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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23 年 2 月 2 4 日  
 
 
貸款基金  
總目 280－私家醫院發展  
分目 10 1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發展計劃貸款  
 
 

政府支持容許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將原來的貸款安排

順延 5 年。請各委員批准修訂貸款基金總目 28 0「私
家醫院發展」分目 1 0 1「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發展計劃
貸 款 」 項 下 的 條 款 ， 就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 0 15  年  4  月批准的 4 0 億 3 ,3 0 0 萬元政府貸款，先讓
政府容許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順延首 2 年，之後視乎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檢視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的財

務狀況，再尋求財務委員會批准讓政府容許香港中

文大學醫院順延餘下 3 年。  
 
 
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下稱「中大醫院」)在 20 2 1 年 9 月開始運作，適
逢 20 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疫情持續不斷，嚴重影響中大醫院營運首年
的 流 動 資 金 和 財 務 狀 況 。 政 府 貸 款 的 首 次 還 款 期 將 在

2 0 23  年  3  月  1 9  日屆滿，而中大醫院現時難以如期還款；如不獲政府支
持，將無法維持營運。  
 
 
建議  
 
2 .  政府支持容許中大醫院將原來的貸款安排順延 5 年，讓中大醫院
有合理時間過渡營運初年資金短缺的情況。我們建議尋求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先讓政府容許中大醫院順延首 2 年，之後視乎
衞生事務委員會檢視中大醫院的財務狀況，再尋求財委會批准讓政府

容許中大醫院順延餘下 3 年。中大醫院會在貸款年期期間提供公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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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取代支付因應順延貸款而預計原來應付的利息。具體而言，如

獲准順延首 2 年，貸款由 2 022 年 3 月至 2 024 年 3 月期間將不會產生
以現金形式支付的利息，而首次還款將順延至 20 2 5 年 3 月，分十期每
年還款直至 20 3 4年 3月。如及後獲准順延餘下 3年，貸款由 20 24  年  3  月
至 20 2 7 年 3 月期間將不會產生以現金形式支付的利息，而首次還款將
順延至 20 2 8 年 3 月，分十期每年還款直至 20 3 7 年 3 月。  
 
 
理由  
 
政府支持中大醫院發展  

 
3 .  香港醫療系統向來有效雙軌並行，兼容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政府

除了直接資助公共醫療服務外，亦持續推動私家醫院發展，以期讓公眾

有更多選擇，為他們提供可負擔而具質素的私家醫院服務，從而紓緩公

私營醫院服務失衡的情況，並加強整體醫療系統的承擔能力，應付與日

俱增的需求。因應上述政策目標，行政會議在 20 11 年 1 月通過採納
1  套最低限度規定 (涵蓋服務範圍、收費透明度、以套餐形式收費的標
準病床、服務標準及提交報告等方面 )，適用於批出新政府土地以發展
私家醫院的情況。  
 
4 .  在 20 14 年，香港中文大學 (下稱「中大」 )建議於其用地發展 1 間
非牟利私家教學醫院。中大接受政府邀請採納最低限度規定，並作出額

外承諾 (見下文第 8 段 )。有見及此，行政會議在 20 15 年 2 月批准以
1 , 00 0  元象徵式地價修訂批地條件以發展中大醫院，並備悉政府計劃向
立 法 會 財 委 會 尋 求 批 准 提 供 政 府 貸 款 ， 以 助 其 發 展 成 本 融 資 。 在

2 0 15  年  4  月  17  日 ， 立 法 會 財 委 會 同 意 政 府 於 貸 款 基 金 項 下 開 立
4 0  億  3 , 300 萬元的款額，向中大全資附屬機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中心
有限公司提供政府貸款。及後在 2 016 年 10 月 2 8 日，政府與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中心有限公司簽訂貸款協議和服務契約。  
 

