美容儀器使用者應該以能力為規管準則，從操作人員的資歷及培訓着眼，制定完

善的培訓機制，並設立統一的考核及發牌制度，只有通過考核才具備操作相關儀

器的資格，實行專業監管，保障消費者的安全及利益。 

 

7.3 成立「美容業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與業界及持份者一起討論及制定規管美容業

的方案，協助美容業向上流動及持續專業發展，確認醫學美容及高科技美容，正

視及支持美容產業。 

 

 

 

 

 

 

香港美容業總會主席 

趙小玲 謹啓 

2017 年 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