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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的運作及人手  

 
 
目的  
 
  本文件就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的運作及人手提供背景
資料，並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此提出
的關注。  
 
 
背景  
 
2.  醫管局是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 章 )於 1990 年
12 月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管理全港的公立醫院系統。現時，醫
管局透過 7 個醫院聯網 (即港島東聯網、港島西聯網、九龍東聯
網、九龍中聯網、九龍西聯網、新界東聯網及新界西聯網 )提供
各項公營醫護服務。每個醫院聯網均包含一個醫療設施網

絡 1，為其服務地區的人口提供完備的全科醫療服務。這些服務

包括 24 小時急症護理、住院服務、日間服務、門診服務，以及
復康和社區服務。醫管局擔當提供全民安全網的角色，專注於

4 個目標範疇的服務，分別為： (a) 急症及緊急醫療服務； (b) 低
收入及貧困人士； (c) 治療成本昂貴、需要先進技術及多專科合
作診治的疾病；以及 (d) 培訓醫護人員。  
 

                                                 
1 醫管局現時管理 43 間公立醫院和醫療機構、49 間專科門診診所及 73 間

普通科門診診所。這些設施按其地域劃分為 7 個醫院聯網。每個聯網已
根據醫院的所在地點 (主要是急症醫院 )劃分指明的服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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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管局幾乎完全依賴 (即逾 90%)政府的每年撥款，以支
持其提供這些服務及應付有關的開支。自 2018-2019 規劃年度
起，政府會實施新安排，以每 3 年為一周期，按照人口增長比
例和人口結構的變動，逐步遞增給醫管局的經常撥款。在

2018-2019 年 度 ， 政 府 向 醫 管 局 提 供 的 經 常 撥 款 總 額 為

615 億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 10.7%。在 2019-2020 年度，經
常撥款會進一步增至 688 億元。醫管局亦有獲取收入，包括來
自醫院 /診所收費及利息收入和捐款等其他收入。現時，醫管局

以醫院聯網為基礎管理其內部資源分配。  
 
4.  醫管局人手及病床短缺的問題向來備受市民關注。政府

當局表示，醫管局醫生及護士的整體短缺數目分別約為 300 名
及 400 名。在 2017-2018 年度，全職醫生流失率最高的 10 個公
立醫院專科部門分別為眼科 (10.6%)、放射科 (10.1%)、婦產科
(9.2%)、精神科 (7.3%)、麻醉科 (7.0%)、家庭醫學科 (6.8%)、腫瘤科
(6.0%)、病理科 (6.0%)、骨科(5.5%)及內科(5.0%)。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醫管局共約有 28 000 張病床。2017-2018 年度醫管局各
聯網的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及普通科病床數目 2，以及該

等數字與按服務地區每 1 000 人計算的比例載於附錄 I。醫管局
表示，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與前一年相比，醫管局人手增
幅達 2.8%，其中以護士人手增幅最高 (4.3%)。在 2017 年 10 月
至 2018 年 9 月期間，醫管局全職人員的流失率為 9.4%，當中以
護理支援人員的流失率最高 (14.5%)。  
 
5.  考慮到人口老化及社會對醫療服務需求的變化，政府

在 2013 年 8 月成立醫院管理局檢討督導委員會 ("檢討督導委員
會 ")，全面檢討醫管局的運作，探討提高成本效益及服務質素的
可行措施。因應檢討督導委員會在 2015 年 7 月發表的報告 3中

建議，醫管局制訂了行動計劃 4並於 2015 年 10 月發表有關計
劃，就以下 5 個優先處理範疇提出 10 項主要建議：(a) 管理及組
織架構；(b) 資源管理；(c) 人事管理；(d) 成本效益和服務管理；以
及 (e) 在 3 年內 (即直至 2018 年年底 )的整體管理和監管。醫管局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醫院管理局行動計劃總結報告 5。  

                                                 
2 普通科病床指急症及康復病床 (不包括療養科、精神科及智障科的

病床 )。  
3 檢討督導委員會報告可於食物及衞生局的網站取覽 (http://www.fhb.go

v.hk/download/committees/harsc/report/chi_full_report.pdf)。  
4 行動計劃全文可於醫管局的網站取覽 (h t tp : / /www.ha .org .hk /haho/ho

