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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院管理局將於下月6日起推出「電子

病假紙」，無論是醫管局門診、公立醫院或遙

距診症發出的病假紙，醫生簽署全部改為電子

簽名。病人可以直接在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

「HA Go」內儲存及分享電子病假紙予僱主，

遺失、忘記領取或要更改病假紙的病人，日後

無須再返回醫院或診所領取。推行初期，醫管

局會按病人要求繼續印發紙本病假紙，暫時亦

沒有全面取代紙本病假紙的時間表。

醫管局下月起發電子病假紙
用App下載可傳給僱主 推行初期紙電並行有得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李立業昨日於記者會
上公布，由下月6日起，醫管局會推行電子簽署的

電子醫生證明書（俗稱電子病假紙），病人可於醫管局手
機應用程式「HA Go」自行存取，以及分享予僱主，以便
告假。初期與紙本病假紙兩者並行使用，目標在推行一段
時間後逐步減少紙本醫生證明書，以配合智慧型醫院及遙
距診症的發展，暫時未有全面取締紙本病假紙的時間表。

採醫生電子簽名加密二維碼
李立業表示，電子病假紙會採用醫生電子簽名和加密二
維碼，好處是方便直接、便利省時及安全妥當，「醫生不
用再手寫簽名，在『HA Go』內方便儲存及分享假紙，加
密二維碼作核實用途可進一步提高安全性。」而日後接受
遙距診症，遺失或需進行更改資料的病人，亦無須再返回
醫院或診所領取假紙。「我們有較年輕的員工，他們可能
會非常適合、覺得無問題，但我們都有員工未必真的會很
習慣。我們需看一看進程，然後再適時檢討，但我們絕對
有這樣的方向，我們希望可減少紙張，能支持環保。」
醫管局醫療信息主管彭育華介紹，日後醫院或診所除了
會派發紙本病假紙外，亦會發送電子病假紙，到病人
「HA Go」個人賬戶的「我的紀錄」選項內，方便儲存及
按「分享」按鈕遞交予僱主等，僱主只要掃描加密二維
碼，再輸入病人姓名及病假日期等資料，便可核實假紙是
否由醫管局發出，彭育華表示電子病假紙可減少遺失紙本
證明書的風險，方便病人存取，提升病人整體的服務體
驗。
「醫生紙」推行數碼電子化，長者使用會否有困難？對
此，彭育華表示，隨着時間、科技的普及，會有愈來愈多
人使用手機應用程式，局方亦會聆聽長者意見，採用對長
者友善的設計，並提到程式內設有照顧者模式，方便長者
的家屬使用應用程式，同時，希望有更多長者能夠給
「HA Go」提出建議，以更方便長者們使用。

料不會出現濫用病假紙情況
至於推出電子病假紙，會否造成普通病人或遙距診症病
人濫用，李立業回應指，局方會細心選擇一些可以遙距診
症的病症，相信醫護人員都會小心處理這些情況，並根據
病人的實際情況來發放證明書，相信不會出現濫用病假紙
的情況。至於醫生轉介信會否都電子化，醫管局稱由於涉
及私家醫院，要時間研究。
目前，醫管局每月發出約15萬張病假紙，而醫管局流

動應用程式「HA Go」的下載量累積超過220萬人次，活
躍用戶約17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醫管局昨日公
布，下月6日起推出電子病假紙，屆時病人前往醫
管局診所、公立醫院或遙距診症求醫時，將可透過
該局的手機程式「HA Go」下載及分享電子病假紙
予僱主。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把病假紙電子化是改善病人體
驗的配套之一，有助配合遙距醫療的推展，但該措
施成敗在於局方的宣傳，必須加強推廣，增強僱主
認知，電子病假紙的認受性才能與紙本病假紙看
齊。

電子二維碼普及 推行時機合適
彭鴻昌認為，疫情期間，「安心出行」等電子二
維碼十分普及，市民普遍有能力操作電子裝置，現
在是推行電子病假紙的合適時機。他指出，過去遙

距看診後，院方要再寄出或由病人親領病假紙，而
電子病假紙會採用電子簽署，醫生無須再手寫簽
署，電子簽署與傳統的簽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這表示醫生證明書數碼化是發展智慧醫院的一個重
要里程碑，完善整個遙距醫療服務的流程，亦有助
醫管局提升病人的滿意度。
此外，他指出以往病人或者僱主會發生遺失病假

紙的情況，需要向醫院的醫療紀錄處申請一份醫事
報告，日後電子病假紙可減少遺失紙本假紙的風
險，方便病人存取，提升病人整體的體驗。
對於有市民擔心電子病假紙是否存在「呃病假」

