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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公營牙醫人手
香港牙科服務長期供不應求，香港人口與註冊牙醫人

數比例為每千人平均分配0.37名牙醫，較內地和其他鄰近

地區均偏低。香港不少團體和組織均呼籲增加公營牙醫人

手，以紓緩基層市民牙科服務。早前，特區政府就修訂

《牙醫註冊條例》展開的諮詢今日結束，初步修例方案採納

大部分由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於2019年提交的報告意見。

初步修例方案包括開設「有限度註冊」、「特別註冊」等途

徑開拓牙醫資源，及要求本地牙醫學生畢業後必須在指定

公營機構實習指定年期，才可正式註冊。牙管會主席李健

民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是次修例是香港牙

醫專業的重要里程碑，解決現時社會對牙科服務的需求，有

助保障病人權益，及維護公眾對牙科專業的信心，希望業

界同心協力、服務大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談到香港偏低的牙醫人口比例，李健民認為不能單從數字
高低看待問題，而是要看整體供求關係。目前，香港約

八成註冊牙醫在私營市場執業，公眾主要關注的是公營輪候情
況嚴峻，公營牙科服務供應不足，故應着眼於提高公營牙醫人
數。
他分析，由於服務範圍不同，相對西醫，牙醫缺口實際並不
太大，估計數以百計。近年，香港大學亦逐步增加牙醫課程的
招生名額，由每年50人逐步增加至2022/23學年的90人，相
信可彌補一部分即將退休的人手，「2017年我們已經發現業界
有人力老化情況，超過55歲的牙醫佔比45%。」
就修訂《牙醫註冊條例》諮詢文件提及的各項新措施，李健

民表示，牙管會支持有關建議，包括增加畢業生實習要求和全
面檢討註冊架構，該會已於本月初就諮詢文件提交意見。

盼綁定年期結束後 引進牙醫需考試
在引進非本地培訓牙醫方面，李健民表示，香港在西醫領域

已有相關經驗，可供非本地牙醫參照。引進的人員需要受到公
營機構聘用，及通過牙管會的評核，和在該機構綁定一定工作
年期，屬「雙軌保險」，「我們要為業界把關，做好監管工
作，作為僱主的公營機構也對引進牙醫的工作表現有評估，如

果表現不佳，也無法持續獲得聘用。」牙管會希望在綁定年期
結束後，引進的牙醫需要通過指定考試，才可自由執業，該會
並支持其他各項擬議的新註冊類別。
對業界反應較強烈的額外實習期，李健民強調，在殷切的公

營牙科服務需求之下，業界的自我要求亦應與時俱進。實習人
員能夠一定程度解決公營機構的人手緊缺問題，還能提高他
們的專業水平。初出校園的學生可在實習中掌握寶貴的實戰
經驗，治療不同年齡、種族的患者，擴展臨床接觸面，進而
提高整體牙科服務質量。
有學生因為可能無法如期執業而失望，他直言，牙醫的職業

生命很長，也是近年考生最樂意報名的專業之一，相信其背後
除了職業前景、收入等考量，學生們還有一份服務社會的初
心。

擬加強輔助人員註冊規管架構
李健民又提到，牙管會有意加強牙科輔助人員的註冊及規管

架構。牙科輔助人員包括牙齒衞生員和牙科治療師，前者現時
採用登記制度，全港約數百人，而後者只受僱於衞生署，在政
府學童牙科診所等機構工作。牙管會希望將上述人員納入其管
轄範圍內，通過加強牙科輔助人員的培訓，分擔牙醫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立醫院醫生流失問題
持續，立法會財委會文件顯示，去年度公院醫生流失率
為7.7%，共有486人離職。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昨日
在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透露， 局方現在招聘時已
不再硬性要求醫生必須懂廣東話，「專業知識和技術係
我哋最重視的，反而語言，我哋有辦法處理到。」
公院去年度醫生流失率為7.7%，部分專科更出現人手

負增長，急症室醫生最為「重災」，醫管局7個聯網中有
6個聯網都出現取錄的醫生不及離職人數多。《醫生註冊
條例》去年修例後，設立特別註冊途徑，讓非本地培訓醫
生來港行醫，但去年度經特別註冊途徑來港的醫生僅5人。
在昨日財委會特別會議上，有立法會議員質疑醫管局要