/cc /HA_Review_Act ion_Plan_Final_ tc .pdf)(只備英文本 )。  
5 該份總結報告可於醫管局的網站取覽 (h t t p : / / w w w . h a . o r g . h k / h a h o /

h o / c c / H A _ r e v i e w _ f i n a l _ t c . p d f )(只備英文本 )。  

http://www.fhb.gov.hk/download/committees/harsc/report/chi_full_report.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committees/harsc/report/chi_full_report.pdf
http://www.ha.org.hk/haho/ho/cc/HA_Review_Action_Plan_Final_tc.pdf
http://www.ha.org.hk/haho/ho/cc/HA_Review_Action_Plan_Final_tc.pdf
http://www.ha.org.hk/haho/ho/cc/HA_review_final_tc.pdf
http://www.ha.org.hk/haho/ho/cc/HA_review_final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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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8年至 2018年期間舉行的多次會議
上討論關乎醫管局運作及人手的事宜，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

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各醫院聯網的資源分配及管理  
 
7.  委員關注到，各醫院聯網之間出現不平均，是引致部分

聯網經常出現跨網求診的情況的部分原因。他們察悉，醫管局

已因應檢討督導委員會建議，於 2016 年 12 月把原屬九龍西聯
網的黃大仙區及旺角區 (涉及的醫院包括廣華醫院、黃大仙醫院
及聖母醫院 )歸入九龍中聯網。有委員認為，若干醫院聯網所涵
蓋的範圍需予進一步調整，以更利便病人，例如把九龍西醫院

聯網部分服務地區劃入新界西醫院聯網。  
 
8.  委員已多次促請醫管局解決醫院聯網之間資源分配不

均的問題，特別是九龍東聯網、新界東聯網及新界西聯網所獲

資源較少的情況。因此，委員普遍歡迎按檢討督導委員會建議

引入以人口為基礎的優化模式分配資源，以及行政長官在其

2017 年施政報告中承諾會以每 3 年為一周期，按照人口增長比
例和人口結構的變動，逐步遞增給醫管局的經常撥款。有委員

認為，醫管局在分配各醫院聯網的資源時，應考慮服務地區人

口的入息中位數及個別醫院聯網私營醫療服務的供應情況。  
 
9.  政府當局表示，以人口為基礎的優化模型已顧及會影響

市民使用醫療服務的各項因素 (例如人口數字、年齡分布、社會
經濟狀況和慢性疾病的負擔 )，以及只在指定醫院提供並為全港
人口服務的專科服務和病人跨網求診的狀況對個別聯網所需資

源的影響。自 2018-2019 規劃年度起，從優化模型所得的分析結
果會納入其中一項考慮因素，更妥善地為醫管局內部分配資源

提供參考資料。  
 
10.  委員察悉，每個醫院聯網現時由聯網總監領導，該總監

也是聯網內主要醫院的醫院行政總監，管理該聯網的醫院和服

務的整體財政及運作。部分委員認為，醫院聯網資源分配不

均，是因為醫院聯網之間出現山頭主義。就檢討督導委員會所

作出的建議，即為確保分工更完善、更有效支援聯網的管理，以

及聯網服務能與機構目標更一致，醫管局應重新檢視整體的聯

網管理架構，聚焦於聯網總監、醫院行政總監、統籌委員會或

中央委員會的角色，並將其簡化的建議，委員察悉，醫管局部

分前線醫生關注到，機構及聯網層面人員對所考慮的事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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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不同意見。亦有委員認為，當局應在加強醫管局總辦事處

在提供服務方面的整體協調工作，以及容許個別醫院在發展服

務方面享有某程度的自主權兩者之間取得恰當平衡。  
 
11.  政府當局解釋，檢討督導委員會所提建議的其中一個目

的，是確保不同專科提供的服務在機構層面上貫徹一致。為消

除部分醫管局員工對統籌委員會主席處事是否公正的憂慮，以

及為免令人有利益衝突的觀感，當局認為各統籌委員會主席日

後應由醫管局總辦事處人員擔任，而非由某些公立醫院的部門

主管同時兼任。  
 
服務管理  
 
12.  委員察悉，《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有關為每千人

提供 5.5 張病床的標準。為了應付因人口老化而日益增加的服務
需求，同時改善現有服務，政府當局已預留 2,000億元，自 2016年
起的 10 年內推行首個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 ("首個發展計劃 ")下多
個醫院項目。委員關注到，根據首個發展計劃，醫管局普通病

床總數只會增加至 2026 年的 26 300 張，即為每千人提供 3.4 張
普通病床 6。亦有委員關注到，由於增設的醫院病床中約有一半

(即約 5 000 張醫院病床中的 2 400 張 )會設於啟德發展區的新急
症醫院，但在首個發展計劃下新界西醫院聯網不會增設任何

病床。  
 
13.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醫療服務需求日增，政府已邀請醫

管局籌備第二個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無需等待 2021 年就首個
10 年計劃的中期檢討才開始。醫管局會在制訂第二個 10 年醫院
發展計劃時，考慮預計的服務需求、現有醫院的實際狀況及已

