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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  
[立法會 CB(2)1258/17-18(01)及 (02)號文件 ] 

 
   應 主 席 之 請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副 秘 書 長     
(衞生 )1 向委員簡介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詳
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258/17-18(01)
號文件 )。  
 
2.  委員察悉立法會秘書處擬備題為 "中醫教
研 中 心 的 角 色 及 運 作 " 的 資 料 摘 要 ( 立 法 會
CB(2)1258/17-18(02)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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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陳述意見  
 
3.  主席提醒出席會議的團體代表及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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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個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就
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提出意見。他們提出的

意見摘要載於附錄。委員亦察悉由不出席會議的團

體及個別人士所提交的 10 份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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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秘書長 (衞生 )1 及醫院管理局中醫部主管提出
下列各點：  
 

(a) 政府當局在 18 區各設立一間中醫教研
中心，促進以 "循證醫學 "為本的中醫藥
發展，並提供實習培訓予本地中醫藥

學位課程的畢業生。當局會在相關顧

問研究 ("顧問研究 ")完成後，於 2018年
年中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中醫醫院的定

位和發展方向，當中包括中醫醫院與

中醫教研中心的互動及協作。中醫教

研中心提供的服務不屬於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的常規服務，各中心的中醫
全科門診標準收費為 120 元，此收費
由 2003 年開設第一間中醫教研中心一
直維持至今。此外，各中醫教研中心

在提供中醫全科門診服務時，會撥出

最少 20%的名額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的受惠人，並豁免 120 元的標準收費； 

 
(b) 在三方夥伙協作的模式下，中醫教研

中心由相關非政府機構營運。在 18 間
中醫教研中心工作的所有中醫師由負

責營運中心的非政府機構聘用，其薪

酬待遇均由非政府機構釐定。每間中

醫教研中心會成立一個委員會，監察

中心的管治情況，並就中醫師晉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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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提出意見。根據現行規定，本地

全日制中醫藥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須

具備 10 年或以上的臨床執業經驗，方
可晉升為高級中醫師。另外，由 2017 年
12 月起，政府當局增撥資助予負責營
運的非政府機構，調升中醫教研中心

的中醫師職級人員的薪酬。同時，醫管

局正檢視受僱於中醫教研中心的各級

僱員的薪酬待遇和晉升機會。政府當局

會根據預計於 2018-2019財政年度內完
成的檢視結果增撥資助，以改善中醫教

研中心僱員的事業發展前景；  
 
(c) 為了培育本地中醫藥專才，營運中醫

教研中心的非政府機構須在各中心聘

用至少 12 名本地全日制中醫藥學士學
位課程畢業生擔任進修中醫師，並提

供為期 3 年的在職培訓。中藥知識和
臨床方面的培訓各佔 20%及 80%的培
訓時數。此外，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

師亦有機會參與訪問學者計劃、獎學

金計劃及中醫藥研究工作；  
 
(d) 由於內地中醫師出任中醫教研中心高

級中醫師的人數下降，而近年本地合

資格的中醫師人數不斷增加，醫管局

會與營運中醫教研中心的非政府機構

研究聘用更多上述本地中醫師，填補

中醫教研中心高級中醫師的空缺；及  
 
(e) 就以 "循證醫學 "為本的中醫藥發展而

言，在過去數年，醫管局與中醫教研

中心及本地大學合作，進行中醫藥研

究項目，至今已於學術期刊內發表了

超過 50 份學術報告。此外，醫管局於
2015-2016 年度開始推行中醫科研實
踐培訓計劃，令每間中醫教研中心的

中醫師均能了解臨牀科研的技巧，以

提升有關中心的科研承擔能力。已有

6 間中醫教研中心參與該培訓計劃，並
完成了兩個研究項目。另外，中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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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發展委員會每年會舉辦關於中藥

研究及發展的研討會，而醫管局亦是

其中一個協辦方。  
 
中醫教研中心的運作  
 

 
 
 
 
 
 
 
 
 
 
 
 
政府當局  

5.  葉劉淑儀議員察悉，政府在 2018-2019 年
度的開支預算預留 1 億 1,200 萬元，當中包括用作
支援中醫教研中心的營運開支。她詢問，政府支援
中醫教研中心的運作及其為屬下中醫師提供在職

