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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I. 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  
[立法會 CB(2)188/17-18(01)及 (02)號文件 ] 

 
團體代表陳述意見  
 
   委員察悉有關討論中議題的下列文件：  
 

(a)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88/17-18(01)號文件 )；及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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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2)188/17-18(02)號文件 )。  

 
2.  主席提醒出席會議的團體及個別人士，他

們向事務委員會發言時，並不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
特權 )條例》(第 382 章 )所提供的保障及豁免。應主
席邀請，合共 12 個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陳述其對
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的意見。他們提出的意見摘要

載於附錄。委員亦察悉，秘書處共接獲不出席會議

的團體及個別人士提交的 4 份意見書。  
 
3.  就黃碧雲議員問及為何沒有中藥師界別代

表出席會議，主席回應時表示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

公告，邀請各界人士就有關議題表達意見。任何有

興趣出席會議並向事務委員會作口頭陳述的人

士，可進行登記。  
 
討論  
 
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的意見所作的回應  
 
4.  就團體代表提出的意見，食物及衞生局   
常任秘書長 (衞生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及醫院管理局中醫部主管/高級行政經理 (綜合計劃 )
提出下列各點：  
 

(a) 政府當局已於 2016 年初邀請有興趣在
將軍澳預留土地上興建和營運中醫醫

院的非牟利團體提交非約束性的意向

書 ("意向書 ")。經詳細考慮 7 份接獲的
意向書所提出的意見，以及諮詢中醫

中藥發展委員會轄下中醫業小組委員

會後，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1 月決定出
資興建中醫醫院。值得注意的是，雖

然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在中醫醫院

營運最初幾年 (例如首 5 年 )提供財政
支援，其他地方亦有中醫醫院以自負

盈虧模式維持財政穩健的例子。政府

當局會仔細研究最適合的未來路向，

確保在營運合約中保留足夠的彈性和

空間配合長遠發展的需要；  
 



經辦人 /部門  
 

-  5  -  

(b) 政府當局旨在確保中醫醫院一方面為
市民提供合適的中醫及以中醫為主的

中西醫協作服務，另一方面支援教

學、臨床培訓及科研活動。在此前提

下，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已委託國際
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 ")就中醫醫院的
發展模式進行本地持份者及海外專家

的諮詢工作。待諮詢工作及分析報告

完成後，政府當局初步計劃於 2018 年
上半年公布中醫醫院的定位及各主要

範疇 (例如醫院的服務範圍及財務模
式 )的發展框架。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建議的未來路向；  

 
(c) 由於獲得政府當局額外撥款，近年

18 間中醫教研中心聘用的中醫師的薪
酬待遇已獲改善。該等中醫師獲提供

3 年在職培訓，並有機會參加初級和高
級獎學金計劃、訪問學者計劃、科研

知識及實踐培訓、中醫科研實踐培訓

計劃、西醫委託培訓等。此外，醫管

局已與中醫教研中心及本地大學合

作，有系統地進行有關中草藥及疾病

的研究計劃；及  
 
(d) 醫管局推行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以

汲取中西醫協作和中醫住院服務營運

的經驗。由於此計劃所提供的服務並

非醫管局的標準服務，參加的病人須

每日繳付接受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診

療的費用，以及出院後每次於相關中

醫教研中心接受診治的標準診症費

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受助人

會獲豁免繳付上述費用。  
 
討論  
 
營運中醫醫院的財務安排  
 
5.  黃碧雲議員表示，民主黨支持發展中醫

醫院，但她關注到政府當局所提出的建議，即中醫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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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必須由非牟利團體以自負盈虧的形式營運，而

提供西醫服務的所有公立醫院卻大致上獲得政府

資助。她認同部分團體代表的意見，即中醫醫院應

納入公營醫療系統，使該醫院提供的服務可獲公帑

大幅資助，其收費亦應為廣大市民可負擔的水平。

主席表示，如中醫醫院獲納入公營醫療系統，當局

便需要仔細考慮以中醫主導的醫院的管治架構。現

時，所有公立醫院均由醫管局管理，而醫管局是根

據《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 章 )成立的法定機構。
葉劉淑儀議員關注到，要營運一間新的私家醫院既

