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3月20日起推出，資助13至17歲合資格的青少年，每年接受一
次私營牙科檢查服務，市民即日起可預約。計劃目前有114名牙醫參加，151個服務點覆
蓋全港18區。參加計劃的牙醫，收費介乎50元至780元，約六成為200元或以下。

衞生署表示，先導計劃已獲三年撥款，將透過抽樣調查、醫健通資料，了解計劃成
效並作跟進改善工作，會視乎使用情況研究會否將計劃恆常化。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責任編輯：黃格煜 美術編輯：鍾偉畧

私營醫療收費欠透明私營醫療收費欠透明 價目表未列醫生費價目表未列醫生費

消委會過去4年接獲
191宗涉私家醫院及日間
醫療中心的投訴，近半涉

及收費爭議。
消委會調查發現，私營醫療服務收

費透明度不足，不同醫院的痔瘡切除術
相差可達1.5倍，但價目資料難明，甚至
向職員查詢亦無法取得資料；有病人到
私院求醫被收取高於原先報價約一半費
用，埋單時要多付近7萬元，但醫生和醫
院互相推卸責任。消委會建議政府為價
目表的呈現方式提供指引，提升收費透
明度，並完善監管框架。

消委會昨日公布《信心與價值：提
升醫療價格透明度》研究。研究涵蓋13
間私家醫院以及128間日間醫療中心，結
果發現病人在搜集價目資料和醫療套
餐、獲取服務費用預算，以及解決收費
爭議方面，均遇到不同問題。

消委會表示，在私家醫院
或日間醫療中心的收費或價目

中，一般不會列出醫生費，亦絕少披露
醫生的定價標準。有近四成人只獲得口
頭形式的服務費用預算，日間醫療中心
提供口頭預算的情況較私家醫院更普
遍，缺乏詳盡的書面服務費用預算。一
般來說，由私家醫院、日間醫療中心，
或是醫生向消費者提供和解釋價目，現
時未有一套慣常做法，責任屬誰模糊不
清，導致收費爭議。

報價16萬 結賬23萬
消委會消費保障政策商營手法及申

訴小組主席余承章引述有個案指，醫生
報出的預算費用為16至17萬元，最後結
賬時費用高達23萬元多，醫院表示費用
是由醫生決定，醫生則表示費用是由所
屬醫療集團決定，最終未有辦法討回差
價。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表示，消委會

過去四年接獲私營醫療服務投訴，超過
45%與收費爭議相關。其中有投訴人需
做十字韌帶及半月板修復手術，醫院最
初以郵件書面報價約12萬元，但當事主
準備接受手術之際才獲告知報錯價，費
用應是17至21萬元，事主只能無奈接
受，最終實付約17.2萬元，事主投訴後
醫院提出賠償約9000元，但事主不接
受，個案未得到解決。

消委會調查又發現，私院使用醫療
套餐不普及。現時雖然所有私院都有參
加 「提高私家醫院收費透明度的先導計
劃」 ，但計劃涵蓋的30種常見治療，只
有一間私家醫院為26種治療提供套餐，
而有醫院僅為兩種治療提供套餐；部分
醫院的醫療套餐資訊亦不全面，例如不
包括諮詢費、醫生費等。

建議政府訂價目指引
消委會主席陳錦榮建議，私營醫療

機構收費未有明確法例要求前，應分階

段提升透明度，日間醫療中心主動於網
上公布價目表，政府應就價目表的呈現
方式，為私營機構訂立指引，包括採用
更方便消費者理解的分類，例如以專
科、而非單以收費類別分類。政府要明
確要求私營醫療機構，在病人治療前提
供清晰和書面的服務費用預算，列明主
要項目的明細等。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消委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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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五大建議
便利消費者獲取價目資料

