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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牙科福利 

僱主責任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 (第六章-醫療及牙科服務)第 900 條，合資格

人士及其家屬，可免費獲得醫療意見及診治、X 光檢驗及藥物供

應。 

(“家屬”一詞指公務員的配偶及未滿 21 歲的未婚子女。)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 (第六章-醫療及牙科服務)第 902 條，當局所

提供的治療，全視病情需要而定。當局會盡力向公務員及家屬提供

最佳的護理及治療，但所給予治療的程度和性質，則由主診醫生全

權決定。 

 

縱然按上述條例顯示，公務員看似可獲得很全面的保障，但事實上

公務員多年來對於「可免費獲得」、「盡力」及「最佳」三個關節眼

均存有不少疑慮。據我們觀察，嚴重的供不應求是其中一個原因，

使上述兩條公務員事務規例只能淪為口號。 

 

我們亦必須重申，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醫療福利是指因為其僱傭關

係而應得的保障，而非作為一名巿民，本來就可享有的社會醫療福

利。 

  



 

門診 

無可否認，在任何醫療體制、福利或保障下，門診必然是最普及、

需求最殷切的一項，因為門診毫無疑問地是第一線接觸病人的，能

處理便處理、處理不了的也需其專業判斷轉介至專科甚至入院。故

此，門診是醫療福利之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現時公務員門診福利，由衞生署公務員診所及醫院管理局提供，詳

情如下︰ 

 

衞生署公務員診所 

衞生署現設有六間公務員診所(分別位於灣仔、柴灣、紅磡、荃灣、

粉嶺及西貢)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服務，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

五日間時段，而夜間、週末及公眾假期休息。 

 

醫院管理局普通科診所公務員優先籌 

醫院管理局的大部分普通科診所，均於星期一至六的日間診症時段

內設公務員優先籌，為現職公務員提供服務。 

 

診症名額 

六間公務員診所現時每年提供約 28 萬診症名額，對比約 568,000 

名合資格人士，每人每年只獲分配少於 0.5 次門診機會。而醫院管

理局普通科診所每年提供約 47 萬公務員優先籌，對比約編制為

192,470 的公務員隊伍，每人每年只獲分配少於 2.5 次的門診機

會。換而言之，作為公務員，在僱傭關係中，每人每人平均可獲少

於 3 次的門診福利，而對比私人勞動巿場，提供的僱員門診福利，

實在落後了太大的差距。 

 



 

求診方式 

現時公務員診所只有電話預約方式，公務員遇有偶發性病症而需即

日到公務員診所求醫，只可選擇冗長而不到位的語音操作系統預約

翌日籌號，或者以手提電話及固網電話重撥數千次直至人手接聽熱

線接通預約即日籌號，情況極不理想，亦因上述嚴重的供不應求，

大部分來電人士，在接通語音系統或熱線後才發現名額已滿，浪費

不少寶貴時間。至於公務員優先籌方面，除了七間診所可以接受人

手接聽即日預約外，其他五十多間診所只接受公務員到門外排隊。

一名患病需要求診的公務員，若然到達後發現排隊人士已多於可提

供的籌額，便需再到另一間診所踫運氣，變相迫使同事放棄而自費

轉投私營診所以取得門診服務。 

 

不論是重撥數千次的公務員診所或是親身四出找尋籌號的公務員優

先籌，對一名病患中的公務員而言，無疑是加重病情的催化劑。 

 

診症時間 

公務員診所服務時間只有星期一至五日間時段，而公務員優先籌則

為星期一至六日間時段，週日及公眾假期則沒有提供任何服務；此

安排亦似乎未能配合紀律部隊輪班工作的獨特性。紀律部隊已佔公

務員編制的約三分一，而工作時間亦涵蓋日間、夜間、週末及公眾

假期，全天候為巿民服務。觀乎私人勞動巿場遇上輪班工作人員，

如飲食業、航空業等，其門診福利不論是透過醫療卡提供或者採取

先自付後發還的模式，均不會受時間影響。至於，由 2018 年起試

行的屯門診所夜診，我們相信除本區居民外，患病公務員理應不會

花個多小時交通時間去碰一碰運氣、試一試僅有的五個籌號有否剩

餘；這種不確定性，相信在港島、九龍、新界東居住/工作的公務員

固然不大可能選擇去碰運氣，即使近如元朗區的公務員，也會因那

僅有的五個籌號而有合理的猶豫。 

 



 