複雜又困難，以及因應 2017 年 8 月鄰舍輔導會涉
及揮霍地運用政府資助的事件而帶出有關個別非

牟利團體的管治問題。  
 
6.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表示，鑒於
中醫住院服務是一項嶄新的服務，當局於籌劃中醫

醫院時需要詳細和審慎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政府當

局會留待顧問公司的諮詢工作及分析報告完成

後，才決定營運該醫院的合適財務安排。食物及衞

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強調，據她了解，持份者主
要關注中醫醫院的財務安排事宜，這與該醫院的管

治架構應分開處理。  
 
7.  邵家輝議員認為，由於中醫醫院是本港首

間此類醫院，其定位應是為屬意接受中醫服務的病

人提供他們可負擔的另一種選擇，同時協助中醫在

公營醫療系統擔當更積極的角色。他擔心以自負盈

虧形式營運的中醫醫院，或會將高昂的營運成本轉

嫁到病人身上，並會為了可持續營運而專注賺取利

潤，而不是調撥資源支持臨床培訓、教學及科研活

動。他認同不少團體代表的意見，即政府當局應出

資營運該醫院。姚思榮議員認為，作為本港首間中

醫醫院，一方面應政府當局要求提供住院及門診服

務，另一方面需要支援中醫範疇的培訓、教學及科

研活動，因此該醫院應由政府營運，確保有足夠的

財政及人力資源履行如此廣泛的功能。  
 
8.  葉劉淑儀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應同樣重視西

醫與傳統中醫藥的發展，以全面落實《基本法》第

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即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
制定發展中西醫藥的政策，並參照《中華人民共和



經辦人 /部門  
 

-  7  -  

國憲法》第二十一條有關國家 "發展現代醫藥及傳統
醫藥 "的規定。依她之見，政府當局應透過經常撥
款，大幅資助中醫醫院所提供的服務、聘用所有合

資格的本地培訓中醫畢業生，並向有關畢業生提供

在職培訓，以及為中醫師籌劃事業發展和制訂薪酬

結構。  
 
9.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原則上同
意政府當局應在發展中醫醫院的同時，加倍努力培

育更多中醫人才及具備中醫知識的西醫和輔助醫

療人員。當局會妥善考慮如何在中醫醫院實踐教

學、培訓及科研。此外，應注意的是，自 2017 年
12 月起，營運 18 間中醫教研中心的相關非政府機
構所聘請的中醫師職級人員的薪酬已獲調高。應主

席邀請，陳文瀚先生表示，18 間中醫教研中心現時
提供的臨床培訓甚不理想，政府當局需要增撥資

源，加強中醫師的培訓。李凱平博士認為，18 間中
醫教研中心未能有效支援中醫藥科研發展和培訓

中醫師，並對政府當局不願意出資營運本港首間中

醫醫院，表示失望。辜炳銳博士表示，由於 18 間
中醫教研中心須以自負盈虧形式營運，因此不夠重

視中醫師的培訓。  
 
10.  郭家麒議員關注到，由於現時輪候醫管局

提供的醫療服務已需時甚久，當局會否削減醫管局

的經常撥款，以調撥部分公帑支援中醫醫院的營

運。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表示，發展中
醫醫院是一項新措施，因此政府當局會撥出新款

項，支付任何涉及的開支。葉劉淑儀議員對此表示

讚賞。  
 
11.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加強推廣由中醫師執

行的預防性護理工作，並由家庭醫生提供基層醫療

服務，可減輕公立醫院和專科門診診所沉重的工作

量。她藉此機會促請政府當局將中醫藥服務納入公

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醫療福利。食物及衞生局常任

秘書長 (衞生 )認同中醫藥在推廣基層醫療健康護理
方面擔當一定的角色，並表示在葵青區試行設立的

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提供者網絡涵蓋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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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院的中醫師及醫生臨床上的醫療權責及
合作  
 