規劃的服務模式等。視乎日後進一步的討論，計劃預計可加設

3 000 至 4 000 張病床，以及增加其他多項醫療設施。  

                                                 
6 有關數字按政府統計處推算 2026 年的人口為 7 825 200 估算。預計的

26 300 張病床總數包括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病床數目以及尚未投入
服務的病床、現有醫院透過已計劃的病房翻新工程所增加的病床、首個

發展計劃內重建及擴建工程額外提供的病床，以及已得到撥款並正進行

或預計於 2026 年竣工的其他醫院發展計劃所增加的病床。香港兒童醫院
的病床並無包括在內。此估算數字亦假設現時設有超過 2 000 張病床的伊
利沙伯醫院將完全遷往啟德發展區的新急症醫院。由於政府會在較後階

段規劃京士柏用地的重建項目，因此該重建項目可提供的病床數目亦不

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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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員普遍認為，醫院聯網之間資源分配不均，已導致不

同醫院聯網及醫院之間所提供的服務的質素出現差異，特別是

若干醫院聯網專科門診診所新症的輪候時間較長。雖然醫管局

已為選定的專科門診服務採用中央統籌的跨網轉介安排，並優

化服務模式以縮短輪候時間，但仍有委員關注部分專科 (例如骨
科 )的輪候時間仍然漫長的情況。他們認為醫管局應加強工作，令
病人更加了解公營專科門診診所提供讓病人主動作出跨聯網新

症預約的服務，並應增撥資源支持那些較能吸引跨網預約新症

的醫院聯網。有委員認為，醫管局應訂立服務承諾，以便政府

調撥足夠資源，縮短專科門診診所的輪候時間。委員進而建

議，較長遠而言，醫管局應檢視每個專科及醫院聯網的服務需

求及服務供應，制訂全面策略，以確保所有病人會適時獲提供

所需的專科門診服務。  
 
15.  部分委員認為，公立醫院服務的輪候時間甚長，主要是

由於醫院缺乏財政誘因縮短輪候時間。為使病人適時獲得專科

門診及急症室服務，並盡量縮減聯網之間在輪候時間方面的差

距，醫管局應獲政府當局提供足夠資源，以推行檢討督導委員

會所提出的建議，例如優化服務模式，把面對沉重壓力的骨科

的例行個案轉介往家庭醫學專科診所跟進；加強各跨專業團隊

的服務，以應付日益增加的精神科服務需求；以及增加診症室

的數目，從而提升專科門診的服務量。為紓緩輪候非緊急手術

的時間，亦有建議認為醫管局應考慮透過延長手術室的正常運

作時間，增加手術室節數。  
 
16.  委員察悉，政府撥出 100 億元給醫管局設立基金，利用
投資回報資助醫管局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雖然大部分委員均

同意醫管局應擴大及推出更多公私營協作計劃，以更善用私營

醫療界別的服務量，從而有助其應付服務需求的增幅，並更方

便病人取得不同的服務，但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政府向市民提

供的獲大幅資助公營醫療服務不能以該等計劃取代。因此，公

私營協作措施只應是因應現時的醫護人手限制而用作補足公營

醫療服務的臨時措施。  
 
人力規劃及人事管理  
 
17.  部分委員指出，香港的醫生與人口的比例及不上其他地

方。為解決醫管局醫生嚴重流失及士氣低落的問題，委員認為

醫管局應進行人手規劃，並就每個臨床專科訂明固定的醫生—
病床或醫生—門診病人比例。政府當局表示，香港人口稠密，且
有方便的交通網絡，而許多其他地方的人口卻分散在廣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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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由於該比例並無普遍的標準，醫管局認為不宜就每個臨

床專科的醫生職位數目訂定嚴格的編制，以便因應運作需要可

靈活調整其編制。有一點應該注意，自 2019-2020 年度起，每年
會有 420 名醫科畢業生完成實習培訓，而實習醫生人數亦會由
2023 年的 470 名進一步增至 2026 年的 530 名。醫管局會招聘所
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生，鞏固醫管局的醫療人手。  
 
