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治療社會關注組「職療同行」就《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的回應 

 

1. 促請政府釐訂長遠的人口健康政策及指標，訂定合適人手比例 

 

政府在《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下稱報告）推算職業治療師在 2030

年欠缺人手約 180 人，而如果把「東華學院」的畢業生都計算在內，中期人手或會充足。 

 

「職療同行」認為報告只根據現行的服務模式及數據等作出人力推算，卻忽視合適的人

手比例。政府過往亦只考慮短暫的財政負擔，缺乏長遠的醫療服務規劃，導致各專職醫

療的職位及資助學額出現大幅度的升跌。以職業治療學位為例，10 年間的資助學額由每

年 30 人至 120 人不等。人手培訓及供應時多時少，導致人才供求失衡，部份畢業生未

能投身醫療服務界，結果浪費了資源之餘，醫療服務亦不能穏定地發展。 

 

面對香港人口逐漸老年化，政府應有前瞻性的人口健康政策及指標，如規定合適的人手

比例在外展服務、長者中心及院舍提供適切的治療服務，以迎合「居家安老」和「樂齡

生活」的大趨勢。此外，政府亦應檢視職業治療服務在特殊學校的急切需要，以支援有

特殊需要學生的復康服務。 

  

2. 關注自資課程質素及長遠發展 

 

報告認為如果自資界別增加學額，會有助服務提供者規劃新服務或改善現有服務，故報

告建議政府應鼓勵專上院校繼續開辦自資課程，靈活及迅速地回應市場需求。  

 

自 2013 年，專上院校「東華學院」每年提供約 50 名職業治療自資學士課程，「職療同

行」及其他同業一直關注課程的質素和長遠發展。職業治療師培訓是需要長時間和大量

全面性的資源，例如各類型的實驗室、工具設計裝備、臨床實習指導和學術研究等。我

們關心自資課程的成本會非常高昂，而課程又能否提供足夠水平的培訓以符合註冊局的

評審要求。我們亦關注自資專上院校在缺乏政府的資源及政策支援下，課程的發展能否

得以延續。 

 

另外，自資課程的評審到現時仍未有結果，畢業生、家長、服務提供者以及對職業治療

有興趣的學生難免為此感到擔心。「職療同行」敬請註冊局向同業和公眾交代課程評審

的進度和解釋評審的準則，以釋除大家對自資課程質素的疑慮。 

 

3. 加強專職醫療人員於基層醫療服務 

 

報告內有意見指出，應該加強專職醫療人員於基層醫療服務的角色。「職療同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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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除了要認真評估未來基層醫療的需求外，更要在政策及法律上檢討如何配合基層醫

療的發展，「公開轉介，直接就診」便是一個可行方案。 

 

「公開轉介」容許市民選擇經醫生轉介，或直接聯絡專職醫療人員（如物理治療師、職

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等）取得服務，而各專職醫療人員亦可因應情況互相轉介病人。

此舉使醫生在初步診斷時已可獲得多方面的專業評估，市民亦可省卻轉介時的等候時間，

盡快接受到專業意見及治療，亦令香港的醫療體系更具彈性。 

 

政府應該積極與各專職醫療團體合作，商討「公開轉介」的可行性、服務範圍及相關的

法律修訂等。 

 

總括而言，政府應釐訂未來香港人在身、心、靈三方面的健康指標，從而制定長遠的政

策及藍圖方向。政府亦不應著重數字(如服務人次及時間)，而忽略了服務質素。我們建

議政府多與業界溝通及參考外國的人手比例，以便規劃培訓專業人才的資源和時間表，

藉以提升服務質素，不再給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事態度。 

 

2017 年 6 月 21 日 

 

註：職業治療社會關注組「職療同行」是由一班關心香港社會的職業治療師組成，本組秉持與「同僚同行」、

與「港人同行」的精神，以專業的知識及態度，關注香港的醫療社福議題，藉此推動更好的社會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