培訓的實際撥款為何。醫院管理局中醫部主管表

示，中醫教研中心向本地全日制中醫藥學士學位課
程畢業生提供為期 3 年的在職培訓。有一點應該注
意，該筆 1 億 1,200 萬元的款項，用以支付各方面
的開支，包括中醫教研中心的營運開支，毒理參考
化驗室的管理和運作、中草藥的質量保證和中央採

購工作、促進以 "循證醫學 "為本的中醫藥發展和提
供這方面的培訓，以及提升和管理中醫醫療資訊系
統。葉劉淑儀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交書面資料，按

開支項目提供有關撥款的分項數字，包括直接向各

中醫教研中心提供的資助金額。  
 

 
 
 
政府當局  

6.  鄺俊宇議員指出，該筆 1 億 1,200 萬元的款
項只欠政府在 2018-2019 年度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
撥款 615 億元的一小部分，他質疑政府當局在推動
中醫藥發展方面的決心。他要求政府當局告知委

員，有關撥款分別佔 2018-2019 年度醫管局經常資
助及公共醫療開支的百分比。蔣麗芸議員認為，應
至少將公共醫療開支的 10%用作發展中醫藥。  
 
7.  邵家輝議員察悉，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全

科門診標準收費定為 120 元 (包括診金和最多兩劑
中藥 )，遠高於醫管局合資格人士的普通科門診收費
50 元的水平。他估計，中醫教研中心的服務成本較
高及資助不足，是否導致上述情況的原因。依他之

見，中醫教研中心收取較高費用，無助鼓勵市民使

用中醫全科門診服務，因此與政府推動香港發展中

醫藥的政策背道而馳。陳恒鑌議員提出類似的意

見，並表示有意聯同李慧琼議員動議一項議案，促

請政府當局提升中醫教研中心的恆常資助金額、將

中醫教研中心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以及為中醫師

設立薪級表。鄺俊宇議員批評，與醫管局普通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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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服務相比，政府當局提供予中醫全科門診服務的

資助實在偏少。黃碧雲議員認為，中醫教研中心不

應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而是應將有

關中心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政府當局  

8.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表示，政府
當局近年已增加醫管局的經常資助，以支援中醫教

研中心的營運開支。在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轄
下成立的中醫藥處負責釐定中醫藥服務在公營醫

療系統的定位。陳恒鑌議員表示，許多相關非政府

機構營運中醫教研中心時出現困難，因為新增的資
助限於作特定用途。應邵家輝議員要求，食物及

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答允以書面方式告知委
員，中醫教研中心提供的全科門診服務及醫管局提
供的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每次服務平均成本分別

為何。  
 
9.  潘兆平議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 2017 年
18間中醫教研中心的求診人次約為 121萬的分項數
字。他關注到，正如部分團體代表所提出的意見，中

醫教研中心聘用的中醫師須符合有關診症名額的

要求。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表示，根據
與醫管局簽訂的合約，每間中醫教研中心每年需要

提供不少於 6 萬人次的診症服務，當中約 3 萬人次
應為中醫全科門診服務。醫院管理局中醫部主管補

充，每間中醫教研中心平均有 20 名中醫師。  
 
10.  姚思榮議員認為，顧問研究的工作應包括

擬訂中醫教研中心日後的定位，因為從 18 間中醫
教研中心的求診總人次由 2015 年約 110 萬增至
2017 年的 121 萬，足以證明中醫藥服務需求呈不斷
上升的趨勢。蔣麗芸議員指上述數字並無反映在私

家中醫診所的求診人次，並促請政府當局回應市民

對中醫藥服務的殷切需求。潘兆平議員認為，中醫

教研中心提供的中醫藥服務應納入公營醫療系

統，這樣有助加強中醫師的角色。蔣麗芸議員、麥

美娟議員及葛珮帆議員進一步認為，應把中醫藥服

務納入為公務員醫療福利的一部分。  
 
11.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表示，中醫
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是顧問研究涵蓋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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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範疇。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醫療及牙科福利的