小結 

總括而言，公務員的門診福利，雖然數量、時間與求診方式均從未

於合約或任何文件上提及或作出承諾，惟僱主能否在合理時間內，

提供合理數量的門診籌號作為醫療福利，相信社會自有公論。籌號

多寡與診症時間的合理性，是否能夠配合紀律部隊人員的工作時

間，甚至求診方式對患病人員的折磨程度，亦是每位公務員能夠親

身感受到，而將切切實實反映到對僱主的觀感及工作的士氣。  



 

專科門診及診斷成像 

如遇上門診未能解決甚至未能斷症，往往需要轉介至專科門診處

理，而不少病患亦無法只從病徵去判斷，而需要透過電腦掃描、磁

力共振等診斷成像協助醫生判斷病症。 

 

現時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可憑普通科醫生的轉介，預約伊利沙伯醫

院 L 座(八項專科)、威爾斯親王醫院 9H 專科診所(七項專科) 或 瑪

麗醫院星期六專科門診(兩項專科)，的專科門診服務，惟覆蓋的專科

只有九項專科，而等候時間中位數一直強差人意，甚至會因為醫生

不足而取消部分專科服務。 

 

診斷成像方面，伊利沙伯醫院 G 座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造影中心，

亦因需求過盛，輪候時間亦非常漫長。 

 

中醫藥 

早於特區回歸祖國初期，政府已為中醫藥業定下施政方針，奠定其

重要性及發展基礎。時至今日，政府於三間醫院管理局中醫診所暨

教研中心(柴灣、荃灣及粉嶺)設立公務員中醫診所，提供內科和針炙

服務，每年共提供 100,000 個診症額，對比 568,000 名合資格人

士，每年每人可獲 1.76 次診症機會。結果，自 2020 年至今，新症

固然難預約，電話總未能於滿額前成功接通，診症過後亦會因為三

十天內覆診期滿額而無法安排覆診，可謂於理不合。 

  



 

退休後醫療及牙科福利 

現時新聘用條款人員的醫療及牙科福利僅限於在職時提供，人員退

休時將喪失一切醫療及牙科福利。 

公務員服務香港數十載，當中不少會涉及體力或者輪班，而體力操

作和輪班正是不少醫學報告指出為長期病患的成因之二；政府作為

良好僱主，亦應考慮對此負責，優化相關醫療福利；畢竟公務員將

其最精壯的數十年貢獻了社會，而最需要醫療服務的十數年卻被棄

之不顧，是不理想的現實。 

 

我們建議當局考慮將退休後醫療及牙科福利，推展至新聘用條款人

員；此項優化不但能令政府樹立負責任僱主的好榜樣，亦有望可提

高公務員團隊的吸引力，以吸引和挽留人才。 

  



 

牙科福利 

衞生署轄下設有 40 間牙科診所，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普通科

牙科服務，包括定期檢查、洗牙、補牙等。 

 

 

現有已登記人士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若已成功於牙科診所登記就診，將於獲得定期

檢查的預約，惟近年此類定期檢查的預約，已由十多年前的 九至十

二個月，至最近的 平均十八個月、高達三十多個月；惟參照專業牙

醫在各傳媒專訪時(包括香港牙醫學會會長王志偉醫生)所指，洗牙應

每隔 6 至 12 個月一次，而較容易患上牙齦疾病更應每 3 至 6 個月

洗牙一次；我們認為相關服務提供屬於嚴重不足。 

 

 

擬登記人士 

新入職公務員或其他未登記人士，情況更為不幸。衞生署牙科診所

早前停止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進行登記預約新症，及後於 2022

年 11 月恢復新登記安排，惟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需於每月首個工作

天致電競逐 138 個名額，額滿即止，需待下一個月再嘗試。此等安

排可謂荒天下之大謬。 

 

首個工作天的登記時間，不只是牙科診所同事，其他公務員(包括未

獲牙科登記的公務員) 亦在工作時間之內，此等安排正正對公務員

團隊造成管理困難，內部分化。 

 

 

 



 

再者，停辦登記期間招聘的公務員高達二萬多位，連同配偶及子

女，估計新增高達三萬多合資格人士，每月 138 個新登記名額，估

計需逾 200 個月以處理積壓個案。誠然，政府每年招聘逾萬人，而

每月 138 名額(每年度 1656 名額)只能應付約 15%新聘用人員，個

案將持續積壓，估計未登記人士，需逾 300 個月(25 年)才可獲得登

記；再者，順序排隊固然可以盼望著 300 個月的目標，現實並不如

此，登記熱線每月只能接收數萬人未登記之中的首 138 名成功接通

熱線的幸運兒，情況有如幸運輪一樣，極具不確定性，整套牙科福

利形同虛設。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牙科服務(洗牙)先導計劃 

我們獲悉政府將推行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牙科服務(洗牙)先導計劃，

在私營牙科診所提供十四萬個洗牙名額，我們期望應設下常設機

制，持續由私營牙科診所處理洗牙服務，以紓緩政府牙科診所的積

壓個案及縮短牙科病人的輪候期。 

 

