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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轄下的基層醫療署正式
成立，加強整體基層醫療服務。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基層醫療
署會更全面地統籌管理公私營界別的基
層醫療服務、制訂標準和設立質素保證
機制，全方位鞏固和促進基層醫療發
展。政府會研究制定新法例，賦權基層
醫療署權限和法定權力，界定服務提供
者的服務質素及標準等。

政府正按照《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推動基層醫療發展，去年11月推出的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現已
有逾4.9萬名市民、逾540名家庭醫生參
加，覆蓋650個服務點。

基層醫療署將承接現有基層醫療健康辦
事處的工作，由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舟帶
領，專責管理與基層醫療相關的服務供應、
標準制定、質素保證和人員培訓，並透過策
略採購統籌處，以策略採購方式規劃基層醫
療健康服務及分配資源，從而加強整體基層
醫療服務。

研設社區藥物名冊及社區藥房
基層醫療署有三大重點工作，包括統籌

基層醫療服務，加強跨界別及跨組織協調，
與醫院管理局重新檢視普通科門診的服務範
圍，與衞生署商討重整婦女健康中心和長者
健康中心服務，加強地區康健中心作為基層
醫療服務樞紐及個案經理的角色，並研究設
立社區藥物名冊及社區藥房計劃；制訂標準
和協定護理流程，確保基層醫療服務質素，
建立更有系統的病人轉介機制，連貫各地區
康健中心，並透過醫健通整合及互通資訊；
加強基層醫療專業人員培訓，設立涵蓋所有
基層醫療專業人員的《基層醫療名冊》，並

訂定資歷和培訓要求，與學術或培訓院校合
作設計和提供培訓等。

政府會研究制訂新法例，賦予基層醫療
署權限和法定權力，包括界定基層醫療服務
提供者、審核和監察相關人員的服務質素、
訂立適用於私營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
標準，以及設立服務質素保證機制等。

醫衞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作為發展基層
醫療的專責機構，基層醫療署會整合和統籌
由衞生署、醫管局、非政府機構、私營醫療
界別不同單位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以及發
展全新服務和管理模式，全方位鞏固和促進
基層醫療發展。他又說，衞生署、醫管局各
有分工，基層醫療定位為醫療服務金字塔的
基礎，同時為醫院及醫療機構第二和第三層
專科醫療服務把關。

為協助基層醫療署有效發揮職能及行使
其職權，政府同時成立由官方和非官方委員
組成的基層醫療委員會，彭飛舟兼任主席，
匯聚多方智慧，向該署提供多角度建議。非
官方委員涵蓋不同家庭醫學、中醫、牙科相

關範疇的專家和其他專業界別人士。委員會
各委員的任期為兩年。

逾4.9萬人已參加「慢病共治」
政府表示，正按照《基層醫療健康藍

圖》推動基層醫療發展，去年11月推出 「慢
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後，反應正面，
截至本月11日參加人數已超過49000人，並
有逾540名家庭醫生參加計劃，覆蓋650個服
務點。今年6月登記於《基層醫療指南》內
的西醫數目，較2022年底《藍圖》公布時增
加超過四成，反映家庭醫生網絡正逐步形
成。

立法會議員顏汶羽歡迎政府成立基層醫
療署，但認為 「慢病共治」 計劃參與率及地
區康健中心的會員人數仍有待提升，期望基
層醫療署在加強跨界別及跨組織協調時，做
好推廣宣傳及增強社區支援網絡的統籌工
作。他又建議把 「慢病共治」 計劃的公私合
作和共治模式擴展至老人科、婦科、兒科和
學童保健服務。

基層醫療署成立 全面統籌公私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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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健康專員
彭飛舟醫生

周偉強醫生
甘博文博士
林正財醫生
林永和醫生
李金鴻
梁卓偉教授
李嘉欣醫師

李國棟醫生
吳文達醫生
彭耀宗教授
羅鳳儀教授
謝雪兒醫生
黃志基教授
黃仰山教授

梁世民牙科醫生

非官方委員

醫務衞生局副秘書長（或代表）
衞生署副署長（或代表）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或代表）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秘書長（或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或代表）
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或代表）
醫院管理局總護理行政經理（或代表）

