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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

●參加資格：
獲廣東省衞健委推薦的大灣區
內地城市三甲醫院醫生，曾
加入援港醫療隊者優先

●審批程序：
依照香港醫務委員會有限
度註冊醫生機制，執業前
須通過醫委會審核

●參與人數：
首年5人至10人，未來
或逐年增加，甚至擴展
至護士、中醫等其他職
系

●開展時間：
預計今年下半年

●每名醫生交流期限：
暫定一年

●薪酬待遇：
與本地醫生一致

*交流計劃不影響醫管局
優先聘用本地醫學畢業
生的原則

資料來源：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文

逾六成港生願北上就業
過半人想創業

建社企推廣音樂港大生：融入無難度

香港公營醫療「人手荒」加劇，過去一年全職

醫生及護士的流失率分別達7.9%及9.5%，總離

職人數超過3,100人，醫管局形容情況令人憂

慮。為挽留人才及吸納「新血」，昨日醫管局大會討論

及通過一系列措施，包括開創性推出「大灣區醫生交流

計劃」，該局正與廣東省衞健委商討細化安排，擬用輪

替制度邀請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三甲醫院醫生來港工作交

流，每人為期約一年，首批人員預計有5人至10人，有

望今年下半年抵港，早前援港醫療隊成員優先考慮。另

外，該局又「拍板」向合資格員工提供低息貸款置業計

劃，預計今年第三季完成銀行招標，最快今年底開始接

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業界歡迎交流 不擔心「搶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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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就醫管局昨日公布的「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初步概
念，香港文匯報訪問多名醫生及相關團體，無論是公營，還是私營的醫生都對加強大
灣區內的醫生交流持歡迎態度。黃竹坑醫院老人科醫生黃耀明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不擔心計劃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我們在同一國家下，各地交流都是很正常的，比
如廣州醫生可能到上海去交流一年半載，來香港也是一樣。我之前認識有瑪麗醫院的副教
授，也去過北京交流。」
黃耀明指出，醫務委員會在保護本地醫生利益方面一直都比較謹慎，相信醫管局也會控制好計劃

人數，以免對本地醫療市場造成衝擊。

制度行之有效 可助解醫生荒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會務主任李子健表示，「有限度註冊」醫生制度已存在良久，在這一基礎上引進不同

醫療專才來港工作，屬合理合法，工會歡迎不同專家人員前來交流。「雖然第一批人數不多，但是他們
參與過抗疫工作，對香港醫療體制比較熟悉，相信可以一定程度緩解公立醫院醫生荒的問題。」

根據「有限度註冊」制度，這些醫生只准受聘於公院或大學等機構工作，李子健表示，過去不少
「有限度註冊」醫生本身是行內的專家或權威，對香港醫療發展有促進作用。由於這些醫生不會

進入私營市場，不存在「跳槽」問題，令公營醫療的人手更穩定。
老人科專科私家醫生佘達明表示，加強粵港兩地醫療交流是好事，「交流沒有問

題，但如果讓他們長期自由執業就要諗清楚。」他承認，目前香港醫護流失
的問題的確嚴重，人員流入流出都很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本港近年經濟
不景，一項以香港的大學生為對象的調查發
現，學生最關心是就業問題，但對就業市場
並不樂觀。為尋求更好的出路，逾六成受訪
學生表示願意到內地城巿發展，超過一半受
訪者考慮畢業後創業，首選城市為深圳、北
京或上海；接近六成半人渴望有實習機會，
大灣區內其他城巿是熱門之選，希望其經驗
日後有助增加獲中資或內地機構聘請的機
會。調查機構建議，特區政府應該加強青年
創業就業政策，協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發展多元出路。

首選深京滬 普遍認同內地機遇多
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
務協會、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等組織在今年

5月至6月進行了一項網上調查，成功訪問552
名本港不同院校的大專生，以了解他們對就
業、創業、實習的看法。
調查問及受訪學生對於畢業後的情況估算，

若以7分為「最擔憂」，受訪者平均評分為
4.97分，顯示他們對就業市場的前景並不樂
觀。整體而言，有62%受訪學生表明願意前往
大灣區的內地城市發展事業。如果以首選就
業城市計，26%人選擇包括深圳、廣州在內的
大灣區內地城市，19%學生選擇北京或上海，
另有38%留港。
在願意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學生中，有
71%受訪者認為內地機會較多，21%受訪者認
為內地有香港青年政策優惠，分別有18%受訪
者認為「融入大灣區發展」、「香港青年有優
勢」等，都是他們選擇北上的原因。

