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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通過引入海外醫生
陳肇始：明年下半年公布認可醫學院名單

註︰特別註冊委員會制
定每3年檢討一次的認
可醫學資格名單會交予
醫生註冊主任(即衞生
署署長)公布。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特別註冊特別註冊
委員會組成委員會組成

（（最多最多1010人人））
1.衞生署署長或其代表

2.醫管局行政總裁或其
代表

3.醫委會主席

4.醫專主席

5.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6.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院長

7~10.特首委任不多於4
名成員(當中3人
為醫委會成員)

昨日上午，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一
直提倡引入海外醫生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發言時

表示，香港目前每1,000名人口只有2名醫生，比內地和海外
要少。他質疑，世界各地都在吸引海外專才，特別是醫生，不
明白香港仍拒人於千里，認為是少數醫生多年來阻撓引入海外
醫生，是「醫醫相衛」。
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則表明反對，稱修例是破壞本港公
平和行之有效的醫生執業試制度，又謂本港醫生不是擔心被
「搶飯碗」，而是憂慮如何維護本港醫療水平。
特區政府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討論，為條例草案作出三項主要
修訂。總括而言，在新條例下，有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醫專）
認可專科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不論是否港人，都可在公營
醫療機構做滿5年後，免試在港註冊；已來港的有限度註冊醫
生，在符合一定條件後，先可申請特別註冊，在公營醫療機構
做滿5年後，亦可免試在港註冊；在外地培訓但未實習的永久
居民醫科畢業生，可回港參加本地執業試，開始實習，在符合
條件後申請註冊（見表）。最終，草案以39票贊成、1票反對
下獲三讀通過。

委員會名單爭取月底公布
陳肇始會後表示歡迎條例獲三讀通過，希望能吸引更多合資
格非本地培訓醫生日後循新途徑來港執業，紓緩公營醫療系統
醫生人手不足問題。陳肇始指出，特區政府會立即展開多方面
工作，包括成立負責制定認可名單的特別註冊委員會，將爭取
在本月底公布成員名單，11月內舉行第一次會議，並於明年下
半年公布認可醫學資格名單，讓合資格人士申請特別註冊來港
執業。
其他工作方面，陳肇始指特區政府將會與4間公營醫療機
構，即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商討特別註
冊醫生的評核模式、制定評核內容等。
另外，特區政府的對外辦事處、醫管局與衞生署的網絡，均
將宣傳來港特別註冊的新途徑。

四方面檢視醫療系統問題
陳肇始續說，留意到不少議員亦有反映醫療系統本身有問
題，會從四大方向檢視相關問題，包括如何挽留醫療人手；如
何增強公私營合作；改善硬件，盡快推進醫管局的兩個「十年
醫院發展計劃」；加強和建立一個更整全的基層醫療健康系
統，在第一層的基層醫療和其後的醫管局服務作分流，在整個
系統整全地作服務整合。
她續說，特區政府稍後會公布專科醫生人力推算結果作為討
論基礎，並在專科培訓方面成立全新的平台，讓醫管局、衞生
署及醫專共議培訓，包括專科學額等，如需要額外資源，特區
政府將全力配合。

社協病協促早定醫學院名單

39：1
香港立法會昨日以39:1三讀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將在現有執業試以外，另闢免試路徑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香港

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會爭取在本月底公布特

別註冊委員會成員名單，期望於明年下半年公布認可醫學院名

單。在新條例下，有專科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在香港公

營醫療機構做滿5年，免試在港特別註冊；在外地培訓、

未實習的香港永久居民醫科畢業生，亦可在港參加執

業試及實習，並在取得專科資格及在香港公營醫

療機構做滿5年後，免試在港特別註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醫生
人手短缺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
三讀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草案》，放寬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社區
組織協會及病人權益協會等4個團體歡迎
通過法案，並促請特別註冊委員會半年內
決定有關機制，明年7月公布指定院校名
單。他們擔心經新途徑來港的非本地培訓
醫生不足以填補現時公營醫生的空缺，建
議有關方面必須改善執業資格試的考核機
制及安排，以引入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
醫生。
社協與病協、老人權益聯盟及婦女健康關
注組歡迎立法會通過草案，要求於明年7月
公布指定醫學資格名單。他們強調，制定名
單時只須考慮該醫學院的醫學教育及研究的

制度是否和本港相若，同時應以囊括較多合
適院校為原則。他們希望，委員會內的4名
其他人士，宜指定包括醫委會非業界委員中
的病人組織代表及與高等、專業教育有關的
人士，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代表、其他醫
療專業培訓學院代表等。
社協幹事彭鴻昌表示，在認可醫學資格名