《藍圖》五大改革方向 預防疾病為重 醫改邁出重要一步

資料來源：醫務衞生局

基層醫療委員會名單

主席

官方委員

◀基層醫療署
會更全面統籌
管理公私營界
別的基層醫療
服務。

▼

政
府
在
各
區
陸
續
開

設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
加

強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特區政府於2022年
底公布《基層醫療健
康藍圖》，為強化基
層醫療健康系統制定
發展方向及策略。

【大公報訊】為應對人口老化、慢性疾病日益普遍所
帶來的挑戰，政府於2022年12月公布《基層醫療健康藍
圖》，就醫療系統進行系統性改革，將焦點從治療轉向至
預防疾病，希望扭轉香港 「重治療、輕預防」 的醫療體制
和觀念。

改善市民整體健康
《藍圖》提出五大基層醫療健康改革方向，加強香港

基層醫療服務。策略包括以預防為重，以社區為本，以家
庭為中心， 「早發現，早治理」 ，願景是改善市民整體健
康狀況，提供連貫全面的醫療服務，並且建立可持續的醫
療系統。政府會分短、中、長期逐步推展《藍圖》各項建

議。
《藍圖》重點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建立社區基

層醫療系統，推出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加強基層
醫療服務管理，分階段把醫務衞生局轄下的基層醫療健康
辦事處改組成基層醫療署，建立基層醫療服務與專科及醫
院之間的雙向轉介機制；整合基層醫療健康資源，更廣泛
地運用市場能力，以 「共同承擔」 原則推行由政府資助的
基層醫療健康計劃；規劃基層醫療人手，加強所有基層醫
療服務提供者的基層醫療相關培訓；改善數據互通及健康
監測，將 「醫健通」 轉型為集醫療數據互通、服務提供及
流程管理於一身的全面和綜合醫療資訊基建，規定所有基
層醫療服務提供者使用 「醫健通」 等。

政府研修例 賦權設服務質素保證機制

成立基層醫療署，加強基層醫療服
務管理，是特區政府《基層醫療健康藍
圖》其中一項建議，也是本港醫療系統
改革重要一環。

多年來，政府一直透過衞生署及醫
管局直接提供由公帑資助的基層醫療健
康服務，以及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
基層醫療健康及社會服務，包括自2009
年起推行的長者醫療券計劃、自2014年
起推行的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以及自2016年起推行的大腸癌篩查計劃
等，但計劃往往予人政出多門的感覺。

成立基層醫療署後，可望全面統籌
管理公私營界別的基層醫療服務、制訂
標準和設立質素保證機制。

政府公布，基層醫療署將與醫管局
重新檢視普通科門診的服務範圍，與衞
生署商討重整婦女健康中心和長者健康
中心服務等。政府已在多區設立地區康
健中心及健康站，並推出 「慢病共治」
先導計劃，成立基層醫療署後，應重新
定位普通科門診服務，優先照顧弱勢社
群，特別是低收入家庭和貧困長者。

鄭文迪

從重治療到重預防
醫務衞生局轄下的基層醫療

署昨日正式成立，承接現有基層
健康辦事處的工作，專責管理與
基層醫療相關的服務供應、標準
制定、質素保障和人員培訓工
作。同日成立的基層醫療委員
會，協助基層醫療署有效發揮其
職能及行使職權。

基層醫療署的成立，標誌着
香港公共醫療體系的重大改革，
在治療理念上，由重治療轉向重
預防；在服務主體上，由公立醫
院轉向社區康健中心，達到減少
急診室排隊、優化醫療資源分
配、提升市民福祉的目的。

