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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發展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介紹公營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的發展，以

及有關在葵青區設立地區健康中心試點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香港擁有一個公私營並行的醫療制度，而公營醫療是本港

醫療系統的基石和全民安全網。香港的醫療系統與不少發達國家皆

面對人口迅速老齡化以及慢性疾病的患病率增加所帶來的重大挑

戰。政府有決心加強推動個人和社區的參與，統籌和協調各醫社界

別，加強地區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以鼓勵市民預防疾病，加強

自我照顧和家居照顧，減少住院需要。全面而協調的基層醫療服務

系統將提高整體公共衞生水平，並能減少不必要使用醫院服務。 
 
3. 多年來，政府已採取各種措施為促進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

務的發展。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在 1990 年發表題為「人人健康，

展望將來」報告書，檢視香港的基層醫療制度。報告的建議指導了

過去數十年的基層醫療服務的政策。 
 
4. 2008 年，政府公布「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文

件，提出了全面方案以改革醫療體系的建議，包括加強基層醫療發

展，特別是提供持續、預防性、全面，及全人的醫療服務。 
 
5. 2010 年，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公佈了「香港的基層醫療

發展策略文件」，提出改善基層醫療服務的主要策略和路徑。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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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轄下的基層醫療統籌處於同年成立，以協調公、私營醫療服務提

供者及其他持份者，推行加強基層醫療的全民政策及策略。 
 
 
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 
 
6. 香港的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主要由公營界別的衞生署和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以及私營界別的家庭醫生提供。  
 
衞生署 
 
7. 衞生署是政府的衞生事務顧問，亦是執行政府衞生政策和

法定職責的單位。衞生署透過一系列促進健康、預防疾病、醫療護

理和康復服務，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衞生署通過各個工作範疇

提供基層醫療服務，並以預防護理為重點。衞生署的主要服務範疇

載於附件 A。  
 
8. 在促進健康方面，工作包括針對整個人口和為特定群組而

設的活動。衞生署轄下的中央健康教育組為主要推廣健康的服務單

位，而衞生署轄下的其他單位也就特定的議題提供推廣健康服務

（如針對愛滋病輔導和教育的特別預防計劃、針對牙齒健康推廣的

口腔健康教育組）。  
 
9. 在疾病預防和控制方面，家庭健康服務、學生健康服務、

長者健康服務、醫學遺傳服務和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等服務單位專門

為特定年齡組別的人士提供預防性護理。服務範圍包括免疫接種、

遺傳病的篩查（如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不足症），成長監測和發展評

估以及包括兒童、中小學生、婦女、長者的健康評估。衞生署亦為

學童進行牙科檢查。預防性服務亦涵蓋了兒童出生前的階段，包括

為育齡婦女提供的產前/產後護理和家庭計劃服務，以及遺傳病的諮

詢。衞生防護中心通過監測、疫情管理、健康促進、風險傳達、緊

急應變和制訂應變計劃、感染控制、化驗服務、專科治療和護理服

務，以及培訓和研究等工作，在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和非傳染病方面

發揮著重要作用。  
 
10. 除了這些以中心為本的服務外，衞生署亦推行預防疾病計

劃，包括疫苗接種計劃（例如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及院舍防疫注射計

劃，分別為居住在社區及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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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肺炎球菌疫苗接種）、癌症篩查（如子宮頸癌和大腸癌的篩查計