12.  姚思榮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需要在該

醫院啟用前修訂法例，清楚區分特別是在處理急症

個案時中醫師及西醫醫生各自的醫療程序和臨床

上的醫療權責，以協助中醫醫院營運，確保醫院服

務以中醫為主導。郭家麒議員及陳沛然議員建議，

中醫醫院可純粹由中醫醫療人員管理和營運，以避

免因中西醫療人員合作而可能產生的各種爭議，尤

其是關於臨床上的醫療權責方面的爭議。郭家麒議

員進一步關注到，就保障病人權益而言，涉及中醫

醫院運作的專業彌償事宜。  
 
13.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認同當局
須審慎研究，在中西醫協作模式下，中西醫療人員

於病情不同階段的角色和職責相關的各項事宜，而

如有需要，或會在較後階段考慮修訂法例。有關工

作和諮詢可於中醫醫院的規劃和建造工程期間同

時展開，確保醫院可盡快落成啟用。食物及衞生局

副秘書長 (衞生 )1保證，與推行中西醫協作模式有關
的各個範疇，包括法律和保險方面的事宜，會納入

次階段的諮詢工作，詳加研究和討論。現時，醫管

局所購買的專業彌償保險已涵蓋中西醫協作先導

計劃。  
 
14.  黃碧雲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於落實中醫醫院

招標文件的內容前，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及對外公

布由醫管局委託外間公司所作的中西醫協作先導

計劃評估研究結果，以及顧問公司就中醫醫院發展

模式的諮詢工作進行的分析報告。食物及衞生局副

秘書長 (衞生 )1重申，政府當局計劃待諮詢工作及分
析報告完成後，在2018年上半年向委員簡介中醫醫
院的定位及各主要範疇的發展框架。另外，政府當

局會於 2018年第三季完成檢討中西醫協作先導計
劃的工作後，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先導計劃的評估結

果。黃碧雲議員表示，當局應就發展中醫醫院的各

項事宜，徵詢中藥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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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5.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及團體代表達成的

普遍共識是政府當局應出資營運中醫醫院，確保該

醫院能擔當多種角色。他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委員和

團體代表在會上提出的意見，並在次階段諮詢工作

時蒐集持份者的意見，以釐定中醫醫院的定位和發

展框架。  
 
 
II. 其他事項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16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8 月 24 日  



附錄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一 )下午 2 時 30 分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舉行的特別會議  

 
團體/個別人士就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  

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摘要  
 
編號  團體代表 / 

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書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1. 新民黨  
 

 立法會 CB(2)276/17-18(01)號文件  

2. 李凱平博士  
 

 立法會 CB(2)188/17-18(03)號文件  

3. 辜炳銳博士  
 

 立法會 CB(2)188/17-18(04)號文件  

4. 陳文瀚先生  
 

 立法會 CB(2)188/17-18(05)號文件  

5. 羅綺玲小姐  
 

 立法會 CB(2)188/17-18(06)號文件  

6. 香港前線中醫聯盟  
 

 立法會 CB(2)188/17-18(07)號文件  

7. 香港公開大學 護理 及

健康學部  
 

 立法會 CB(2)222/17-18(01)號文件  

8.  自由黨    支持政府當局出資興建中醫醫院。  
  中醫醫院應提供以中醫為主的中西醫協作服務；
以及集中為病人提供專科服務，輔以為患有慢性

疾病的病人提供長期護理服務，而從中所得的收

入有助醫院以自負盈虧形式持續營運。  
 

9.  香港中醫護理學院  
 

 立法會 CB(2)242/17-18(01)號文件  

10.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中醫醫院應由醫院管理局營運。  
  中醫醫院應提供中醫住院服務，輔以其他醫療服
務 (例如西醫醫療服務及物理治療 )，切合不同病人
的需要，特別是管理慢性疾病方面。  

 
11.  香港南北藥材行以義堂

商會  
 

 立法會 CB(2)222/17-18(02)號文件  

12.  楊卓明中醫  
 

 立法會 CB(2)276/17-18(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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