附件1 5 .  立法會財委會在 20 1 5 年批出的政府貸款主要條款及條件見附 件 1。
槪括而言，該政府貸款由首次提款起計的首 5 年免息 (即 2 01 7  年 3 月
至 20 2 2 年 3 月 )，而由第 6 年開始以浮動利率計算，利率相等於存放在
外匯基金的政府財政儲備的利息。中大醫院須於首次提款起計的第 6 年
起 (即 20 23 年 )，作出共 1 0 次年度還款，最後一次還款須在首次提款起
計的 1 5 年內 (即 20 3 2 年 )。每年還款額包括 1 0 期均等的本金款額 (即
4  億 33 0 萬元 )，並加上未償還款額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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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首次還款期將在 20 2 3 年 3 月 19 日屆滿。縱使總額有待確認上述
外匯基金的利率後方可作實，如以 20 2 2 年相關利率為 5 . 6%  計算，預
計約為 6  億  2 ,9 0 0 萬元。  
 
 
中大醫院服務模式槪況  
 
7 .  中大醫院在 20 21 年 9 月開始運作，適逢 20 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醫院大樓的建設工程早前因惡劣天氣和疫情爆發而受阻，令中大醫院

啟用日期延誤約 6 個月；如無上述延誤，中大醫院或於 20 2 1 年年初開
業，依然正值 20 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截至 20 23 年 1 月，中大醫院設
有 21 5 張醫院病床 (包括 17 3 張住院病床和 42 張日間病床 )，提供超過
3 0 個專科的醫療服務。這所私家醫院預計會於 20 2 7 年或之前，逐步增
至提供 51 6 張醫院病床。  
 
8 .  中大醫院成立之時有宏大目標。該院致力推廣套餐式收費，務求提

供可負擔、價格透明而具質素的醫療服務，並抱有獨特的社會使命，發

揮銜接香港私營和公共醫療服務的橋樑角色。因應中大醫院的非牟利

性質，該院提供醫療服務所得的全數盈餘均會用作投資該院作醫院發

展，並資助中大醫學院進行研究和教學。這或最能體現於中大醫院向政

府作出的額外承諾，並在 20 1 5 年向立法會財委會匯報如下－  
 
( a )  廣泛採用套餐式收費，而有關住院病床日數會比政府最低限

度規定的 30 %  為高 (下稱「套餐式收費要求」 )；以及  
 
( b )  持續接收醫院管理局 (下稱「醫管局」)轉介的專科門診和日間

手術個案 (下稱「醫管局服務要求」 )。  
 
9 .  就套餐式收費要求而言，中大醫院積極發展套餐式收費模式，讓私

營醫療服務價格更為相宜、可預計和具透明度。中大醫院提出的套餐服

務包含全部醫生費和醫院費，並且不限住院日數，收費水平會視乎病人

是否同時有其他病患和手術複雜程度而定。這所私家醫院現已於網站

公布超過 27 0 個套餐式收費項目，涵蓋日間手術和住院服務，讓病人可
於決定求醫時掌握充分資訊。  
 
1 0 .  至於醫管局服務要求方面，中大醫院承諾為醫管局轉介的病人提
供專科門診和日間手術服務，是香港唯一一所私家醫院作出此項承諾。

服務範圍原定涵蓋 4 類專科 (婦科、骨科、腸胃科暨結直腸外科及泌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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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並因應其與醫管局持續合作而擴展。中大醫院更與醫管局達成共
識，如有關病人獲轉介至中大醫院接受診治，均會繼續按醫管局的標準

