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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西輕中的老問題

蔡樹文
透視鏡

為配合政府訂立的政策發展方向，食
物及衞生局委任醫院管理局自2003年起逐

步在全港18區設立中醫教研中心，推動以 「教」 與
「研」 為本的中醫服務。中醫教研中心由醫管局、非政
府機構和本地大學，以三方夥伴協作的模式營運，並由
非政府機構負責診所的日常運作。

醫管局於2021年6月推出 「18區中醫診所」 流動應
用程式，方便市民查詢中醫診所的資訊和預約政府資助
中醫門診服務，提供電話預約以外的另一選擇。

民建聯在三月初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764人，過去一年曾向中醫求診的市民中，
33%表示因為相信中醫的診治理念，24%
稱因為認為中醫藥的副作用較少，17%因
為曾看西醫但未醫好，轉而看中醫。沒尋求
中醫服務的受訪者表示，主要因為覺得中藥
不及西藥快速見效，以及覺得服用中藥較為
麻煩。

輪候時間超過一個月
70%受訪者認為，本港推動中醫發展

及中西醫協作的力度不夠；64%認為現時
政府資助的中醫服務不足夠。過半數受訪者
表示，不知道全港18區設有政府資助的中
醫門診服務。近六成受訪者認同中醫對慢性
疾病，例如癌症、糖尿病、血壓高等特別有

幫助。
身兼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的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永光表示，第五波疫情充分體現
中醫對控制新冠病毒的療效，越來越多香港
人患傷風感冒時傾向到中醫求診，但本港的
公營中醫服務不足，18區中醫門診服務的
輪候時間更超過一個月以上。

應加大治理病種數目
全港43間公立醫院和醫療機構中，現

時只有8間公立醫院參與政府的 「中西醫協
作計劃」 ，而且選定病種數目甚少，只有中
風治療、肌肉及骨骼痛症治療和癌症紓緩治
療；參與計劃的中醫人數亦有限，最終每年
只有少數病人能夠受惠。

陳永光表示，政府應擴大

「中西醫協作計劃」 至更多公立醫院，增加
選定病種數目，以及豁免病人的中醫診療費
用。政府並應增撥資源，設立專項撥款，供
院舍申請以作購買中醫或中西醫協作服務，
例如外展診症和健康檢查服務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認為，調查結果
反映市民十分支持香港中醫服務進一步普及
和發展，他促請政府盡早制訂中醫科學發展
制度，包括設立中醫專科制度，確立培訓、
考核和註冊等，並建議政府檢視《中醫藥條
例》和《輔助醫療業條例》，賦權中醫及其
他醫療專業可以互相指示和轉介病人治療，
包括成像檢測和化驗檢查。

中醫藥在新冠疫情期間發揮顯著療效，民建聯最新公布調查
結果顯示，近六成受訪者於過去一年有尋求過中醫服務，但是竟
有超過半數受訪者不知道全港18區設有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逾
八成受訪者認為，中醫服務在本港需要進一步發展和普及。

民建聯表示，現時全港設有中醫服務的公立醫院少、中醫診
金較貴，促請政府擴大 「中西醫協作計劃」 至更多公立醫院，增

加選定病種數目，以及豁免病人的中醫診療費用。

大公報記者 邵穎

中醫診所兼備教與研

民建聯早前就市民對香港中醫藥服
務意見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成
受訪市民認為香港中醫服務需要進一步
發展和普及，超過7成市民指現時推動
中醫發展及中西醫協作的力度不足夠。

調查結果完全在意料之內，中醫中
藥作為五千年華夏文明瑰寶，有華人的

地方，便有中醫中藥影蹤，能否在不同地方發揚光大，
決定於當地政策。中醫中藥在香港不能說不普及，每條
街總有一兩間中藥店有中醫師駐診，市民亦接受中醫治
療。

長期以來，受制於政府醫療系統重西輕中，公共醫
療資源大量向西醫傾斜下，缺乏公共資源的香港中醫
師，淪為配角。不少市民雖然相信中醫能治好他的病，
礙於以西醫主導的公營醫療系統收費便宜，唯有放棄睇
中醫，或者將中醫作為輔助治療選擇。