範圍載列於《公務員事務規例》。食衞局會與公務

員事務局保持密切聯繫，並會在適當情況下決定中

醫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定位。  
 
12.  邵家輝議員察悉並關注到，部分中醫師對

於中醫教研中心為病人混合單味草藥顆粒的做法

甚有意見。邵家輝議員邀請團體代表發表意見，香

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全日制課程校友會林振邦

先生回應時表示，只有將多種草藥混合，在煎藥過

程中各種成份產生的化學作用方可保存。中醫教研

中心管理層在作出決定前，未有全面徵詢中醫藥專

家的意見。黃譚智媛教授表示，指紋分析結果顯

示，由多種單味草藥顆粒混合而成的藥劑，與由不

同草藥合煎而成的複方藥劑，成效並不相同，但每

種因此製成的顆粒的成效須予個別評定。蔣麗芸議

員認為，中草藥的配藥員必須註冊。邵家輝議員表

示，有需要加強培訓負責煎藥準備工作的人員。應主

席之請，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全日制課程校友會

林振邦先生表示，不同中醫診所對煎藥準備工作的

監管要求各有不同，一般而言，中藥師負責管理藥

物，中醫配藥員則負責執行配藥的工作。  
 
中醫師的薪酬待遇  
 
13.  潘兆平議員深切關注到，受僱於不同中醫

教研中心的中醫師的工時和薪金存在差異，因為中

醫師的聘用條款及薪酬待遇由營運有關中心的非

政府機構釐定。他詢問，醫管局就相關非政府機構

發出的聘用指引，是否具有任何約束力。醫院管理局

中醫部主管表示，醫管局透過招標形式，遴選合適

的非政府機構營運中醫教研中心，並以合約形式規

管中心的營運。這些非政府機構須提交季度財務報

告，述明每年獲醫管局提供以營運有關中醫教研中

心的資助款項的運用情況，包括中醫教研中心的個

人薪酬開支總額。目前，負責營運的非政府機構與

醫管局簽訂的服務合約，訂明最少需要多少名中醫

師的人手要求。若有關非政府機構違反服務合約規

定，醫管局會中止資助。  
 

 
 

14.  葉劉淑儀議員要求當局澄清，政府直接給

予中醫教研中心的資助，是否只包括支付接受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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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3 年在職培訓的中醫師的僱員開支，而不涵蓋其他
中醫師。醫院管理局中醫部主管表示，涉及其他中

醫師的僱員開支需由負責經營的非政府機構承

擔。葉劉淑儀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方式告知委
員，每年直接提供予各中醫教研中心的資助，是否

已能夠悉數支付各中心為本地全日制中醫藥學士

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的 12 個進修中醫師培訓名額
的每年薪金開支。  
 
15.  姚思榮議員認為，中醫教研中心的高級中

醫師在提供中醫診治服務、培訓初級中醫師或進修

中醫師，以及研究支援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他關

注到，中醫教研中心現有的薪酬待遇是否夠吸

引，足以聘用和挽留高級中醫師。應姚議員之

請，黃譚智媛教授表示，中醫師薪級表應參照受僱

於醫管局的醫療專業人員薪級表制訂。醫院管理局

中醫部主管重申，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師由負責營

運的非政府機構聘用，其聘用條款及薪酬待遇亦由

相關非政府機構釐定。目前，具有逾 10 年工作經
驗的中醫師獲受聘為高級中醫師或顧問中醫師或

高級顧問中醫師，平均月薪約為 8 萬元。  
 
16.  陳恒鑌議員深切關注到，受僱於中醫教研

中心的本地全日制中醫藥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的

薪酬水平，遠較醫管局聘用的本地醫科畢業生為

低。葛珮帆議員關注有關畢業生欠缺事業前景及薪

酬水平偏低的情況。黃碧雲議員表達類似的關

注。何君堯議員認為應參照醫管局的醫生薪級

表，制訂中醫師薪級表，以挽留中醫教研中心和日

後中醫醫院的人才。  
 

 
 
 
 
政府當局  

17.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表示，政府
當局會聯同醫管局檢討受聘於 18 間中醫教研中心
所有職級人員的薪酬待遇和晉升機會，並會因應檢

討結果增撥款項，改善他們的就業前景。主席要求

政府當局以表列方式告知委員： (a) 受聘於 18 間中
醫教研中心各職級中醫師的入職要求、月薪幅度及

實際年資幅度；以及 (b) 醫管局有何機制監察受聘於
18 間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師的薪酬水平和每年薪
酬調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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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郭家麒議員認為，所有本地全日制中醫藥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均應接受為期至少一年的在