劃）和戒煙服務。  
 
11. 在治療護理和康復方面，胸肺科、社會衞生科和特別預防

計劃的專科服務，分別為結核及呼吸系統疾病、性病、病毒性肝炎

和愛滋病毒感染/愛滋病提供治療護理以及防治相關的健康促進服

務。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提供評估和治療方案，以助兒童克服發

展問題。  
 
12. 政府於 2009 年推行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資助 70 歲或以

上的香港長者使用私營機構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自 2014 年起，長

者醫療券計劃已由試驗性質轉為恆常計劃。計劃自實施以來，我們

推出了多項優化措施，例如逐步把每名合資格長者的醫療券金額由

最初每年 250 元增加至每年 2,000 元，累積的金額上限也調高至

4,000 元。在 2014 年，每張券的面值由 50 元調整為 1 元以方便長者

使用。此外，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已由

70 歲下降至 65 歲。目前，曾經使用醫療券的長者已有約 95 萬人。 
 
13. 基層醫療統籌處在支援香港發展基層醫療及落實基層醫療

發展策略和行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基層醫療統籌處透過參考適

當的專業意見，製訂及推廣基層醫療概念、主要疾病的臨床參考概

覽以及不同年齡組別的預防護理參考概覽，向社區推廣基層醫療。

基層醫療統籌處的主要工作載於附件 B。 
 
醫院管理局 
 
14. 醫管局亦推行多項措施，加強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   
 
普通科門診服務 
 
15. 醫管局轄下普通科門診的服務使用者主要是長者、低收入

人士和長期病患者。普通科門診照顧的病人主要分為兩大類，包括

病情穩定的長期病患者，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壓病人，以及症狀相對

較輕的偶發性疾病患者，如患有感冒、傷風或腸胃炎的病人。  
 
16. 目前，醫管局轄下的普通科門診診所為超過 150 萬名病人

提供服務，其中三分之一是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在 2016-17 年度，

普通科門診提供約 600 萬服務人次，其中約七成為主要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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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長期病患者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

人）。 
 
17. 鑑於服務需求日增，醫管局一直致力加強普通科門診服

務。透過實施各項措施，醫管局在 2012-13 年度至 2016-17 年度期間

已合共增加超過 60 萬普通科門診服務人次（包括夜間門診及公眾假

期門診服務）。為了應付普通科門診服務的需求，醫管局亦計劃在

2017-18 年度及 2018-19 年度，逐步增加超過 44 000 個普通科門診診

症名額。2014 年亦推出了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為患有高血

壓及/或糖尿病（或附帶高血脂症）而病情穩定的醫管局普通科門診

病人，在穩定的臨床條件下接受私人醫生提供的補貼治療。現時該

計劃涵蓋全港 16 個地區，並會在 2018-19 年度擴展至另外兩個地

區。 
 
健康風險評估及跟進護理計劃以及跨專業護理診所  
 
18. 為了加強在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慢性病管理，醫管局推行了

多種措施，如健康風險評估及跟進護理計劃以及跨專業護理診所。

醫管局在各聯網內選定的普通科門診設立跨專業醫療團隊，為患有

糖尿病及高血壓等疾病的長期病患者進行健康風險評估及管理，以

延緩病情發展，預防併發症，提高病人及照顧者的生活質素。至於

由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組成的跨專業護理診所，為高危長期病患

者，包括因健康問題或出現併發症而需要針對性護理服務的病人，

提供更專注的護理。這些服務包括為個別病人提供防止跌倒、呼吸

系統問題處理、傷口護理、理遺護理、用藥指導及精神健康支援等

服務。 
 
病人自強計劃 
 
19. 病人自強計劃，為公私營協作計劃的一項。此計劃由醫管

局與非政府機構合辦，並在各聯網內推行以加強長期病患者對疾病

管理的知識，提升自我照顧能力。自強課程內容由計劃的選定非政

府機構伙伴所設計。合適的長期病患者(主要為患上糖尿病和高血壓

的病人)會獲醫管局轉介參加此計劃。  
 
社區健康中心 
 
20. 為配合政府的基層醫療發展策略，醫管局一直積極籌劃於

不同地區發展社區健康中心。為提供綜合和全面的基層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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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中心提供醫生診症服務，以及跨專業的服務以配合醫生的

診治和控制疾病的進展，強化病人對疾病的管理以提高他們的自理

能力。天水圍（天業路）社區健康中心，北大嶼山社區健康中心及

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分別於 2012、2013 及 2015 年開始服務。  
 
21. 在規劃公營基層醫療服務時，政府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

基層醫療服務的服務模式、人口變化、服務對象的分佈情況、區內

基層醫療服務的供應等。因應服務對象的分佈及各區未來的人口增

長情況後，政府計劃在旺角、石硤尾和北區發展社區健康中心。  
 
社康護理服務 
 
22. 社康護理服務為病者提供家居護理服務。社康護士於家訪

期間會為病人作適當護理，同時也會向病人及其家人灌輸促進健康

及預防疾病的知識。社康護理服務最終目標是為出院病人提供持續

性的家居護理，讓他們在家康復。在 2016-17 年度，社康護理服務

共進行了 867 226 次家訪，其中約 84％受訪者為長者病人。  
 
 
最新發展  
 
23. 行政長官在其 2017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為進一步體驗醫社

合作的成效，食衞局會於兩年內在葵青區設立嶄新運作模式的地區

康健中心。 
 
24. 為此，政府已於 2017 年 11 月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

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由醫護專業界別的主要人士/代表

(包括家庭醫學、護士、中藥、藥劑學、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學

者、非政府機構及地區組織組成。督導委員會將會就基層醫療健康

護理服務制訂發展策略和藍圖。督導委員會會檢討提供基層醫療健

康護理服務的軟件和硬件的效率及效能、強化醫社不同界別之間的

聯繫及公私營合作、鼓勵市民採取措施預防疾病、提高他們的自顧

和家居照顧能力、加強他們的健康意識及推動健康管理。委員會亦

會借助大數據以規劃最切合社區需要的策略，以加強地區層面的基

層醫療健康服務。 
 
25. 此外，政府已成立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由醫護專業人員、地區代表及學者組成，就地區康健中