除了打工，創業亦是年輕人考慮的其中一條出
路，約有57%學生表示可能會選擇創業。在這些
學生中，最多人選擇的城市依次為深圳（23%）、
北京/上海（21%）、香港（20%）、廣州（14%）。
在有意創業者中，最多人選擇的行業為「高

科技/資訊科技/軟件/通訊技術」、「房地產/
建築/物業發展及管理業」、「醫護衞生/製
藥/社會護理服務業」等。有75%學生認為，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會更容易融入內地，
並開拓市場。在實習機會方面，有65%受訪者
渴望有實習機會，其中超過五成人願意到內地
實習，主要原因為希望融入大灣區發展、增加
被中資或內地企業聘請的機會、認識各地工作
及生活環境等。
據調查所得，不足四成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

提供足夠資源或便利政策。香港新興科技教育
協會會長洪文正認為，特區政府應制定更多便
利高科技企業的政策措施，例如寬減利得稅及
薪俸稅、住房補貼、子女教育支援等，吸引更
多高科技企業來香港設立總部或分部，為學生
提供多元化的就業崗位。
立法會議員鄧飛表示，雖然愈來愈多企業願

意提供實習機會，但更具規模的、制度化的實
習機會，仍然需要特區政府的積極介入。立法
會議員李鎮強建議，特區政府應該增加資源，
為學生做好生涯規劃工作，同時延續並大力宣
傳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讓他們以此作為「體
驗跳板」。

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昨日在醫管局大會
後會見傳媒。他指出，近年公立醫

院人手流失情況嚴重，截至今年4月，過
去一年全職醫生流失率高達7.9%，近500
名醫生離職；全職護士流失率9.5%，涉
及2,600人，情況令人憂慮。

過去一年近500名醫生離職
范鴻齡表示，推出該個交流計劃主因是
早前第五波新冠疫情嚴峻時，有見內地援
港醫療隊與香港醫生合作無間，亦幫助醫
管局提高防疫水平，故希望繼續邀請大灣
區內地城市的三甲醫院有經驗、有水準的
醫生來港工作。
至於具體邀請哪些人士，醫管局已有心
儀名單，主要是曾經參與援港的醫療隊隊
員，「不過這些隊員很多都是當地醫院所
在科室的骨幹專家，工作亦非常繁忙，未
必能走得開。」該局正與廣東省衞健委商
討，由對方推薦適宜人選，最快下半年開
展計劃，首批預計有5至10人參加，交流
約一年時間，薪酬待遇與本地醫生一致。

范鴻齡強調，交流計劃會堅守兩大原
則：以病人利益為依歸，符合兩地法規，
故透過該計劃來港的內地醫生會以「有限
度註冊醫生」形式來港，事前要通過醫委
會審批，強調計劃不會影響醫管局優先招
聘本地大學畢業的醫科生，或影響現職醫
生的升遷機會。
他續說，首批人員完成交流後，會輪替
其他內地醫生來港，計劃初期將以邀請西
醫為主，不排除日後會按同樣原則擴展至
中醫師、護士，或其他職系人員。

推低息置業貸款留人才
在員工低息置業貸款計劃方面，范鴻
齡表示，計劃旨在加強員工福利，而非
綁住員工不准離職，只適用於做滿3年員
工，最多獲相等於48個月薪酬的貸款，
上限600萬元，申請後服務滿5年，離職
不會有額外收費。計劃已經諮詢相關監
管機構，批出貸款前會評核員工的還款
能力及相關貸款安排等，預計今年底可
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劉凝哲）香港醫管局擬透
過「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邀請灣區內地城市的三甲醫院
醫生來港，以緩解香港醫生短缺的問題。有早前曾到香
港支援抗疫的醫生表示，十分歡迎該計劃，並形容是雙贏
方案，既能讓內地醫生發揮所長幫助到香港病人，也是一
次非常好的互相交流、增進醫術的機會。如各方協調好，
內地醫生樂意來港工作。
位於廣州的三甲醫院南方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呼吸