  



 

醫療及牙科福利總結 

總括而言，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可謂千瘡百孔，相關公務員事務

規例有如空嘁口號，當局根本沒有能力在合理時間提供合理數量的

服務名額，當中指出的「可免費獲得」、「盡力」、「最佳」，根本難以

獲得僱員的認同。 

 

門診和牙科服務供應量嚴重不足，提供的時間和方式亦未能配合，

各個職方組織多年來均多次與局方磋商，而未獲正面回應或改善。 

專科門診和診斷成像的排期，愈見遙遠，只一直將病情耽誤。 

 

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作為服務提供者，若然能夠為政府提供足夠的

福利予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固然理想，但若未有能力提供福利，

公務員事務局作為僱主代表，亦應尋求服務提供者的改善，甚至增

加其他服務供應商，確保僱主給予僱員的福利，維持於合理水平。 

  



 

房屋福利 

E 級宿舍 

自從職系架構檢討於 2021 年九月生效，員佐級人員的薪金水平已

覆蓋至 E 級宿舍薪金水平(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表第 30、31、31a

或 32 點)，至今近兩年，當局一直未有為員佐級人員提供合乎級別

的宿舍，亦未有就短、中、長期方案向員方組織作出建議。 

  



 

新聘用條款人員福利 

公務員公積金 

自 2000 年 6 月起，政府以公務員公積金計劃作為新聘用條款人員

的退休福利，以取代長俸。政府除法定的強制性供款外，按年資階

段為公務員作出自願性供款。 

 

穩定性與可預見性 

過往長俸人員都可以透過簡易計算，獲悉退休時可獲的退休金，金

額基本是可預見的，而且不受經濟週期影響，讓人員可以安心工

作，無需為退休後生活擔休。反之，公務員公積金的所得，完全視

乎經濟週期；選上低風險計劃，通脹也追不上，退休時只能以數十

年前的物價水平取回公積金；選上中、高風險計劃，卻要帶著經濟

下滑風險的憂慮工作，萬一遇上疫症或其他金融風暴，退休保障隨

時暴跌 20%以上，而推行的 23 年之間，至少有三次類似的下滑。

故此，公務員公積金極欠缺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對公務員有極壞影

響。 

 

每四年檢討相關入息的處理 

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每四年檢討一次供款相關入息，透過提升僱主

及僱員供款，提高對僱員的退休保障。惟當局對公務員的處理卻背

道而馳，以總供款已高於法定要求為由、以總供款不變為理，拒絕

為僱員額外供款。結果，每月只有公務員額外額款，賺蝕未知卻必

定要繳付每年的手續費；當局只將部分自願性供款(退休可取回，即

最快 55 歳)撥到強制性供款(65 歲可取回)以維持總供款不變且符合

法定要求，變相退休保障被延後放行，延後期間更要負上手續費。



 

倘若相關政策讓全港各行各業僱員均從僱主得到額外供款增強退休

保障，而只有紀律部隊人員離群落單，不但保障原地踏步、僱主未

有額外付出，更即時面對「僱員額外供款變相減薪」、「額外手續

費」及「延後取回退休保障」，勢必形成莫大對比，打擊紀律部隊人

員士氣。 

  



 

總結 
就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福利而言，醫療及牙科福利不

論在服務提供量及方式均強差人意，更無法配合紀律部隊的輪班工

作；房屋福利方面亦未能提供合適級別的居所；公務員公積金更是

與政策原意背道而馳，蠶食和削弱人員的退休保障。公務員、退休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福利現時無法達到公務員的合理期望，只會一

直打擊公務員的士氣，更甚者，福利作為聘用條款中重要的一環，

數十年前以「福利好」見稱的公務員團隊，至今被追平、超越甚至

拋離，變相大大降低公務員職位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實在難以吸

引、挽留和激勵具合適才幹的人加入公務員團隊，為巿民提供有效

率和成效兼備的服務。 
 

  



 

 

 

 

 

 

 

 

 

 

 

 

 

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  成員團體 
 

香港消防主任協會  香港消防處救護主任協會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香港消防控制組職員會   香港入境事務助理員工會 

政府飛行服務隊飛機技術員工會   政府飛行服務隊空勤主任協會 

政府飛行服務隊飛機工程師會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