職培訓並給予合理的薪酬待遇，以提升中醫藥業的

執業水平。為此，政府當局可鼓勵流動中醫診所的

營辦機構聘請更多本地畢業生。食物及衞生局副秘

書長 (衞生 )1 表示，部分流動中醫診所亦是由負責
營運中醫教研中心的非政府機構營辦。醫院管理局

中醫部主管補充，中醫教研中心為進修中醫師提供

為期 3 年的在職培訓。此外，中醫教研中心亦可透
過促進病人安全和質素監控的工作，提升中醫業的

水平，制訂臨床工作指引及醫療事故呈報機制，便

是其中的例子。  
 
[在上午 11時 27分，主席告知委員其決定，即在指定
的會議結束時間正午 12 時之後，將會議時間延長
15 分鐘，以便有更多時間討論 ] 
 
中醫藥的發展  
 
19.  李慧琼議員認為，公營醫療系統無論在定

位和資源分配方面均以西醫為主導，限制了過去

20 年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她詢問，現屆政府在推
動中醫藥的長期發展方面做了甚麼工作。李慧琼

議員、陳恒鑌議員及蔣麗芸議員認為，顧問研究應

探討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倡議的做法，即把中醫

藥服務納入獲公帑大幅資助的公營醫療系統，為需

要接受醫療服務的市民提供多一項選擇。葛珮帆

議員認為，由於香港在發展中西醫協作方面有優

勢，加上中醫藥在預防疾病、治療中風相關疾病和

紓緩痛症的成效，當局應加強中醫藥在基層醫療服

務 的 角 色 ， 應 付 人 口 老 化 所 帶 來 的 種 種 挑

戰。鄺俊宇議員認為，本港發展中醫藥取決於多項

因素，包括當局會否把中醫藥服務納入公營醫療系

統。黃碧雲議員表示，民主黨的立場是，公營醫療

系統中的中醫醫療服務和西醫醫療服務同樣重

要，而中醫藥尤其可在現屆政府推動基層醫療的工

作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麥美娟議員表示，中醫藥

在公營醫療系統只擔當次要的角色，在有關政策

下，中醫藥過往的發展緩慢。她促請政府當局以嶄

新思維推動中醫藥的發展，並認為這樣最終有助減

少入院個案數目，同時減輕公立醫院面對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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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表示，中醫
中藥發展委員會於 2013 年成立，旨在推動本港中
醫藥的整體發展。正如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
所公布，現屆政府會致力促進香港中醫藥的發

展，使中醫藥在促進公眾健康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

色。當局就此推行的措施之一，是設立一項 5 億元
中醫藥發展基金，支持應用研究、中醫專科發展、

促進知識互通，以及跨市場合作等工作。另外，政

府當局正積極籌建中醫醫院，並因應顧問研究結果

擬訂發展方向，包括該醫院的定位。葛珮帆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就中醫藥發展和中醫藥發展基金的

應用，全面徵詢中醫藥界的意見。食物及衞生局

副秘書長 (衞生 )1 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蒐集中
醫藥界對中醫藥發展未來路向的意見，而細節一經

商定，即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何君堯議員認為，當

局撥給推動中醫藥發展工作的資源，仍屬偏少。  
 
21.  黃碧雲議員表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至 27 日率領政府當局代表團前住
廣州及北京，行程包括參觀中醫醫院。她要求政府

當 局 與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分 享 代 表 團 的 觀 察 所

得。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表示，代表團
參觀了多間中醫醫院和一間中醫藥大學，以及拜訪

內地相關部委，包括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及廣東省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了

解發展中醫醫院事宜。  
 
22.  何君堯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為何沒有把中

醫醫院納入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若有的話便可預
留足夠款項，按具體時間表興建有關醫院。至於中

醫醫院的發展模式，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參照內地發

展中醫醫院的經驗。該中醫醫院應定位為一間教學

醫院，支援本地大學中醫學院的教學、臨床培訓及

研究工作。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表示，政
府當局會調撥資源發展中醫醫院。此外，食衞局轄

下已成立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負責統籌發

展該醫院的工作。政府當局已致力並會繼續與

內地有關專家交流意見，研究中醫醫院以適合香

港的模式發展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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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科研發展  
 
23.  姚思榮議員察悉，促進中醫藥以 "循證醫
學 "為本的發展是設立中醫教研中心的目的之一，他
要求當局闡述在這方面的工作。醫院管理局中醫部

主管重申，醫管局與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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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推行中醫科研實踐培訓計劃為中醫專業