收費。  
 
1 1 .  不少現有私家醫院理論上由慈善機構以不分發利潤的模式經營，
並因應其享有批地和地價優惠，須履行各項定義較為寬鬆的公共服務

責任。然而，多年以來，私家醫院的經營手法和收費曾招致公眾及立法

會批評，特別是其服務收費欠缺透明且難以預計，而費用更迅速攀升。 
 
1 2 .  有見及此，包括中大醫院在內的新私家醫院承諾遵從套餐式收費、
醫管局服務及其他透明度和規範化措施，實為政府的私家醫院發展政

策中重要一環，尤其是啟導私家醫院採用新服務模式應對上述不足之

處，作為現有私家醫院的另一可行選擇，與其競爭。我們因此有需要支

持中大醫院度過此困難時期，以確立新服務模式為私家醫院未來發展

的可行方向。  
 
 
疫情嚴重影響中大醫院運作  
 
1 3 .  私家醫院需要龐大投資，往往在營運初年後仍要很長時間才能收
支平衡。不幸的是，中大醫院適逢於 20 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開始運
作，正值環球爆發前所未見的公共衞生危機。疫情持續不斷，嚴重影響

中大醫院營運首年的流動資金和財務狀況，這顯然並非發展這所私家

醫院時所能預見。  
 
1 4 .  2 0 19 冠狀病毒病在 20 2 2 年年初在香港肆虐，嚴重影響中大醫院的
業務計劃。整體而言，私家醫院客量在疫情期間普遍下挫，全港私家醫

院整體病床使用率由 20 1 9 年的 62 %，下降至 20 2 2 年年初僅 47 %。上
述數字涵蓋住院病床和日間病床，反映市民使用私家醫院的各類服務

量下降，為疫情期間普遍現象。其中，非本地客源需求大幅減少，以中

大醫院截至 20 2 2 年上半年的數字顯示，9 9 . 38 % 住院病床日數涉及符合
資格人士 (即持香港身份證人士或 11 歲以下香港居民 )，可印證私營醫
療服務的需求受疫情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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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同樣在 20 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醫管局非緊急服務縮減 20 %  至
5 0 %，期間病人即使獲得機會應診，亦未必願意出席。醫管局在 20 2 2 年
一共向中大醫院轉介 3  6 3 7 宗專科門診新症個案，最終 2 3 1 宗個案病人
缺 席 ； 而 日 間 手 術 轉 介 個 案 的 出 席 率 在 第 五 波 疫 情 期 間 (特 別 是
2 0 22  年  2 月至 3  月 )亦顯著減少，與疫情較為穩定的月份比較可跌近一
半。  
 
1 6 .  受疫情影響，中大醫院既無法在啟用初期積極開拓客源，發揮套餐
式收費優點，也難以在病人缺席下兌現承諾，為指定數目的醫管局病人

提供服務 (套餐式收費要求達標率為 20 %，低於其承諾的 50 % 1；醫管局

服務要求下處理 3  406 宗專科門診新症個案，達標率為 9 6 . 8%，以及
1  23 9  個宗日間手術新症個案，達標率為 9 3 . 9 % 2)，這並非院方能夠掌
控。  
 
1 7 .  2 0 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對中大醫院財政更構成極為負面的影響。中
大醫院在投入服務 1 周年後不久，在 20 2 2 年 1 1 月及 1 2 月向政府提交
其最新財務推算。根據中大醫院匯報，如按照原定的還款時間表，未來

1 0  年現金流預測狀況惡劣，其現金結餘由 20 2 3 至 2 03 2 年將維持負值，
其中在 2 02 7  年會達至逾負 2 0 億元的最低位。簡而言之，中大醫院如
不獲政府支持，將無法維持營運。  
 
1 8 .  考慮到上述因素，中大醫院因 20 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獨特情況而
陷入經營困難，並非無法理解。事實上，如中大醫院只能經營 1 年半
(如未能償還首次還款，即 2 02 1 年 9 月至 20 23 年 3 月 )，這對政府在私
家醫院發展政策下採用新服務模式，以中大醫院作為其他私家醫院的