要求日間醫療中心主動公開價目表，並
建立中央資料庫整合私家醫院及日間中
心過往收費數據，供消費者格價。

推廣使用醫療套餐

政府為醫療套餐的設計及推廣提供指
引，鼓勵業界設計更多套餐，明確標示
包含項目及潛在額外費用。

要求提供清晰和書面的
服務費用預算

治療前須提供列明醫生費、麻醉科費用
及有效期的書面預算，避免 「口頭承
諾」 爭議；政府就預算有效期等訂立清
晰指引。

優化現行關於提供價目資料的
監管框架及處理收費爭議的機制

釐清醫療機構解釋價目責任，加強前線
員工培訓，並要求業界制定標準化投訴
處理流程。

多方合作加強消費者教育

透過宣傳品、數位行銷及明確投訴指
引，提升公眾對透明措施的認知，鼓勵
就醫前 「五問」 （必要性、風險、替代
方案、後果及成本）。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議員倡設醫療套餐 收費更清晰

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簡介簡介

服務對象

•介於13至17歲（或將於申請參與計劃的年度內年滿13歲）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已登記加入醫健通

服務範圍

•口腔檢查
•洗牙
•按牙患風險提供牙面氟化
物劑治療

•口腔健康風險評估
•個人口腔護理建議

•口腔檢查結果報告

*每公曆年內接受一次資助服務

參加者（青少年）以共付形式向
自選牙醫支付口腔檢查費用（共付額）

政府固定資助額：
200元

參與牙醫必須同時公開 「基本牙科治療項
目」 的診金（包括X光檢查、補牙及脫牙）

參加者共付額*：
200元（建議水平）

*共付額由參與
牙醫自由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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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政府資助政府資助 青少年睇牙收費青少年睇牙收費5050元起元起
每年一次私營檢查 即日起可預約

各區服務地點數量

區域

中西區

灣仔區

東區

南區

油尖旺區

深水埗區

九龍城區

黃大仙區

觀塘區

葵青區

荃灣區

元朗區

屯門區

北區

大埔區

沙田區

西貢區

離島區

總數

醫護服務
地點數目

10

9

3

4

17

5

6

8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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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

11

7

2

2

151
資料來源：

衞生署

現時參與 「青少年護齒共同
治理先導計劃」 的牙醫，收費介
乎50元至780元。衞生署網頁顯

示，收取780元共付額的牙醫診所位於葵青
區葵芳廣場，收取50元共付額的牙醫診所位
於沙田京瑞廣場，大公報記者昨日以顧客身
份分別向相關診所查詢，獲回覆收費均包含
計劃提出的口腔檢查、洗牙等服務，暫無名
額限制，但收取50元共付額的診所不排除日
後或設每日名額。

衞生署網頁顯示，有2名參與計劃的牙
醫收取最低50元的共付額，他們同屬位於沙
田京瑞廣場的同一牙科診所；至於收取780
元共付額的4名牙醫，則同屬葵青區葵芳廣場
的牙科診所。

大公報記者昨日以顧客身份分別向最高

共付額及最低共付額的診所查詢，了解服務
範圍。兩間診所均回覆記者共付額包含計劃
提出的口腔檢查、洗牙等一系列服務，範圍
並無差異；參加者同樣可以預約本月20日起
的服務時段，暫時並未限制名額。其中，共
付額最低的診所回覆記者，未來隨接受服務
的人數增加，或考慮就每日名額進行限制。

住在觀塘區的鈔女士向《大公報》表示，
自己每年都會帶子女到內地進行口腔檢查。
她認為部分診所的共付額具吸引力，「有時到
內地檢查，算上路費和時間，真的未必有在
本港參加計劃划算」，但她對未來服務量感到
擔憂，「目前見到部分診所價錢差異很大，而
且暫時提供服務的牙醫都不算很多，如果大
家都去同一間，都怕拿不到籌」。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記者
實測