心試點計劃的規劃、落實和檢討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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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因應督導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討論，我們會細化地區康健

中心試點的具體服務模式和服務範圍，並制訂計劃以徵詢葵青區主

要持份者和相關醫療人員的意見。 
 
 
徵詢意見 
 
27. 請委員備悉公營基層醫療服務的最新發展。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醫院管理局 
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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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衞生署的主要服務範圍 
 
(a) 促進健康 
 中央健康教育組 
 口腔健康教育組 
 特別預防計劃 
 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 

 
(b) 預防及控制疾病 
 衞生防護中心 
 家庭健康服務 
 學生健康服務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長者健康服務 
 醫學遺傳服務 

 
(c) 治療護理及康復服務 
 胸肺科 
 社會衞生科 
 特別預防計劃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d) 透過法定職能的防護工作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辦事處 
 控煙辦公室 
 藥物辦公室 
 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 
 中醫藥事務部 
 港口衞生處 
 法醫科 
 放射衞生部 
 管理局及委員會（有關醫護人員註冊及規管） 

 



  - 8 -  

附件 B 
 

基層醫療統籌處(統籌處)的主要工作 
 
參考概覽 
 
 基層醫療參考概覽為基層醫療的醫護專業人員提供通用參

考，以助他們在社區內提供持續、全面和以實證為本的護理。通過

參考概覽，亦能加強病人（及其照顧者）的自我疾病護理能力，並

提高市民對預防和妥善控制慢性疾病的認知。已出版的參考概覽包

括下列四個範疇，當中備有單元闡述有關預防護理及疾病治療議題

的詳情： 
 
一、 香港糖尿病參考概覽 - 成年糖尿病患者在基層醫療的護

理（現有十二個單元） 

二、 香港高血壓參考概覽 - 成年高血壓患者在基層醫療的護

理（現有十個單元） 

三、 香港兒童護理參考概覽 - 兒童在基層醫療的預防護理

（現有兩個單元） 

四、 香港長者護理參考概覽 - 長者在基層醫療的預防護理

（現有五個單元） 
 
2. 我們持續為這些參考概覽根據科學實證進行檢討和更新，

並透過舉辦培訓活動向基層醫療醫生推廣使用參考概覽。 
 
基層醫療指南 
 
3. 《基層醫療指南》（《指南》）是一個包括不同基層醫療

服務提供者的個人及執業資料的網絡模式指南，於 2011 年 4 月推

出。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共有 1,705 名醫生、426 名牙醫和 1,868
名中醫已登記加入《指南》。《指南》的流動網站亦已於 2016 年 2
月推出。為了輔助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轉介病人接受社區服務，衞

生署基層醫療統籌處於 2016 年 11 月在《指南》中建立了一個社區

服務資料庫，以常見的問題/情況作索引。統籌處會繼續營運《指

南》，並於主要假期時段在公共運輸工具及互聯網等媒體，向公眾

推廣《指南》，亦在所有公立醫院急症室擺放介紹《指南》的海報

及單張。 
 
 



  - 9 -  

推廣基層醫療及家庭醫生概念 
 
4. 舉辦各類宣傳活動以推廣基層醫療及家庭醫生概念，例

如： 
 

一、 於 2014 及 2016 年與香港電台電視部合作攝製及播映兩輯

《我的家庭醫生》電視劇。透過劇集帶出了日常生活中家

庭醫生的重要角色及基層醫療的重要性。新的一輯正在籌

備中。 
 
二、 為響應「世界家庭醫生日」，統籌處一直與香港家庭醫學

學院合辦宣傳活動：在電台及臉書進行即時訪問、在本地

報章刊出健康專題特稿、拍攝以家庭醫生及家庭醫學為重

點的宣傳片於大眾傳媒、Youtube 和社交媒體播放。 
 
三、 一套全新製作、有關家庭醫生的政府宣傳片已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在電視、Youtube 和社交媒體開始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