榜樣，無疑將為沉重打擊。  
 
1 9 .  我們期望如中大醫院於正常日子成功落實套餐式收費模式，可促
使私營醫療服務更為透明，為本地社會更多市民所能負擔。此外，中大

醫院承諾持續從醫管局接收個案，對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沉重負荷極

為重要，尤其對《行政長官 20 2 2 年施政報告》所提及要縮短公立醫院
的專科門診輪候時間更為關鍵。   

                                                 
1 中大醫院承諾透過套餐式收費提供標準病床服務，在營運首年佔其住院病床日數的

50%。這個比率會逐步增加，至營運第 6 年達到 60%，第 10 年達到 70%。  
2 中大醫院承諾在營運首年處理最少 3 520 宗專科門診新症個案和 1 320 宗日間手術新
症個案，並會逐步增加所處理的個案數量。由營運第 5 年起及之後，中大醫院每年會
接收 17 600 宗專科門診新症個案和 6 600 宗日間手術新症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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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院對抗疫工作的貢獻  
 
2 0 .  縱使中大醫院面對財政困境，但仍一直支持政府對 20 19 冠狀病毒
病的抗疫工作，作出重大貢獻。這所私家醫院更在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

的高峰期，公營醫療系統備受嚴峻考驗之際，施以極為需要的援助。  
 
2 1 .  中大醫院是香港唯一一所私家醫院照顧由醫管局接收的 20 1 9 冠狀
病毒病病人，直接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負荷。在 2 02 2 年 3 月至 4 月期
間，該院主動將其隔離病房轉為提供 2 4 張病床的 2 01 9 冠狀病毒病隔
離病房，接受多間公立醫院轉介康復中的 20 1 9 冠狀病毒病病人。因應
後期確診個案上升，有關病房於 8  月初重啟，並自 20 22 年 9 月中增至
3 2 張病床。截至 20 2 3 年 1 月 15 日，中大醫院為醫管局 20 1 9 冠狀病毒
病病人提供 3  7 4 6 個住院日次，大大減輕公立醫院在香港疫情期間持續
高企的壓力。  
 
2 2 .  中大醫院亦有參與醫管局的公私營協作住院轉介計劃 (下稱「轉介
計劃」)。該院特地騰出病床，接收公立醫院轉介的非 20 1 9 冠狀病毒病
病 人 ， 協 助 他 們 的 醫 療 及 骨 科 復 康 進 程 ， 讓 醫 管 局 可 集 中 資 源 治療

2 0 1 9 冠狀病毒病病人。截至 2 02 3  年 1 月 1 5 日，中大醫院為醫管局非
2 0 1 9 冠狀病毒病病人提供 1  8 4 6 個住院日次。計及全部為 20 1 9 冠狀病
毒病病人及非 20 19 冠狀病毒病病人提供的醫院病床，中大醫院一共提
供 5 0 張病床協助醫管局抗疫，佔其於 2 02 2 年牌照所批准病床數目的
2 3 %。這個比率較整體私家醫院界別在轉介計劃最初推出時為醫管局病
人提供最多 18 %  病床，以及因疫情反彈重推計劃後提供最多 8 % 病床
為高。總體而言，中大醫院一共提供 5  5 92 個住院日次，佔其同期約
1 8 % 的服務量。  
 
2 3 .  由於公立醫院和安老院舍曾出現大量確診長者病人，中大醫院亦
響應政府呼籲，為長者暫託中心提供醫療支援。該院先後安排專責團隊

於 2 02 2  年 3 月至 5 月營運天水圍體育館的暫託中心，並再於 1 2 月中
營運荃灣西約體育館的暫託中心，對保護高危群組的健康作出重大貢

獻。另一方面，中大醫院積極支持政府 20 1 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該院營運一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一間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一間新

冠疫苗流動接種站，以及一間醫務中心，為社區提供安全有效的接種服

務。中大醫院已接種逾 8 7 萬劑 2 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大大有助社會
對病毒建立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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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因應上述情況，我們認為有理由協助中大醫院度過困難時期，尤其
是 20 1 9 冠狀病毒病爆發及私營醫療服務量減少均屬意料之外，實非院
方所能掌控。當香港終告大致復常，而這所私家醫院為此出力甚殷，中

