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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長者醫療券局限

‧只適用於港大深圳醫院

‧不適用於住院、日間手術或內鏡等
服務

建議解決方法：

‧將醫療券擴展至內地三甲醫院，亦可由香
港醫管局向內地三甲醫院購買服務，讓居於內
地的香港醫管局病人就診

醫療保險互通

‧內地醫院尚未具備國際認可的醫院評審認證，港
人的醫保未必受理

‧購買內地醫保的話，不同城市醫療報銷比例有差
異

建議解決方法：

‧特區政府應容許港人以醫療券繳付內地醫療保險
計劃保費

‧內地醫保方便居於內地港人就醫，特區政府及社
福組織應加強宣傳

‧香港特區政府及醫管局參與推動內地醫院國際化
的評審體系，並與保險業界商討加強對內地醫院
的認可

電子病歷跨境使用

‧內地不同醫院之間暫時並沒有實現電腦系統聯
通，病人無法自動獲得在另一間醫院的醫療紀錄

‧若要加強香港與內地醫院的病歷互通，香港需要
與每一間內地醫院獨立對接，而非整個系統對接

建議解決方法：

‧建立大灣區的「醫健通」系統

‧為大灣區「醫健通」設立監察制度，並要有操守
約章，防止病歷濫用

香港藥械跨境使用

‧內地僅有5家醫院可使用香港20種藥物及13種
器械

‧香港的精神科藥物難以進入內地

建議解決方法：

‧擴大「港澳藥械通」範圍，增加內地醫院使用更
多種類的香港藥物

‧讓工聯會復辦寄藥服務，方便居住內地港人繼續
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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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醫療待融合
紓解港人看病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公營醫療資源緊絀，市民動輒幾年才

排到期就醫。周身病痛，等一天都嫌長，

跨境醫療資源融合是解決兩地醫療樽頸的

出路，加上近年不少長者北上養老，加

強跨境醫療合作勢在必行。香港文匯報

追訪兩名有北上就醫經驗的港人，從他

們的經歷足見目前兩地醫療體系仍存

在不少阻隔有待消除。有人工傷後到

內地求醫，病醫好了，但申請工傷

賠償時不承認內地醫學證明，香港

醫保也不受保，無得賠。有在內

地定居長者手持價值數千元「長

者醫療券」，惟目前僅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接受香港「醫療

券」，令她得物無所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漫長，而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要輪候接受公院醫療服務更是等到「頸
長」，然而香港私營醫療機構的收費動輒上萬元，基層市民未能
負擔，故就算疫下北上就醫要先接受隔離檢疫，仍有不少港人到
內地醫病。工傷導致頸椎不適、引致大小便失禁的李先生去年風
塵僕僕到深圳及梅州醫病。由於內地醫院之間的病歷未能互通，
他浪費不少錢重複照片、照磁力共振，病是初步醫好了，但香港
工傷制度不承認內地醫學證明，香港醫保也不受保，醫療費要自
掏腰包「埋單」。

難忍港排期太長 轉內地治療
李先生因工傷引致耳鳴、眩暈、心跳過慢等症狀。他到香港公

立醫院求醫，骨科醫生只為他處方鎮痛藥、消炎藥等，沒有處理
病根，「醫生話詳細的超聲波檢查排期至明年5月，到時先決定
怎樣跟進。」
其間，李先生察覺病情不停惡化，更出現大小便失禁的情況。

心急如焚的他寧接受隔離檢疫北上就醫，也不想再呆坐香港任由
病情惡化，好不容易熬過檢疫期，「我先在深圳拍片（X光）診
斷，再找私人醫生進行中醫正骨療程，之後在梅州縣級醫院做磁
力共振。」

內地醫療費 港保險「不認賬」
跑了3個地方求醫，李先生共花費約2,000元，總算控制病情。
他保留了所有繳費單據，返港後馬上向勞工處申請工傷報銷，卻
被告知因他不在香港醫病不能報銷。他購買的醫療保險所屬保險
公司亦表示，只有在受國際認可的內地醫院就醫才能報銷費用。
他說，港人北上求醫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兒子及岳父早前就在

內地分別做過小腸疝氣手術、前列腺癌切除手術，費用分別為四
五千元及四五萬元人民幣，均不能向香港保險公司進行報銷，
「為了孩子及長者的健康，這些錢我們還可以負擔，但對於基層
市民，公院排期幾耐都只能等，因為根本負擔唔起北上醫治費
用，隨時耽誤病情或康復進度。」
李先生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將部分正輪候公營醫院服務的市民，

轉介至內地醫院就醫，其產生的費用則由政府買單或支付一部
分，以加快公營醫療輪候速度。同時，有不少香港長者選擇在內
地居住，而他們的醫療券只能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建議政
府擴大醫療券在內地醫院的使用範圍，包括拓展至其他內地城
市。

現年71歲的蕭女士，於2019年移居生活指數較香港低的廣州過
着退休生活，其間甚少回港，只有去年底曾返港度歲及覆診，
「其實來回花費不少時間金錢。當時回港要住酒店隔離，返內
地又要申請酒店隔離檢疫名額，花上萬元開支，所以暫時也
不會再回港。」