人員提供科研相關的培訓。姚思榮議員認為，中醫

教研中心應集中資源為市民提供中醫服務，並為中

醫師提供在職培訓。  
 
24.  郭家麒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中醫藥在臨

床測試範疇外，以 "循證醫學 "為本的發展。醫院
管理局中醫部主管表示，本地大學所作的中醫藥研

究，亦有以 "循證醫學 "為本進行基本中醫藥科研得
出結果的情況，而獲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撥款進行

關於使用中藥治療腸易激綜合症的研究便是一例。 
 
議案  
 
25.  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由陳恒鑌

議員及李慧琼議員聯合提出的議案措辭已於較早

前在會議席上提交。主席裁定，有關議案與討論中

的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並邀請委員考慮應否在是次

會議上處理議案。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26.  葉劉淑儀議員動議以下議案：  
 

"鑒於社會對中醫服務有很大的需求，本會
促請特區政府為三方合作中醫教研中心提

供以下的支援：  
 
1. 盡快將 18 間三方合作中醫教研中心納

入公營醫療體系，使中醫服務得到公

帑恆常的資助，讓市民得到可負擔而

高質素的中醫服務；  
 
2. 為三方合作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及輔

助人員設立具吸引力的薪級表及晉升

階梯，以吸引及挽留人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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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立專項基金以支援本地傳統中醫學

的培訓及研究發展。 " 
 

(Translation) 
 

"Given the keen demand fo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in society, this Panel urg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support for CMCTRs 
operated under the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model: 

 
1. incorporating expeditiously the 18 CMCTRs 

into the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public funds fo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on a recurrent basis to facilitate the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and high-quality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2. setting up an attractive pay scale and 

promotion ladder for CMPs and supporting 
staff working at CMCTRs, in order to attract 
and retain talents; and 

 
3. establishing a designated fund to support the 

training as well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ong 
Kong." 

 
27.  陳恒鑌議員及李慧琼議員動議以下議案：  

 
"鑒於市民對中醫服務需求殷切，本會促請
政府：  
 
1. 提升中醫教研中心的恆常資助金額；  
 
2. 為受聘於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師及接

受為期 3 年培訓的進修中醫師提供薪
級表；及  

 
3. 將中醫教研中心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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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Given the keen demand fo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his Panel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1. increase the amount of recurrent funding for 

CMCTRs; 
 
2. set up a pay scale for CMPs employed by 

CMCTRs and CMP trainees receiving the 
three-year training at CMCTRs; and 

 
3. incorporate CMCTRs into the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28.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食衞局應制訂政策，為

本港中醫藥發展提供方向。陳恒鑌議員認為，政府

當局應肩負提供中醫住院及門診服務的責任，以期

推廣基層醫療及公共衞生。  
 
29.  主席將葉劉淑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付諸表

決。表決結果是：7 名委員贊成議案，沒有委員反
對議案或棄權。主席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30.  主席再將陳恒鑌議員及李慧琼議員聯合動

議的議案付諸表決。表決結果是：7 名委員贊成議
案，沒有委員反對議案或棄權。主席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II. 其他事項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13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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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時 30 分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舉行的特別會議  

 
團體/個別人士就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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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黨   中醫教研中心提供的服務應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應進一步增加中醫教研中心提供的中醫全科診
治服務的名額，並將收費定於可負擔的水平，

以應付市民對中醫服務需求日益增加的情況。  
 

2. 李凱平博士  
 

 立法會 CB(2)1258/17-18(03)號文件  

3. 陳灝賢先生  
 

 立法會 CB(2)1289/17-18(01)號文件  

4. 鍾志豪教授  
 

 立法會 CB(2)1258/17-18(04)號文件  

5. 辜炳銳博士  
 

 立法會 CB(2)1258/17-18(05)號文件  

6. 香港前線中醫聯盟  
 

 立法會 CB(2)1258/17-18(06)號文件  

7. 羅綺玲小姐  
 

 立法會 CB(2)1258/17-18(07)號文件  

8.  朱嘉俊先生  
 

 立法會 CB(2)1258/17-18(08)號文件  

9.  吳梓新博士  
 

 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師所獲提供的培訓不足。  

10.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全日制課程校友會  

 

 立法會 CB(2)1258/17-18(09)號文件  

11.  張海姍小姐  
 

 立法會 CB(2)1314/17-18(01)號文件  

12.  黃譚智媛教授  
 

 立法會 CB(2)1258/17-18(11)號文件  

13.  吳秉儒先生  
 

  立法會 CB(2)1258/17-18(12)號文件  

14.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會  
 

  立法會 CB(2)1258/17-18(1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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