大醫院應獲給予機會，得以繼續營運。  
 
 
財務安排  
 
考慮因素  
 
2 5 .  政府支持容許中大醫院將原來的貸款安排順延 5 年。在此安排下，
首次還款順延至 20 2 8 年 3 月，分 10 期每年還款直至 2 0 37 年 3 月，貸
款由 20 22 年 3 月至 20 27 年 3 月期間不會產生以現金形式支付的利息，
改由中大醫院在 15 年期間提供公共醫療服務，以抵銷延長還款期而預
計原來應付的利息。我們建議先順延首 2 年，之後視乎衞生事務委員
會檢視中大醫院的財務狀況，再尋求財委會批准讓政府容許中大醫院

順延餘下 3 年。這個安排有助公眾監察中大醫院表現。  
 
2 6 .  我們認為順延 5 年的建議合適，可為中大醫院提供一個扭轉形勢
的 機 會 。 按 服 務 契 約 要 求 ， 中 大 醫 院 正 分 階 段 擴 充 病 床 數 目 ， 以在

2 0 27  年或之前達至其全面規模 (即 5 16 張床位 )。因此，擬議順延安排
可為中大醫院提供足夠時間，發揮其產生額外收入的潛力。  
 

附件2 2 7 .  根據獨立財務顧問所擬備最新的中大醫院財務推算 (見附件 2 )，如
貸款安排獲順延 5 年，中大醫院的現金結餘預計將在 20 2 3 年起保持正
值。在未來 5 年，中大醫院的現金結餘會先由 2 02 3  年的 5  億  7 , 80 0  萬  元
降至 20 2 5 年的 2 億 8 , 90 0 萬元，並在 20 2 6 年及之後開始回升，而計及
利息、稅項、折舊和攤銷，預計大約在 20 2 7 年開始錄得盈利。為監察
中大醫院的現金流狀況，以確保中大醫院有充裕現金應付擬議的還款

期，政府會考慮委任董事加入中大醫院董事局，並要求中大醫院匯報年

度業務計劃和財務狀況，包括現金流狀況的最新資料。  
 
 
服務責任  
 
2 8 .  中大醫院將被要求履行 1 項服務責任，以向市民提供公共醫療服
務抵銷因延長還款期而預計原來應付的利息，從而全額回饋社會。由於

貸款由 2 02 2 年 3 月至 2 02 7 年 3 月期間將不會產生以現金形式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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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按 2 02 2 年存放在外匯基金的政府財政儲備的利率計算，預計原
來應付的利息款額為 1 1 億 2 , 90 0 萬元 (按 2 022 年價格計算 )。另一方
面，按 20 22 - 23  年度的價格水平，公立醫院的普通科病人每日住院成本
為 6 , 62 0 元。如採用每年 4 . 75 %  的折現率，即相等於 20 1 5 年推算中大
醫院承諾服務的價值時所使用的利率，有關平均成本在 1 5 年期間預計
為 9 , 35 0 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按此基礎，預計原來應付的利息款
額大致可折合為 12 0  7 49  個住院病床日數 (大致為 15 年期間持續提供
2 3  張住院病床 )。  
 
2 9 .  上述相等於 12 0  7 49 個住院病床日數的公共醫療服務，可透過不同
途徑提供，包括 ( a )中大醫院接收由醫管局轉介的病人使用住院病床，
按醫管局的標準收費； ( b )中大醫院自行接收病人使用住院病床，按醫
管局的標準收費； ( c )醫管局所要求的非住院服務 (如專科門診新症個
案 ／跟進個案、磁力共振掃描造影／電腦斷層掃描及 X 光服務等 )；以
及 ( d )其他由政府在有需要時構思的機制 (如通過策略性採購醫療服務
等 )。如經政府同意，中大醫院可於 15 年期間不同階段靈活提供相關醫
療服務 (如早年因應資源限制提供較少醫療服務，並在往後年度相應增
加而補足全數 )。  
 
