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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就《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之意見書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反對《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香港的醫療水平，在全球名列前茅，從人口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等健康指標上可見

一斑。 可是由於政府的醫療規劃考慮不周，資源分配不均，公私營醫療失衡，及

2003年沙士疫情後因經濟問題大幅削減兩間大學的醫科學額，致公共醫療系統機構醫

生數目不足。在人口不斷澎脹的情況下，醫療系統負荷過重，病人輪候時間過長，醫

生不夠時間診症，最終苦了香港市民。 

本會重申一貫立場，歡迎所有有志為香港市民服務的非本地受訓醫生來港執業，大前

提是他們的醫學知識和語言能力應合乎合適於香港執業的水平。香港醫務委員會設立

執業資格試的目的，就是在公平和嚴謹的評核標準下保證非本地受訓醫生達標，為香

港的醫療制度把關。 

政府提出的《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透過「特別註冊」讓持有「獲承認

醫學資格」及在已於該地方註冊為醫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公共醫療系統免試執

業。可惜，「獲承認醫學資格」的條件空泛（「頒授團體的國際排名／醫學資格的課

程的內容與任何本地大學比擬」）；十人「特別註冊委員會」的組成，三人為醫院管

理局行政總裁及兩間本地大學醫學院院長，另有五人（包括衛生署署長）為行政長官

直接委任，欠缺真正代表業界的聲音；而「獲承認醫學資格」的名單亦未有恆常檢討

機制。由於未有客觀、透明的「獲承認醫學資格」評核標準，制度無法直接評核個別

非本地受訓醫生的醫學水平；即使政府強調非本地受訓醫生也會受到香港醫務委員會

的紀律監管，也未能釋除大眾的疑慮。業界的擔憂，絕非「保護主義」，而是憂心港

人的健康未能得到嚴謹制度的保障。 

再者，本地醫科畢業生的數目，已由十年前 2011年的 248位，上升至今年的約 470

位，而預算 2025年更會有 530位本地醫科畢業生。我們期望政府會投放更多資源，

一來確保以公帑資助的本地醫科畢業生能保證有於公共醫療系統就業及專科培訓的機

會，二來加強公共醫療系統的硬件配套，包括病床、醫療設備、其他醫療職系的人手

等，並監督醫管局配合各區的人口結構及未來的發展作有效的資源分配及管理，為香

港建立可持續的公共醫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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