診所：服務人數增 或設名額限制

醫 健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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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網頁昨日上
線，市民可根據共付額、地區等，獲取參與資助計劃
的牙醫信息，合資格參與計劃青少年即日起可自行聯
絡診所，預約診症日期。參加者須預先登記加入醫健
通，到診所接受服務當日要帶同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114名牙醫納入計劃
計劃服務範圍包括口腔檢查、口腔健康風險評

估、洗牙、個人口腔護理建議、按牙患風險評估結果
提供牙面氟化物劑治療。至於口腔X光檢查、補牙、
脫牙等則屬於自費項目，參與先導計劃的牙醫必須公
開自費項目診金，讓公眾知悉。

計劃採取 「共付模式」 ，政府會提供200元固定
資助額，參與市民需支付 「共付額」 。共付額由參與
牙醫自由釐定，政府建議的收費水平就為200元。現
時計劃內有六成牙醫將共付額定於200元或以下，最
高 「共付額」 為780元，最低 「共付額」 為50元。

衞生署表示，現時有超過250名牙醫申請參與計
劃，當中114人已完成審批獲納入計劃，涵蓋全港18
區共151個服務點。署方上月曾表示有220間診所提

供服務，被問到為何目前數字與當時說法有出入，
衞生署社區牙科服務高級牙科醫生王詠詩解釋，處
理牙醫申請需時，加上部分醫生未交齊證明文件，
只能 「應承大家盡力追」 ，會加強宣傳，吸引更多
牙醫加入。

先導計劃獲三年撥款
不少市民關注政府為計劃預留多少預算，衞生署

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許美賢表示，衞生署會向先導
計劃撥款3年，相信即使全數37萬合資格青少年參
與，在財政上都能夠應付，會視乎使用情況研究會否
變為恆常計劃。她又指，在推出初期需加緊宣傳和催
谷，惟近期為考試季節，預期初期參與率或不會太
高，學校假期或暑假參與率應該會高一些。

被問到會否認為780元的共付額過高，以及是否
會設 「封頂」 機制，許美賢表示，相信市民會傾向選
擇共付額較低的牙醫，又指共付額由醫生自行釐定，
但需遵守公開透明原則。署方期望藉市場競爭，提高
成本效益，但已規定參與計劃的牙醫每年可加價最多
一次。

政府計劃今年內就探討
立法提升私營醫療收費透明
度諮詢業界，醫務衞生局昨

日表示，制訂建議時會參考消委會報告
和先導計劃運作經驗，並與不同持份者
保持溝通。市民、立法會議員及關注病
人權益團體均期望政府加快立法進度，
強制要求私營醫療機構公布常見醫療程
序的收費基準等。

趙小姐的兒子去年手部意外骨折，

到本港一間私家醫院進行開放式復位手
術，手術前醫生報價約12萬，包含巡房
費和醫生手術費，最後出院實付費用較
報價多了一、兩萬雜費。趙小姐說，由
於自己從事保險業，且經常使用私營醫
療機構服務，故對醫院要額外收雜費有
認知和預期，但若是首次到私家醫院做
手術的病人，或會覺得收費較原先報價
有差距。

趙小姐提醒，很多私家醫院單據上

的雜費不會列明細項，醫院亦不會預先
講明這些收費可能涉及的金額。趙小姐
認同立法提升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建
議應要求私家醫院提供更透明的收費
表，包括雜費中各種項目和收費等。

建議成立平台 比較過往收費
民建聯衞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

員梁熙向《大公報》表示，希望進一步
推廣套餐式收費，提高收費透明度，讓

病人在入院前 「心中有數」 。他又建議
仿效新加坡公布私院常見手術的收費基
準，包括手術費、麻醉費、醫療設施使
用費和醫療諮詢費等，同時設立中央平
台，在同一平台公開及比較同一種治療
程序的收費及過往收費紀錄，令市民和
保險公司掌握更多資料，提高透明度。
他期望政府探討就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
立法的工作盡快有進展。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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