3 0 .  換言之，因該 5 年順延而原來應付的利息會由中大醫院以提供公
共醫療服務的形式全額補償給公眾。此安排亦有助確保中大醫院繼續

成為私家醫院的楷模，並配合政府為市民提供更優質及便利的醫療服

務政策。政府會持續留意中大醫院在 1 5 年期間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的履
行情況。如中大醫院未能完全履行這項服務責任，政府有權要求將提供

公共醫療服務的期限順延至 1 5 年以上，或按照當時公立醫院的普通科
病人每日住院成本要求賠償金額。經立法會財委會批准載於上文第 2 段
的修訂貸款安排後，上述服務責任將在政府與中大醫院所簽訂的法律

文件中反映。  
 
 
曾考慮的其他方案  
 

3 1 .  中大醫院曾獲邀請考慮按照貸款協議，向中大及銀行尋求財務支
援，尤其前者與這所私家醫院關係較為密切 3。我們獲悉中大已向中大

                                                 
3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中心有限公司為中大醫院的營運者，於 2014 年成立，為中大透過
香港中文大學醫療有限公司而全資擁有的附屬機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中心有限公司

的董事局包括 22 位董事，當中不少於三分二成員為中大相關董事，而香港中文大學
醫療有限公司有 3 位董事，分別為中大校董會主席、中大司庫及中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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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注資 26 億 3 , 80 0 萬元，當中包括由個別人士、私人基金和香港賽
馬會作出的捐款，以及中大發展基金出資的 5 億元款項。至今，中大只
曾兩度於發展基金動用 5 億元資助項目開展，分別為深圳校園和中大
醫院，因其社會使命顯然切合中大目標。由於中大發展基金需用作滾存

收入以應付中大現時和日後的教育活動，進一步向中大醫院注資可能

影響中大滾存收入，使中大難以資助其他現時和日後值得支持的教育

項 目 。 事 實 上 ， 中 大 已 在 2 022 - 23 年 度 向 中 大 醫 院 額 外 注 資

3  億  3 ,8 00  萬元，該筆款項為中大於中大醫院興建時所收到的捐款。中
大亦曾考慮能否向中大醫院提供貸款，但經評估後認為未必適宜由其

作出如此安排，原因在於中大為《稅務條例》第 88 條下受嚴格監管的
慈善機構，而借出貸款不屬中大的一般業務運作。  
 
3 2 .  此外，中大醫院曾與多間銀行商討安排貸款，尤其以中大選用法團
擔保的形式，提供信貸支援，以協助中大醫院借貸償還政府的貸款。所

有銀行均關注中大醫院在現行政府貸款協議所需承擔的責任，並要求

作出修改才可考慮提供貸款。由於中大醫院所有資產均納入與政府的

債務安排，中大醫院不能抵押其資產向財務機構借貸。這些財務上的技

術問題令中大醫院難以獲得財務支援。現時並無其他商業上可行的資

金來源。  
 
3 3 .  縱使由中大直接提供資金看來未必可行，政府已與中大接洽，以確
保 中 大 重 視 中 大 醫 院 的 營 運 ， 包 括 要 求 中 大 探 討 若 中 大 醫 院 未 能於

1 5  年期間履行上述服務責任時，由中大為中大醫院向政府賠償金額，
以及要求中大醫學院向中大醫院給予更多支援 4。  
 
 
對財政的影響  
 
3 4 .  按 20 2 2 年存放在外匯基金的政府財政儲備的利率計算，中大醫院
因建議順延 5 年而預計原來應付的利息為 1 1 億 2 ,9 00 萬元 (按 2 02 2  年
價格計算 )。中大醫院改為以履行服務責任，在 1 5 年期間提供與預計原
來應付的利息金額相約的公共醫療服務，以期回饋社會。   
                                                 