內科的王錦鴻是該院援港醫療隊隊長，也是亞博館其中一個
病區的副區長。她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的醫療
體系給了她很大驚喜。比如，香港就醫流程和醫療管理非常科學化，
「所有的操作，在經過培訓和香港同行的幫助下，我們很快掌握了。」
她對香港的醫療體系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和實踐，如果參與該計劃

來港工作1年，不會存在大難題。「內地三甲醫院接診量是很大的，
醫生應對的各種病人和複雜病症，應該會比香港醫院、醫生更多，因
此，內地醫生在臨床經驗方面或許有優勢。香港醫療行業在
循證證據方面，在科學性和規範性有優勢。如果內地醫生前往
香港工作，亦能夠得到提升。」王錦鴻認為，內地醫生前往香港
工作一年，有些類似「訪問學者」的角色，無論對內地還是香港，都
是一個雙贏的局面。於她個人而言，如果有機會，很願意參加該計劃
服務香港病人。
同為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南醫三院消化內科醫生陳培生亦表示，願意來

港工作。「去香港是工作也是學習，畢竟可以進一步參與香港醫院的核
心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雖然該計劃暫時的對象是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三甲醫院醫

生，但內地其他省市醫生也希望能擴大至灣區以外的城市。北
京一間知名三甲醫院的心內科賈醫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到香港交流累積到的經歷，有助醫生擴闊視野，掌握更多國際
化臨床資訊。他表示，目前在北京三甲醫院執業的年輕醫生，
大部分都擁有研究生以上學歷，英語溝通交流基本無礙，經過
一定的培訓相信能夠盡快適應在香港的行醫環境。

醫管局醫管局招灣區內地醫生紓招灣區內地醫生紓「「人手荒人手荒」」
優先邀援港抗疫醫生「有限度註冊」工作一年

▲醫管局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醫管局醫護人手不足情況加劇。圖為醫護人員在醫院外治療區工作。 資料圖片

◆◆調查發現調查發現，，有有6262%%受訪學生表明願意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事業受訪學生表明願意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事業。。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何漢銳希望能協助更多何漢銳希望能協助更多
弱勢社群弱勢社群。。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王錦鴻（左
一）已經熟悉
了香港醫療系
統運作流程。
受訪者供圖

◆圖為內地援港醫護工
作情況。 資料圖片

◆◆左起左起：：范鴻齡范鴻齡、、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大學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三年
級生、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外務
副會長盧羨恩表示，她不僅對音樂感到
濃厚興趣，更希望能夠服務社會，因此
在數年前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會，並經
常與非牟利機構合作舉辦不同活動，包
括慈善音樂會，「內地的市場比較大，
有很多小朋友、家長都希望接觸音
樂！」因此，她正構思舉行網上工作
坊、線上課堂，讓內地有需要的孩子也
能學習音樂。
盧羨恩曾經在內地科技企業騰訊實

習，「但由於疫情關係，我只能在香港
的辦公室裏工作。」但她與內地同事進
行線上溝通的時候，發現
兩地員工並沒有太大差
異，相信若要融入內地環
境並不困難，「大家都很
好人，指示清晰、工作有
效率！」她提醒，若有志
於往內地發展的年輕人，
需要好好練習普通話。
她又提到身邊有很多同

學都計劃到大灣區內地城
巿創業或就業，希望政府

可提供更多補貼及稅務優惠等支援服
務，協助同學適應內地的工作和生活環
境。

中大生冀累積不同社企經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生、香

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秘書何漢銳表
示，他曾經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有見
政府對聽障人士的支援不足，因此未來
希望服務這群被社會忽視的殘疾人士，
「我曾經為聽障小朋友伴讀，體會到他
們所遇到的問題，發現他們很想去發掘
自己的才能，為社會作出貢獻，但社會
環境條件不足，導致他們感到被孤

立。」
他表示，希望未來透過

工作坊等方式，教導市民
認識手語，讓大家認識弱
勢社群，「考慮到整個大
灣區的人口龐大，機遇也
多，所以我希望可以繼續
累積不同社企的經驗，將
來應用到內地的場景，服
務更多的聽障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