單面世前，仍須面對醫生不足的問題。他
說，即使有非本地培訓醫生申請來港，申請
數目亦成疑問，因此認為措施只為紓緩醫療
人手短缺行出「半步」，特區政府仍然要致
力研究挽留本地公營醫療人手，及增加本地
醫科生等方案。
團結香港基金醫療及社會發展研究主管田

詩蓓認同，是次修訂為香港吸納具質素非本

地培訓醫生人手注入動力，但要長遠除去吸
納人才障礙，特區政府須進一步審視及改善
本地執業資格試。她建議特區政府應移除要
有實習經驗方能考執業試的條件，同時為非
香港永久性居民豁免此要求，以吸引世界各
地的人才在事業初期來港服務。
她說，為長遠優化專科認證過程，特區政
府應設立一個包括國際專家成員在內的獨立
專科認證機構，亦可考慮改組醫委會教育及
評審委員會（EAC）以擔起此責。

醫專：續與政府洽執行細節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對有關法案容許有限度

註冊醫生可以申請「特別註冊」及有追溯安
排感到可惜，並指有關醫生不一定要在認可

醫學院畢業，而公營醫療機構聘請他們時，
醫專亦無法定權力協助審視等，強調有必要
檢視和修訂現行機制。醫專希望，今次修例
能紓緩醫生人手短缺的情況，會繼續與特區
政府及不同的持份者討論法例執行細節，以
履行醫專的把關角色。
醫管局歡迎草案通過，相信修訂後的條例

有助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以
特別註冊途徑來港執業。發言人補充，醫管
局會繼續優先招聘所有合適的本地大學醫科
畢業生，並繼續積極推行各項人力資源措
施，包括全力招聘全職和兼職醫護人員、增
加醫生晉升及培訓機會、繼續推行特別退休
後重聘計劃等，以增加及挽留醫生人手及紓
緩前線醫生的工作壓力。

半年後禁絕電子煙加熱煙

2020年專科醫生短缺
醫管局 欠660名

衞生署 欠49名

未來醫生短缺情況
2030年 欠1,610名

2040年 欠1,949名

資料來源︰陳肇始發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昨
日通過《2019年吸煙（公眾衞生）（修
訂）條例草案》，劃一禁止進口、製
造、售賣、分發和宣傳電子煙及加熱煙
等另類吸煙產品，法例將於刊憲後6個月
生效，違者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
6個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
衞生署與海關會全力準備相關執法工
作。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期望，新法
例可以杜絕煙草以另類煙形式於香港流

行蔓延。
有關法案昨日在立法會在 32 票支

持、3票反對及2票棄權下獲通過，大
多數議員都認同要禁止另類煙，以免港
人尤其是年輕人因追潮流而吸煙，影響
健康。
投下反對票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

輝形容加熱煙為傳統香煙的「改良
版」，質疑特區政府只禁加熱煙而不禁
傳統香煙的做法是剝奪市民選擇權。

批煙草商資訊不盡不實
陳肇始反駁指不少關於加熱煙的研究

數據是來自煙草商，他們多年來以不盡
不實的資訊推廣香煙，造成巨大的訊息
失衡，「選擇自由的先決條件是自由意
志和知情，煙草產品導致上癮，從而剝
奪一個人自由選擇的意志。」
陳肇始補充，徹底探究吸煙產品影響

的研究需要數十年才有完整結果，但市

面上的新型煙草產品卻以時尚美觀及危
害較少作包裝，從而吸引年輕一代接觸
香煙。她表示，任由市民轉用另類吸煙
產品與特區政府希望減低吸煙率的目標
背道而馳，強調政府不能讓它們培養新
煙民，形容立法會通過的方案屬未雨綢
繆安排。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歡迎立法會通過

全禁所有另類吸煙產品，指做法有助
杜絕煙草以另類煙形式於香港流行蔓

延。香港中藥業協會亦表示，是次立
法禁止新型吸煙產品進入香港，標誌
着香港控煙工作的重要里程碑，阻止
了將煙草和尼古丁禍害影響青少年和
廣大市民。
18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則期望，特區政

府未來繼續宣揚吸煙禍害和鼓勵吸煙人
士戒煙，並加強提供免費戒煙服務，全
力打擊黑市煙活動，最終建構無煙香
港。

●● 陳肇始表示陳肇始表示，，會爭取在會爭取在
本月底公布特別註冊委員會本月底公布特別註冊委員會
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期望於明年下半期望於明年下半

年公布認可醫學院名單年公布認可醫學院名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立法會昨日通過修例立法會昨日通過修例，，引引
入海外醫生以紓緩本港醫生入海外醫生以紓緩本港醫生
短缺的問題短缺的問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修訂醫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修訂醫
生註冊條例生註冊條例，，僅醫學界議員陳沛僅醫學界議員陳沛
然然11票反對票反對。。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病人醫生比例
1,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