4 自中大醫院開始運作以來，中大醫學院教授一直參與規劃和營運醫院臨床服務。在

2022 年，中大醫學院教授為中大醫院接收 855 名入院病人，進行 1 928 次手術，並為
11 477 人次提供專科門診服務。鑑於現時僅 64% 取得醫院臨床執業權利的教授積極
參與臨床工作，醫務衞生局已邀請中大醫學院與中大醫院加強合作，既可為中大醫院

帶來更多業務，亦可使其處理的個案更多元化，切合中大醫院作為非牟利私家教學醫

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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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其他影響  
 

附件3 3 5 .  建議對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會有影響，詳情載於附件 3。建議對公務
員、環境、家庭或性別沒有影響。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

的條文。  
 
 
公眾諮詢  
 
3 6 .  我們已在 20 23 年 2 月 1 0 日諮詢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衞生事
務委員會不反對把建議提請財委會審議，個別委員對延長還款的年期

有不同意見。因應委員意見，我們調整建議，先讓政府容許中大醫院順

延首 2 年，之後視乎衞生事務委員會檢視中大醫院的財務狀況，再尋
求財委會批准讓政府容許中大醫院順延餘下 3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務衞生局  
2 0 2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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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院於 20 1 5 年獲批政府貸款  

主要條款及條件  
 
貸款額：  4 0 億 3 ,3 00 萬元  
 
貸款人：  政府 (貸款基金新總目－「私家醫院發展」 )  
 
目的：  為發展中大醫院融資  
 
提款安排：  擬議提款安排如下－  
 

財政年度  提款額  

2 0 16 -1 7  1 8 億 1 ,5 00 萬元  

2 0 17 -1 8  1 4 億 9 ,2 00 萬元  

2 0 18 -1 9  7 億 2 , 60 0 萬元  

總計  4 0 億 3 ,3 00 萬元  

 
貸款年期：  1 5 年  
 
利息：  ˙  由首次提款起計的首 5 年：免息  
 ˙  由第 6 年開始：以浮動利率計算，利率相等於存放在

外匯基金的政府財政儲備的利息  
 
還款期：  ˙  貸款分 10 年攤還 (即分 10 年每年償還均等款額的本

金連未償還款額的利息 )  
 ˙  首次還款在首次提款起計的第 6 年，其後每年還款，

最後一次還款在首次提款起計的 1 5 年內  
 
保障：  如中大未能遵從經修訂批地契約的規定，政府可重收並管

有有關用地。如中大及／或其全資附屬機構未能遵從服務

契約的規定，政府可終止該服務契約，而此舉可令經修訂

的批地契約一併終止，政府可藉此重收並管有有關用地。

有關用地包括建於其上的建築物及構築物和永久附加於

用地的固定附着物。政府以中大醫院為管理及營運醫院所

擁有的資產 (包括所有設備 )作浮動押記，作為貸款的抵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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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院 20 2 3 至 2 0 37 財政年度的現金流預測  

 
表 1：  沒有順延還款的現金流預測  
 
(百萬港元計 )  
年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3年 
6月 

24年 
6月 

25年 
6月 

26年 
6月 

27年 
6月 

28年 
6月 

29年 
6月 

30年 
6月 

31年 
6月 

32年 
6月 

33年 
6月 

34年 
6月 

35年 
6月 

36年 
6月 

37年 
6月 

                
截 至 2 0 2 2 年 6 月 的 可 用 資 金  580               

收 入  1,729 2,116 2,741 3,428 4,142 4,779 5,169 5,557 5,991 6,454 6,777 7,116 7,472 7,846 8,238 
營 運 成 本  (1,961) (2,274) (2,700) (3,161) (3,644) (4,090) (4,374) (4,664) (4,983) (5,320) (5,586) (5,865) (6,158) (6,466) (6,789) 

未 扣 除 利 息、稅 項、折 舊 和 攤 銷

前 盈 利  
(232) (158) 41 267 498 689 795 893 1,008 1,134 1,191 1,251 1,314 1,380 1,449 