公院急症室總是大排長龍，
增加急症室收費固然可以減少急
症室被濫用的情況，但治標不治
本。事實上，市民一有頭痛腦熱
就湧去急症室，除了公院收費較
私家便宜，也因為市民無法判斷
自己病情的輕重。建立基層醫療
體系後，情況將大為不同，患者
首先向基層醫療求助，嚴重個案
則被轉介至公立醫院。如此一
來，就達到分流的目的，讓急症
室為真正有需要的市民服務。

基層醫療體系由婦女健康中
心、長者健康中心、賽馬會診
所、私家診所等機構組成，但長
期處於一盤散沙局面。基層醫療
署成立後，負責整合這些社區醫
療資源，形成健康網絡。基層醫
療署還可以透過策略採購統籌，
以策略採購方式，規劃基層醫療
健康服務和資源分配，從而加強
整體醫療服務。

特 區 政 府 去 年 第 四 季 推 出
「慢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積

極招募私家醫生參與，這是完善
基層治療的重要一步。參與計劃
的醫生成為家庭醫生，通過與病
人建立長期的醫患關係，提升市
民防治慢性疾病的知識和能力，
提升其對健康風險的認知能力，
從而達至未病先預防、有病則及
早治療的目標。基層醫療體系將
病痛解決在社區層面，從而大大
緩解公院急症室的壓力。

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
下醫治已病。這一中國傳統治療
理念，將隨着基層醫療體系的建
立而逐步得到實現，從而更好守
護市民健康。



熱評

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貢獻香港力量
舉世矚目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昨

日在北京開始舉行，習近平總書記代表
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並就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討論稿）》
向全會作了說明。在時代發展的洪流
中，中國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不斷
以自身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作
出新貢獻。香港要抓住這一時代機遇，
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實現自
身更好的發展。

中共十八大開啟新時代，十多年
來，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從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到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
72次重要會議，引領波瀾壯闊、氣象萬
千的改革航程。72次中央深改委（領導
小組）會議錨定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進
行頂層設計，審議通過600份改革文
件，指引各方面出台3000多項改革方
案，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推動國家和
人民的各項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改革體現了問題導向，一次又一次
會議，正是以問題為抓手，讓改革有的
放矢、縱深推進，包括改革人民法院案
件受理制度、改革招生制度、建立自貿
區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令

人耳目一新，並在實踐中確保精準發
力、落地生效；改革體現了 「人民至
上」 ，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
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戶籍制度
改革、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的醫療改革、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環境治

理……；改革啃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農村改革如是，司法體制改革、院士制
度改革亦如是，大刀闊斧，迎難而上。

當前及未來的一段時期，是以中國
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偉業的關鍵時期。而深化改革開放是實
現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去年4月，中
共二十大閉幕後召開第一次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員會會議，明確要堅持用改革
開放 「解決發展中的問題、應對前進道
路上的風險挑戰。堅持以開放促改革、
促發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
制，積極主動把我國對外開放提高到新
水平。」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傳遞出了 「敢於向頑瘴痼疾開刀，勇於
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
的強烈信號。

國家四十多年改革開放，改變了中
國，也影響了世界。 「一國兩制」 下的
香港，在波瀾壯闊的國家改革開放和現
代化建設的洪流中從未缺席。香港為國

家改革開放作出歷史性貢獻，而國家改
革開放也促進了香港的發展，成就了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香港既是國家改革
開放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也是貢獻者和
受益者。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香港就
沒有今日的成就。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
必將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座里程
碑。香港社會對此高度關注，這是推動
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又一重大歷史契機，
必須抓住。香港要更加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加快推進大灣區建設，擔當好
國家深化改革開放排頭兵、試驗田的角
色；香港要對接好國家發展戰略，發揮
好同國際規則順暢銜接的優勢，在構建
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重要
功能；香港要加快推動科創建設，助力
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也是香港推動
經濟轉型、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
的必由之路。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壯闊洪流
中，敢為天下先，敢做弄潮兒」，習主席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時，高度評價
香港的角色和作用，這也是對香港提出
的要求和任務。在全力以赴助力中國式
現代化建設的征途上，香港將共享民族
偉大復興的榮光，重鑄新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