的情況，彭鴻昌表示此發生的概率很低，醫管局特
定網站有供僱主查看病假紙真偽的功能，「僱主只
要掃一掃二維碼、輸入僱員姓名或日期，就即時可
以驗真驗假或有沒有作弊，病假紙會更加可靠。」

倡向基層提供智能手機津貼
不過，彭鴻昌也承認基層市民因自身經濟條件，

未能使用新型號的電子產品，甚至仍未改用智能手
機，無法下載電子病假紙，他建議特區政府可以向
弱勢群體提供購買智能裝置的津貼，並在電子病假
紙的操作上，對在職長者提供協助。
就有市民擔憂電子病假紙是否有認受性的問題，

他表示雖然現時多數企業都用電腦系統記錄員工病
假，但醫管局仍要加強對僱主的宣傳，讓僱主明白
電子病假紙的相關操作，才能在運作初期避免電子
病假紙不被承認的亂象出現。
現時本土仍有疫情案例，彭鴻昌建議醫管局重啟

新冠的指定診所及遙距診症服務，方便確診者可以
取得相關電子病假紙，以配合遙距醫療的發展。

團體促加強推廣 增強僱主認知

電子病假紙教學
病人查看電子病假紙
◆醫生證明書（病假紙）的電子版本會自動儲
存在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HA Go」

◆進入「HA Go」的單元「我的健康」
◆進入「我的紀錄」
◆便能查看過去兩年的病歷紀錄
◆點擊所需日期，就能顯示醫療證明，有需要
時亦可自行列印

◆獲發放到診證明書的病人，其電子版本亦同
樣會儲存在「HA Go」

分享予他人或僱主
◆在「HA Go」找到相關醫療證明
◆按動醫療證明右上角的「分享」按鈕
◆出現相關二維碼
◆讓僱主掃描該二維碼，再按指示輸入病人資
料，就能查閱病假紙

你問我答
電子病假紙有何優點？
◆1.可以在「HA Go」發放及儲存→方便直接
◆2.可以電子簽署→便利省時
◆3.加密二維碼核實→安全妥當

電子病假紙對病人有哪些好處？
◆1.電子病假紙（電子醫生證明書）會儲存在
病人「HA Go」賬戶兩年，方便重複查看

◆2.除了方便儲存及分享，接受遙距診症或需
要更改病假的病人也可免卻為了病假紙而要
返回診所或醫院

◆3.在計劃推行一段時間後，醫管局可以逐步
減少印刷紙本證明書，減少資源浪費

▲李立業（左）公布，由下月6日起，醫管局會推行電子簽
署的電子醫生證明書。彭育華（右）介紹，日後醫院或診所
會派發紙本及電子病假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醫生證明書的電子版本會自動儲存在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HA Go」的單元「我的健康」內的「我的紀
錄」，病人可用此申請病假或作為到診的醫療證明，有需要時亦可自行列印。

◀電子病假紙（電子醫生證明書）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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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指，地政總署去年開始在招標賣
地及短期租約條款內加入國安法適用條
文，政府除了有權因國安原因取消入標資
格，更有權因國安考慮中止短期租約。地
建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回覆媒體查詢時表
示，最新做法對發展商投地意慾沒有太大
影響，又指保護國家安全是應份的。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愈健全，國家安全愈
有保障，有助維持有利的營商和投資環
境，發展商、外資對投資香港信心更強。
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國外在土地物業
交易加入國安條例限制，普通尋常，有人
聲稱擔心賣地增設國安條款「嚇走」外
資，未免杞人憂天。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國家安全、社會
安定、市民安心，促進香港經濟重新發
展，如今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發展
商、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更有信
心。根據投資推廣署和政府統計處在過去
5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香港境外母公司
的駐港公司（海外及內地公司）數目在
2018 年至 2022 年的 5 年間一直維持在
9,000 間左右。擴充香港業務或維持不變
的公司比例過去5年維持在平均約73%，
而未肯定業務計劃的公司比例則穩定地由
約18%至21%下跌至 16%，逐步終止或遷
離香港的公司比例在過去5年維持在約3%
的低水平。數據反映，香港仍然是具競爭
力和吸引力的國際城市。