稅 項        (12) (147) (166) (187) (197) (206) (217) (228) (239) 
資 產 負 債 表 項 目 的 變 化  (40) (42) (44) (46) (49) (51) (27) (28) (30) (31) (33) (34) (36) (38) (40) 

來 自 資 本 支 出 投 資 的 現 金 流  (68) (42) (44) (46) (49) (51) (54) (56) (59) (62) (65) (68) (71) (75) (79) 
中 大 注 資  338               

淨 現 金 變 動  (2) (242) (47) 175 400 587 702 662 753 854 896 943 990 1,039 1,091 
還 款 前 的 現 金 結 餘  578 336 289 464 864 1,451 2,153 2,815 3,568 4,422 5,318 6,261 7,251 8,290 9,381 

                
政 府 貸 款 利 息 @ 5 . 6 %  (226) (204) (181) (158) (136) (113) (90) (68) (45) (23)      

政 府 貸 款 本 金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淨 還 款 額  (629) (607) (584) (561) (539) (516) (493) (471) (448) (426)      
                

還 款 後 的 現 金 結 餘  (51) (900) (1,531) (1,917) (2,056) (1,985) (1,776) (1,585) (1,280) (852) 44 987 1,977 3,016 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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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順延五年還款的現金流預測  
 
(百萬港元計 )  
年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3年 
6月 

24年 
6月 

25年 
6月 

26年 
6月 

27年 
6月 

28年 
6月 

29年 
6月 

30年 
6月 

31年 
6月 

32年 
6月 

33年 
6月 

34年 
6月 

35年 
6月 

36年 
6月 

37年 
6月 

                
截 至 2 0 2 2 年 6 月 的 可 用 資 金  580               

收 入  1,729 2,116 2,741 3,428 4,142 4,779 5,169 5,557 5,991 6,454 6,777 7,116 7,472 7,846 8,238 
營 運 成 本  (1,961) (2,274) (2,700) (3,161) (3,644) (4,090) (4,374) (4,664) (4,983) (5,320) (5,586) (5,865) (6,158) (6,466) (6,789) 

未 扣 除 利 息、稅 項、折 舊 和 攤 銷

前 盈 利  
(232) (158) 41 267 498 689 795 893 1,008 1,134 1,191 1,251 1,314 1,380 1,449 

稅 項        (12) (147) (166) (187) (197) (206) (217) (228) (239) 
資 產 負 債 表 項 目 的 變 化  (40) (42) (44) (46) (49) (51) (27) (28) (30) (31) (33) (34) (36) (38) (40) 

來 自 資 本 支 出 投 資 的 現 金 流  (68) (42) (44) (46) (49) (51) (54) (56) (59) (62) (65) (68) (71) (75) (79) 
中 大 注 資  338               

淨 現 金 變 動  (2) (242) (47) 175 400 587 702 662 753 854 896 943 990 1,039 1,091 
還 款 前 的 現 金 結 餘  578 336 289 464 864 1,451 2,153 2,815 3,568 4,422 5,318 6,261 7,251 8,290 9,381 

                
政 府 貸 款 利 息 @ 5 . 6 %       (226) (204) (181) (158) (136) (113) (90) (68) (45) (23) 

政 府 貸 款 本 金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淨 還 款 額  - - - - - (629) (607) (584) (561) (539) (516) (493) (471) (448) (426) 
                

還 款 後 的 現 金 結 餘  578 336 289 464 864 822 917 995 1,187 1,502 1,882 2,332 2,851 3,442 4,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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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修訂貸款安排協助維持中大醫院營運，有利於保持本地醫療系統

的承擔能力，以期應付香港與日俱增的醫療服務需求。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2 .  中大醫院所承諾的服務責任涉及在 15 年期間接收由醫管局轉介的
病人或自行接收病人，讓他們使用住院病床，並以醫管局的標準收費，

長遠而言可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為社會帶來裨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