買藥多自費盡可能選平藥
她本身有膽固醇偏高及甲狀腺的長期病患，需要長期服

藥，雖然可以到港大深圳醫院覆診，其間還能使用醫療券幫補
醫藥費，但她說：「始終不是住在深圳，尤其內地也有疫情，出

行不便，分分鐘要隔離，所以根本用不到香港的醫療券，這幾年下
來已累積了數千元。就算現時醫療券每年加至2,500元，但達到
8,000元上限，不能再累積金額了。」
就算不嫌煩到港大深圳醫院就診，也未必能夠使用醫療券支付醫

藥費，因為醫療券使用範圍也有局限，只涵蓋基層醫療服務，不能
用作住院和日間手術程序，「我之前檢查發現腸胃有問題，有瘜肉
要切除，向港大深圳醫院查詢，但回覆話未必能報銷，所以用不到
（醫療券），結果我上月到廣州中山醫院做手術，自費花了6,000
元，另加2,000多元檢查費。」
藥物也是一個問題。她現在到廣州的社區衞生院覆診及購藥，但

用不到在港服用的藥物，「我每日也要服食甲狀腺藥，如果用進口
藥，每粒要6元（人民幣），單是這種藥每月就要花近200元，後
來為慳錢便改用便宜的國產藥，而膽固醇藥也是用國產藥。」
年紀大，身體自然會有其他毛病。現在內地要自費應診，對像蕭

女士一樣的退休人士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她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廣
東計劃」下每月可領取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加上積蓄，僅
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及醫療費，「老本用完才打算。」

期盼醫療券可購內地醫保
目前在內地居住的港澳居民也可辦理內地的社保和醫療保險，蕭

女士坦言，自己與不少香港長者一樣，對內地醫保制度和手續不了
解，暫時仍未購買。對香港特區政府研究以醫療券購買內地醫保，
她認為是好消息，讓他們可以在內地三甲醫院就診，以減輕每月醫
療開支負擔。
她認為對長居內地的本港長者來說，最希望是香港特區政府擴展

醫療券適用範圍至廣東省其他城巿的三甲醫院，讓他們就算沒有買
內地醫保，也可以使用香港的醫療券福利在內地就醫，真正做到福
利可攜，以減輕像他們一樣，選擇在內地退休的港人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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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數千元醫療券
居穗港長者無所用

個案一 赴內地醫工傷
港保險無得賠

個案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唐文）工聯
會副理事長兼大灣區服務社總幹事曾志文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目前約有9萬至10萬名65
歲以上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巿居住，而
醫療券2015年落戶港大深圳醫院至今，僅
1.1萬餘名長者在該院使用醫療券，而在醫管
局「慢性病患者特別支援計劃」下，2020年
底起資助未能返港覆診病人到港大深圳醫院
診治，惟至今年9月底亦只有4.7萬人次透過
計劃接受服務。她認為特區政府在擴大醫療
券使用範圍到內地其他三甲醫院的同時，醫
管局亦應盡快向內地醫院購買醫療服務，以
及建立一套大灣區的「醫健通」系統，讓病
人的病歷互聯互通。
曾志文表示，不少在內地居住的港人有長

期病患，但難以回港覆診，「尤其未恢復正
常通關更難往返香港，7月時有兩名分別居
於東莞及廣州的港人回港覆診，但打算北上
時搖不到號（健康驛站名額），他們在港已
無居所，又花光錢，要露宿街頭，後來向工
聯會求助安排住宿。」

購內地醫療服務 建病歷互聯互通
工聯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內地港人對當地
醫院具信心，反映三甲醫院的醫療水平高，
建議香港醫療券應擴展到這類醫院，而醫管
局主席范鴻齡早前曾表示有意採購內地醫療
服務，她期望盡快落實。
同時，要推動大灣區的跨境醫療合作，便

須搞好病歷互聯互通，她建議為大灣區設立

「醫健通」系統，讓香港及大灣區其他城巿
的醫院也可查閱病人的病歷和用藥情況。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認同擴大醫療券使用範
圍，並建議增加遙距醫療，但內地與香港需
要制定聯合指引及修改現行法規，「假設病
人身處內地，醫生在香港，遙距看診時『行
醫』的行為在兩地均有發生，故必須具備內
地的行醫許可及處方認證。」
在醫保互通方面，他認為特區政府可以

與保險業界商議修訂，亦可透過深圳正在
推行的醫院認證機制爭取更多醫院獲得認
證，雙管齊下，又支持大灣區醫生互相交
流，建立通曉兩地醫療標準的通用人才儲
備庫。

◆長居廣州的
蕭女士難以使
用醫療券，要
自費覆診購
藥。

受訪者供圖

◆李先生
在內地醫
院的收費
單據，香
港保險公
司「不認
賬」，無
得賠。
受訪者供圖

工聯會倡推更多內地醫院使用醫療券

◀目前，香港
長者醫療券只
適用於港大深
圳醫院，且使
用範圍也有限
制。圖為港大
深圳醫院收費
窗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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