18.  部分委員指出，醫管局內的護理人手多年來一直承受壓

力，並認為問題的根源是沒有制訂護士與病人的比例。他們促

請醫管局制訂護士與病人的比例，例如採用 1 名護士對 6 名病
人的常用國際標準，以推算公營界別的護理人手需求。政府當

局表示，在護士與病人的比例方面，並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一

套國際標準。鑒於不同國家的醫療系統各異，若要使該等模型

切合所需，必須就醫療環境的差異作出調整，這點非常重要。醫

管局會在 2018-2019 年度聘請 2 230 名護士，紓緩人手短缺的情
況，而與 2017-2018 年度相比，護士人數的淨增長預計為 830 名。 
 
19.  委員認為，醫管局人手短缺問題已對護理質素、不少公

營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以及新落成的醫院能否提供全面服務

等，造成不良影響。他們關注到，醫管局現有人手政策、薪酬

及工作條件，是否對吸引和挽留醫護人員最為有效。醫管局亦

需要改善薪酬待遇，並解決護理人員工作壓力大的問題。部分

委員認為，政府推廣公私營合作計劃及推動私家醫院發展的政

策，導致公營界別的資深醫護專業人員流失到私營界別。部分

其他委員則認為，醫管局應聘請更多有限度註度的非本地培訓

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  
 
20.  政府當局表示，醫管局一直並會繼續努力吸引和挽留人

手，已採取的措施包括提供海外培訓企業獎學金以增加培訓機

會、加強人手支援、調高護理支援人員的起薪點和改善就業前

景，以及重整工作程序。另外，醫管局會繼續通過有限度註冊

聘請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紓緩公營醫療系統內迫切的人

手短缺情況。  
 
21.  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給予醫管局總辦事處更大權

力，在醫院聯網之間靈活調派現有的醫療人手，並將駐院受訓

醫生調派至不同專科，以應付繁忙部門的運作需要。政府當局

及醫管局表示，在檢討督導委員會提出建議後，醫管局總辦事

處在人事管理方面的統籌角色經已加強，確保在聯網及醫院層

面的人力資源作業方式更趨一致、公平和公正。在每年駐院受

訓醫生招聘和調派至不同專科方面進行中央統籌，可紓緩個別



- 7 - 

醫院部門在這方面的工作量，並有助及早規劃，應付員工流失

率偏高的若干專科出現的人手短缺問題。  
 
22.  部分委員認為醫管局高級行政人員的薪級表偏高，並關

注醫管局考慮和決定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待遇和年度薪酬調整

的機制。醫管局表示，局方提供合適薪酬以吸引和維持穩定的

人手供應，為市民提供有效的醫院服務。醫管局在 1991 年成立
時向其僱員提供的薪酬福利條件，是根據與公務員薪酬相若的

原則釐定。跟前線人員一樣，醫管局高級行政人員薪酬按醫管

局薪級表調整，當政府調整公務員薪酬時，醫管局通常也會檢

討和修訂其薪級表。  
 
23.  有建議認為醫管局的高級行政職位，可由專門從事醫療

及醫院管理的行政人員而非醫生擔任，使後者可以專注在前線

提供醫療服務。醫管局表示，局方的招聘政策是透過公開和公

平競爭的方法，聘用最適合的人選填補高級行政人員的空缺。  
 
 
近期發展  
 
24.  本港自 2019 年年初踏入冬季流感季節以來，醫管局的
醫生、護士及護理支援人員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面對着沉重工

作壓力的情況，廣受市民關注。醫管局表示，醫管局自 2018 年
12 月起已加強申領特別酬金的彈性至最少額外工作一小時，並
由 2019 年 1 月 28 日起的 12 個星期，一次過上調特別酬金計劃
的津貼金額 10%，以激勵士氣。此外，醫管局已透過新成立的
自選兼職辦公室分別聘請數十名醫生和護士，以兼職形式在公

立醫院工作。醫管局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建議，新入職與現職
病人服務助理、運作助理和行政助理劃一加薪 8%，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作為挽留現職支援人員及增聘支援人員，以減
輕前線人員的工作壓力的其中一項措施。醫管局與香港護士協

會會面後，於 2019 年 3 月 14 日發出有關在 2019-2020 年度推出
多項措施以挽留護士人手和紓緩護士工作壓力的新聞稿 (請參閱
附錄 II)。  
 
25.  財政司司長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公布預留
100 億元作為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若醫管局面對突發情況而
需額外開支，也可應不時之需。政府會額外預留 50 億元，推動
醫管局加快工作，提升醫療質素及引進醫療設備。另外，醫管

局獲額外提供 7 億 2,000 萬元經常撥款，推行一系列措施以挽留
人手。醫管局就此推行的措施而發出的新聞稿載於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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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6.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3 月 18 日  

 



附 錄 I  
 

在 2017-18 年度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醫院管理局各聯網的醫生、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人數  
及普通科病床數目以及該等數字與每 1 000 名人口的比例  

 