香港恢復法治穩定、重回正軌，「背靠
國家、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更明顯，不
少外資以香港作為踏腳石開拓內地市場，
內地企業亦以香港集資作首選，海內外投
資者積極考慮、部署在香港增加投資、擴
大營運規模。本地發展商、海外投資者在
港競投土地，涉及龐大金額，是一項長期
投資，當然希望香港安穩，也會自覺遵守
香港法律。海外投資者在港依法經商，分
享內地機遇，有什麼理由反對、害怕香港
國安法？近年不少大型物流地及工業地皮
均有外資競投及中標，正正顯示外資用真
金白銀對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的香港投下信
心一票。正如梁志堅直指，「外資公司決
定投資在香港，又怎會做危害國家安全的
事？」他補充，其實每個國家都會設有相
關措施，以保障國家安全。

在土地交易方面加強立法，消除國家安
全風險，在國際上司空見慣。近期，出於
國家安全考慮，美國至少有 11 個州正考
慮制定、出台相關法律，限制外國人在當
地持有農田或房地產。加拿大國會去年6
月通過一項「禁止非加拿大人購買住宅物
業法案」，禁止非加拿大人和非加拿大人
控制的公司在當地購買特定的住宅物業。
美加為保障國安或本地人利益，對外國人
或外國企業購置本地物業作出限制，在當
地波瀾不驚，被視為正常合理，本港賣地
增設國安條款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賣地增設國安條款點會「嚇走」外資？
運輸署昨日宣布，「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

務於青沙管制區的實施日期，由本月26日延至5
月7日。運用電子繳費是大勢所趨，「易通行」
是本港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一步，可惜由於
宣傳不足、申請程序複雜，令不少運輸行業人士
無所適從，引起抱怨和擔憂。政府應利用延期實
施「易通行」的時間，廣泛諮詢業界、聆聽意
見，簡化申請程序，協助業界申請使用，進一步
優化「易通行」，為本港推進「智慧出行」、建
設智慧城市積累寶貴經驗、加快進程。

「易通行」通過設備讀取經過隧道車輛貼於
擋風玻璃處的繳費貼，自動收取隧道費。未來車
輛過隧道時無須停車或排隊繳費，行車更順暢，
方便駕駛者以多種付款方式繳付隧道費，車輛過
隧道時無須轉線，可以提升道路安全。政府今年
1 月 6 日宣布，政府收費隧道今年會陸續實施
「易通行」，全面取代人手及自動收費亭收費，
青沙管制區將於 2 月 26 日第一個實行。「易通
行」是以現代科技加快行車效率、改善塞車的變
革之舉，符合以智慧出行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大
勢，青沙管制區率先實行「易通行」試點，若推
行順利，有利於在更大範圍推行「不停車繳費服
務」，對改善本港交通、提升社會運作效率大有
助益。

可惜，「易通行」推行部署失當，引起不少
抱怨。據業界反映，「易通行」至少有三大缺
失：首先是推行措施過急，宣傳未能普及，有多
達4,000名的士司機不清楚申請程序，尤其是未
顧及不少職業司機年紀較大，不熟悉運用電子科

技， 加上申報程序十分複雜、步驟繁多，當局
亦無安排足夠人手幫助司機申請，有業界中人形
容「一個亂字」；二是，未充分考慮的士、小巴
業界的高流動性，或會令車行、車主、司機如何
分清隧道費有麻煩，甚至容易造成利益紛爭；三
是繳費貼準備不夠，導致繳費貼賣斷市，目前仍
有四成司機未買到繳費貼。

運輸署推遲實施「易通行」，有立法會議員
認同政府採納社會意見，是負責任做法，相信
可避免「易通行」正式推行時出現亂象，或導
致不可預計的意外發生。運輸署還宣布多項完
善措施，包括將在全港加設20個諮詢站，協助
車主申請「易通行」服務；隧道費服務商會加
派人手到現有的 4 個客戶服務中心和 4 個服務
點，協助市民申請和使用「易通行」服務，並
加派人手處理熱線電話查詢；專門增設的士業
界申請使用「易通行」服務點，並推出外展服
務、向的士業界講解如何使用「易通行」等。
有建議指出，當局應繼續「易通行」的測試工
作，讓已收到車貼的司機試用，發現問題及時
向當局反映，以便作出優化。希望相關措施能
亡羊補牢，解決車主、職業司機不適應、使用
難等問題，緩解社會焦慮，以利「易通行」順
利實施。

此次教訓再次反映，任何政策措施在推出
前，都必須加強與業界和持份者的溝通諮詢，認
真傾聽業界意見，準確把握社會關切，對症下藥
解決市民所困，政策措施落實才能事半功倍、真
正便民利港。

簡化申請提供協助 令「易通行」便民利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