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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醫療開支年增兩成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

道：醫務衞生局發布2022/23年
《本地醫療衞生總開支賬目》，期
內總開支共計約2841億元，經常性
開支佔91.6%；整體佔本地生產總
值約10%；人均醫療衞生總開支是
38670元。而總開支中，高達
61.2%屬公共醫療開支，高達約
1737億元，按年增約286億元，升
幅約20%。政府近年力推的基層醫
療健康開支急增四成，多用於預防
護理服務；整體開支達896億元。

在約1507億元公共經常性開支
中，醫院的投放額最高，佔整體
56.1%；其次是 「院舍長期護理設
施」 ，佔整體10.2%。至於近期公
眾最關心的牙醫診所服務，最新公
共開支達10.85億元，與上年度的
10.82億元接近持平；私家開支則
達85.6億元，較上年度的86.9億元
微跌。

人均醫療衞生開支逾3.8萬
政府近年力推的基層醫療健康

開支急增，2022/23年度的公共支
出達419億元，較上一年度的295

億元，增加四成，大部分用於預防
護理服務；整體開支達896億元。

局方表示，賬目顯示各主要資
金來源的醫療衞生開支金額，以及
這些資金用於的服務和提供相關服
務的機構。這些數據讓政策制定
者、研究人員和公眾能夠評估，香
港醫療系統在一段時間內的表現和
醫療衞生相關政策的成效，也能用
以與其他採用相同框架計算醫療衞
生開支的經濟體進行比較。為反映
政府為香港居民在香港境外提供越
來越多與健康相關的服務計劃，賬
目的涵蓋範圍擴至包括這些計劃，
例如在大灣區涉及的政府補貼。

根據有關賬目，期內人均醫療
衞生總開支是38670元，醫療衞生
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總計是10%。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資料比較，國際對
醫療保健支出佔GDP比例，佔比最
高的是美國，佔16.6%；其次是德
國，佔12.7%；再者是法國，佔
12.1%。至於香港鄰近的國家及地
區 ， 日 本 佔 11.5% ， 韓 國 佔
9.7%，台灣則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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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民建聯昨日舉辦 「發揮香港優勢 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民建聯高端論
壇」 ，探討如何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協助國家及本港新質生產力的

發展。論壇以線上線下形式舉行，合共逾百人參與。
行政長官李家超視頻致辭時表示，二十屆三中全會上星期在北京勝利

閉幕。全會強調要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並且提出要健全因
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期，需要積極主動
作為，面對挑戰要識變、應變、懂變，發揮香港善拚敢贏的精神，善用新
質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機會，推動經濟實現新飛躍。

李家超表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5周年。在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
以來，國家帶領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砥
礪奮進，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香
港和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一國兩制」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
石。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擁有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高度專業
化、市場化、國際化，是世界上唯一同
時擁有中國優勢和國際優勢的世界級城
市。

將創科成果應用到產業發展
香港正全力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李家超
表示，香港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科
研實力聞名國際，會繼續加強原創性科
技創新的研發，將創科成果應用到具體
產業發展。

李家超指出，本屆政府推出100億
港元的 「產學研1+計劃」 ，促進本港大
學科研成果轉化和商品化，首批資助項
目已於今年五月落實。今年內亦將推出
100億港元的 「新型工業加速計劃」 ，
為從事策略性產業的企業提供配對資

助，鼓勵他們在香港建設智能生產設
施，強化上游研發和實現以科技大數據
和人工智能等，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李家超提及，他將於今年十月發表
第三份施政報告，現正進行公眾諮詢，
並鼓勵各位繼續積極建言獻策，讓其吸
納多元意見，全力聚焦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

論壇邀請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億航智能設備（廣州）有限公司
副總裁許偉東、優必選首席財務官張鉅
發表主題演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民建聯副主
席及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仲尼都分別
主持了座談環節。

李慧琼致辭提到，在剛結束的二十
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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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中明確提出 「健
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
制」 。並且在《決定》的一系列部署
中，既有 「新」 的培育──加強新領域
新賽道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
長機制，也有 「舊」 的改造──以國家

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支援
企業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
統產業。她指出， 「十四五」 規劃賦予
了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任務，因此
本次論壇的核心就是要探討如何發揮香
港的優勢，助力國家以及香港的新質生
產力的發展。

孫東：土地及人才方面須加把勁
孫東在座談環節表示，本屆政府在

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上從上中下游產業
協調、豐富產業人才、融入國家發展上
已推出多項政策，包括去年推出 「產學
研1+計劃」 ，促進本港大學科研成果轉
化和商品化。政府又會在今年內推出新
型工業加速計劃，為從事策略性產業的
企業提供配對資助，鼓勵他們在香港建
設智能生產設施。他又提到，香港要在
多方面有所提升，以配合新質生產力發
展，包括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資源，
如土地、人才，以及與新質生產力相匹
配的政策、文化等。孫東表示香港具簡
單低稅制、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政府會繼續為企業提供政策支
持，吸引更多企業進駐香港。

經濟轉型主動作為 健全機制善拚敢贏
民建聯辦新質生產力論壇 李家超致辭



【大公報訊】本港公營牙科服務嚴重不足，立法會
本月通過《2024年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將
容許合資格非本地培訓牙醫來港執業。衞生署昨日正式
展開非本地培訓牙醫的招聘工作，申請人須根據香港以
外地方的法律註冊為牙醫，有至少一年的全職臨床經
驗，具備良好英語能力及能用中文溝通。非本地培訓牙
醫入職後月薪由7.1萬至9.3萬元。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會與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緊密
聯繫，爭取於明年第一季有第一批非本地培訓牙醫透過
機制來港，為市民服務。衞生署除了在網站公布資訊供
各地人士參閱外，也會透過與香港境外辦事處合作，在
不同地區推廣招聘工作。有興趣來港執業的牙醫，經面
試及獲有條件聘用後，可向牙管會提交有限度或特別註
冊申請，在獲批准後便能直接在衞生署工作。