聯網  醫生  

與整體

人口的

比例  

與 65 歲
或以上人

口的比例  

護士  

與整體

人口的

比例  

與 65 歲
或以上人

口的比例  

專職

醫療

人員  

與整體

人口的

比例  

與 65 歲
或以上人

口的比例  

普通科

病床  

與整體

人口的

比例  

與 65 歲
或以上人

口的比例  

服務地區  

港島東聯網  610 0.8 4.0 2 769 3.6 18.1 834 1.1 5.4 2 105 2.8 13.7 
東 區 、 灣 仔 、

離 島 ( 大 嶼 山
除外 ) 

港島西聯網  652 1.3 6.9 2 888 5.5 30.5 975 1.9 10.3 2 860 5.5 30.2 中西區、南區  

九龍中聯網  1 170 1.0 5.3 5 209 4.5 23.7 1 579 1.4 7.2 4 874 4.2 22.2 
九 龍 城 、 油 尖

旺、黃大仙  

九龍東聯網  687 0.6 3.9 2 873 2.5 16.2 790 0.7 4.4 2 405 2.1 13.5 觀塘、西貢  

九龍西聯網  993 0.7 4.2 4 226 3.1 18.0 1 261 0.9 5.4 3 431 2.5 14.6 
深水埗、葵青、 

荃灣、大嶼山  

新界東聯網  972 0.7 5.0 4 249 3.2 21.9 1 283 1.0 6.6 3 730 2.8 19.2 
沙 田 、 大 埔 、

北區  

新界西聯網  808 0.7 5.4 3 613 3.1 24.3 1 019 0.9 6.9 2 596 2.3 17.5 屯門、元朗  

各聯網總計  5 894 0.8 4.8 25 827 3.5 21.1 7 742 1.0 6.3 22 001 3.0 18.0  

 
註 :  
1 .  上述人口數字是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修訂的年中估計人口和規劃署最新的推算人口計算。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以及把水上人口計算在內，各
項數字相加後未必等於總數。  

2 .  各聯網的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和普通科病床與每 1 000 名人口的比例有所不同，當中差異不可直接用作比較各聯網的服務水平，原因如
下：  
(a)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規劃服務時考慮了多項因素，包括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化令服務需求增加、醫療科技發展、人手供應、各聯網和

醫院的服務安排，以及當區的服務需求。人口只是考慮因素之一；  
(b)  病人可在居住地區以外的醫院接受治療；以及  
(c)  某些專科服務只由部分醫院提供，因此個別聯網及其病床會為全港病人提供服務。  

3 .  上述病床資料僅指醫管局普通科的病床。療養科、精神科和智障科的病床性質特別，並不包括在內。  
4 .  上述人手數字是按相當於全職人員的人手計算，包括醫管局的常額、合約及臨時員工。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各項數字相加後未必等於總數。  
5 .  醫生人數並不包括實習醫生及牙科醫生。  
 
 
資料來源 : 摘錄自政府當局就議員審核 2018-2019 年度開支預算時所提書面問題作出的書面回覆  



附錄II



附錄III



附錄 IV 
 
 

醫院管理局的運作及人手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8 年 1 月 14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 年 2 月 9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478/08-09(01) 
 

2011 年 4 月 11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 年 5 月 9 日  
(項目 V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3 年 3 月 18 日  
(項目 V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640/12-13(01) 
 

2013 年 6 月 17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4 年 1 月 20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424/13-14(01) 
 

2014 年 2 月 10 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083/13-14(01) 
 

2014 年 2 月 17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015/13-14(01) 
 

2014 年 5 月 19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4 月 20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agenda/hsag01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0801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0902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0902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hs/papers/hs0209cb2-147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104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1041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105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105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303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303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papers/hs0318cb2-164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3061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306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401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401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papers/hs0120cb2-142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402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402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papers/hs0210cb2-208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4021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402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papers/hs0217cb2-201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405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4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504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504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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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15 年 7 月 20 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10 月 22 日 * CB(2)97/15-16(01) 
 

2016 年 1 月 18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6 年 6 月 20 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61/16-17(01) 
 

2017 年 1 月 26 日  
(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6 月 19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7 月 4 日  
(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10 月 16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1 月 15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857/17-18(01) 
 

2018 年 3 月 19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261/17-18(01) 
 

2018 年 10 月 15 日  
(項目 III) 
 

議程  

 
* 發出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3 月 18 日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507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507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papers/hscb2-9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60118.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601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606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606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papers/hs20160620cb2-26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0126.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01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06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06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070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070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1016.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101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80115.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8011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papers/hs20180115cb2-185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8031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803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s/papers/hs20180319cb2-126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81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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