今天，香港中醫藥在許多政策及措施推動下未能快
步走，主要原因是缺乏 「上層建築」 有全盤規劃全方位
推動。其次，投放在中醫中藥的資源太少，中醫與西醫
的資源差距太大。

民建聯建議，政府發
展公營中醫服務，包括逐

步在公立醫院設立中醫部，直接由中醫部提
供院內 「中西醫協作計劃」 下的中醫服務，
並增加公營中醫服務的資助撥款等。

民建聯並建議政府，中醫診所的服務收
費由現時的120元，調整至與公營西醫普通
科門診的50元收費相若。政府並應增加中醫
診所的資助門診配額，讓更多市民更容易取
得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

民建聯又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加強宣傳

推廣18區中醫門診服務，讓市民大眾、尤其
是基層市民，能以相對實惠的價格使用中醫
優質服務。同時應增加公營中醫服務的資助
撥款，加快發展公營中醫服務。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指出，市民支持
香港中醫服務進一步發展普及的願望迫切，
香港醫療系統以西醫為主，但隨着市民對中
醫藥認識的增加，希望政府加快對中醫資源
的投入，以達至在中西合璧的治療方案下，
修長補短，為病人帶來最佳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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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倡公院逐步設中醫部

▲民建聯建議政府應逐步在公立醫院設
立中醫部，滿足市民需求。 中通社

中醫診所服務詳情

九 龍

九龍城*：何文田愛民邨保民樓
401-412室 2193 7000

油尖旺*：佐敦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2618 7200

深水埗：長沙灣政府合署1樓
2194 9911

黃大仙：樂富香港佛教醫院C座地下
2338 3103

觀 塘*：牛頭角賽馬會診所4樓
3583 4114

中西區：上環東華醫院楊國璋樓
地下及1樓
2589 4700

東 區：柴灣東區醫院專科門診大樓
地庫4樓西翼
3197 2000

南 區：香港仔水塘道10號2樓
2580 8158

灣 仔：鄧肇堅醫院日間醫療中心2樓
3553 3238

港 島 新 界

大 埔*：大埔那打素醫院J座
員工中心地下
2663 0004

元 朗*：容鳳書健康中心3字樓
2478 5769

屯 門*：仁愛分科診所5樓
2430 1309

北 區*：粉嶺健康中心7樓
2670 2130

沙 田*：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2479 2126

西 貢*：將軍澳醫院日間醫療大樓6樓
2701 1020

荃 灣：仁濟醫院C座4樓
2416 0303

葵 青：下葵涌分科診所及
特殊教育服務中心地下
2370 2216

離 島*：東涌健康中心1樓
3188 5383

▲中醫藥對治療新冠及相關後遺症卓有成
效。《大公報》早前的 「中醫藥新里程」
系列報道，引起社會關注如何推動香港中
醫藥業的發展。

背 景

政府於2018年施政報告宣布將中醫藥納入醫療系統，包
括在18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中醫診所）於地區層面
提供政府資助門診服務。

服務對象

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包括：
（a）持有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177章）所簽發香
港身份證的人士，但若該人士是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
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證，而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有
效則除外；或
（b）身為香港居民的11歲以下兒童

服務範圍

•中醫內科（包括診金及按臨床需要包不多於五劑中藥）
•針灸
•骨傷／推拿（於指定診所）

服務收費

•每次診症收費120元
•綜援助受惠人／75歲或以上的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人
免費

•醫療券或折扣均不適用
•求診人須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及相關的受助通
知書作核實其資格之用

▲民建聯調查發現，
逾八成受訪者認為香
港中醫服務需要進一
步發展及普及。

資料圖片

八成人盼中醫普及
服務擴至更多公院

調查：逾半受訪者不知18區設中醫門診

滿足需求

焦點
新聞

18區中醫診所資料

預 約

求診人
偶發性疾病
求診人

（如患感冒等）

覆診求診人

*註：適用於曾登記使用18區中醫診所服務的求診人士
資料來源： 「中醫動」 網頁

預約時段

即日或一個
工作天前

診症當日起
30天內

（由醫師建議）

預約方法

直接致電各中醫診所或
透過 「18區中醫診所」
流動應用程式*

登記處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