衞署聘外地培訓牙醫
爭取明年首季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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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舉辦論壇，探討如何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協助國家及香港的新質生產力的
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龔
學鳴報道：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
公室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 貿 發 局 ） 昨 日 舉 辦
「GoGBA 行 業 系 列 ：
GoGBA法律界研討會」 ，
聚焦探討香港法律服務業
人才和企業可如何貢獻並
受惠於大灣區的高質量發
展，善用不同大灣區城市
所提供的優惠政策措施，
開拓大灣區的業務。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專員陳潔玲
致辭時表示，香港的法律
業界能在大灣區的高質量
發展中擔當重要角色。

陳潔玲指，中共二十
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
定》中，強調發揮大灣區

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作
用，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
端人才集聚高地。當前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入提
速換擋、縱深推進的新階
段，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
的專業服務帶來更寬廣的
發展空間，特區政府將探
討包括法律業界等不同行
業的人才和企業，如何用
好大灣區的重要機遇，並
助力推動大灣區的高質量
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
公 室 和 貿 發 局 推 出
「GoGBA行業系列」 ，為
業界提供支援。除主題演
講及討論外，本次研討會
會場亦設小組諮詢工作坊
和一對一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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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創新求突破 發揮優勢拚業績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昨日在北

京會見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一行時指出，
希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領會三中全
會精神，把握機遇，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加快
推進香港由治及興。夏寶龍的講話，是三中全會
閉幕後，首次結合會議精神對香港發展提出希
望，傳遞出重要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指引意義。
唯有改革才能適應新形勢新變化，唯有創新才能
開創發展新格局，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香港社會
各界，要有識變應變求變的改革意識，以扎實的
工作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加快推進香港由治
及興。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做出了系統部署，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
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貫徹落實好三中全會精神，關乎香港的未來，更
關乎每一位香港市民的切身和長遠利益。夏寶龍
的講話，從國家全局的角度，從具體方向和工作
要求層面，對香港提出殷切希望。對此可以從三
方面理解。

國家為什麼要推進改革開放？習近平總書記
指出，這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實現新時代新
征程黨的中心任務的迫切需要；是完善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是推動高質量發展、更

好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迫切需要；是應
對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
迫切需要。這四個 「迫切需要」 ，充分體現了高
度的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而全會通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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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魄力，推出一
系列改革舉措，開啟新一輪大發展的大幕。領會
三中全會精神，對把握當前香港面臨的形勢和規
劃未來工作，意義重大。

正因如此，夏寶龍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
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對於面臨內外環
境深刻變化的香港來說，同樣要識變、應變、求
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事實上，當前香港
內外環境複雜多變。外部形勢變幻莫測，各種
「黑天鵝」 、 「灰犀牛」 事件隨時可能發生，這

對於高度向外型的經濟體香港來說，意味着風險
挑戰的增加；內部形勢總體向好，但制約發展的
各種問題仍未得到有效化解，各種利益需求相互
糾纏，這意味着發展面臨的阻力在加大。因此，
不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香港都已到了必須以改革
促進發展、以改革化解矛盾、以改革提升競爭力
的關鍵時期。

必須深刻認識變化、積極應對變化、主動尋
求變化，香港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才能開創新發
展格局。香港各界要在深刻領會三中全會精神的

基礎上，拿出改革的魄力和勇氣。未來應當聚焦
兩大方面：第一，從制度上破除阻力，提升香港
競爭力；第二，從政策上強化力度，尋找發展突
破口。

香港擁有顯著的優勢，如今 「八大中心」 建
設正在全面向前推進。更重要的是，三中全會通
過的《決定》，明確強調： 「發揮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地位。」 這既是再次宣示了中央堅定支持香
港的立場態度，也是對香港特區的提醒和要求。
例如在金融領域，香港既要守正，更要創新，要
破除不合時宜的制度，更要創造更多有利的政
策，吸引全世界的資金來港。其他層面同樣如
此，不能以 「小政府、大市場」 的心態應對，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就是這個道理。

發展不能 「一本天書讀到老」 ，看準方向，
就要全力以赴。《決定》強調 「支持香港、澳門
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
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 、 「深化粵
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創科和大灣區發展都是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
之重，同時也是涉及問題最複雜的領域，特區政
府要敢於創新、敢於幹前人不敢幹的事，以問題
為導向，加強整體謀劃、系統布局，讓各類生產
要素便利流通，以更積極的態度，推進相關領域

的突破。同時，也要直面長期制約香港發展的各
種民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讓發展紅利真正
惠及社會各階層。

事實上，三中全會宏大的改革部署，為香港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決定》共提出超
過300項涉及制度改革的舉措，從構建全國統一大
市場、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
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到
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深化文化體制機
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等等。這些舉措不僅
將有力推進國家的發展進步，對於全世界而言都
是巨大的利好，更何況是擁有 「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 優勢的香港。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有了方向，關鍵
是落實。絕不能出現以口號代替行動、以形式代
替實幹的情況，否則再好的環境、再好的機遇，
都毫無意義。這也正正是夏寶龍主任所指出的，
要以扎扎實實的工作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把
事情一件件做起來，不斷擦亮香港的一張張 「金
字招牌」 ，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站在歷史
新起點，在三中全會的精神引領下，我們相信，
特區政府一定能帶領社會各界改革創新，穩健扎
實推進各項舉措，不斷實現新的發展突破，大步
朝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