求境外醫生必須懂廣東話才能來港行醫，門檻太高導致計
劃乏人問津。高拔陞澄清，醫管局已不再有這種硬性要
求。他早前到英國介紹香港公立醫院工作情況時，亦有部
分外籍醫生表示有意來港工作，但完全不懂廣東話，醫管
局照樣與他們接洽。事實上，醫管局目前也有不少有限度
註冊的醫生是不懂廣東話，而他們的表現均十分理想。
同時，為增加人手供應，醫管局已聯絡將於未來5年

退休的醫護，其中有八成人願意退休後延任，顯示相關
計劃初見成效。

研長者醫券「過河」內地城市使用
會議上，民建聯議員李世榮表示，香港公營牙科服務

不足，政府可否資助長者到內地一些牙科醫院使用服
務。署理醫務衞生局局長李夏茵表示，明白長者對牙科
服務的需求，但由於人手不足，增加有關服務會有難
度。面對長者的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的問題，局方正
積極研究長者醫療券能否「過河」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使
用，並考慮讓長者以醫療券在內地購買醫療保險。
醫務衞生局表示，每月均會與醫管局有定期會議，檢

視包括招聘和人手流失情況等各方面工作績效。醫務衞
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補充，政府會因應服務需要，增
加牙齒衞生員、牙科治療師和牙醫的培訓，稍後修訂牙
醫註冊條例時，會一併加入相關建議，希望今年下半年
將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牙醫註冊條例》擬修例方案
增加本地公營牙科體系人手
◆本地牙科畢業生，須先於指定公營機構實
習一年，才可正式進行註冊

◆本地培訓非專科註冊牙醫，須於指定機構
服務指定年期（暫定兩年），才可正式進
行註冊

◆獲衞生署支援、註冊本地培訓專科註冊牙
醫，其後獲專科資格後繼續在衞生署服務
兩年至5年，年期視乎署方批出資助額、
進修假期長短而定

引進非本地培訓牙醫
有限度註冊：獲可接納資格、並已獲指明機
構全職受僱工作的非本地培訓牙醫，在指定
機構進行牙醫工作，工作期限以3年為限，
牙管會可批准續期
若有限度註冊人士在指明機構受僱滿5年，
可完全豁免許可試或只需參與臨床考試，即
可正式註冊

特別註冊：非本地培訓牙醫，並持有香港牙
科醫學院頒授的專科院士名銜，或醫專認可
專科資格，在指定機構進行牙醫工作，工作
期限以3年為限，牙管會可批准續期
若特別註冊人士在指明機構受僱滿5年，可
完全豁免許可試，進行正式註冊

暫時註冊：來港作臨床教學或研究的牙醫在
公私營機構進行牙醫工作，為期不超過14
天
暫時註冊人士不能轉為正式註冊

註：指定機構包括港大、菲臘牙科醫院、衞
生署、醫管局，或其他由醫衞局局長透過
「先訂立後審議」附屬法例指明的機構

資料來源：醫衞局諮詢文件

香港近年牙醫數字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資料來源：牙管會年報

註冊
牙醫人數
2,441
2,500
2,553
2,611
2,651
2,706

居港
註冊牙醫
2,225
2,287
2,334
2,392
2,430
2,460

當年首次
註冊牙醫

70
65
71
69
60
62

挺修例保病人權益挺修例保病人權益

醫管局招聘醫生 不再硬性要求懂粵語

牙管會：牙醫專業重要里程碑 維護公眾對牙科信心

◆ 部分工聯會工人醫療所設有牙科服務，
不少病人輪候睇牙醫。 資料圖片

◆◆ 李健民表示李健民表示，，是次修例是香港牙醫專業的重是次修例是香港牙醫專業的重
要里程碑要里程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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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日在多個場合表
達歐洲應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努力實
現戰略自主。這番言論得到歐洲不少
政治人物的呼應，但也遭到美國和歐
洲親美力量的質疑和批評。在俄烏衝
突、兩岸關係等議題上，歐洲逐漸覺
醒看到自身戰略利益與美國不同，盲目
做美國的「追隨者」只會令歐洲吃盡苦
頭，美國對此的批評只能暴露出裹挾歐
洲的企圖。美國的霸權主義和中國倡導
的尊重各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誰更得人心顯而易見。

馬克龍的言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
些歐洲領導人的覺醒，體現了歐洲捍
衛自身利益，在世界多極化格局中扮
演更重要角色的雄心，這也是近現代
以來歐洲幾代政治家努力的目標。

馬克龍的言論有兩個要點，一是在
台灣問題上：兩岸關係的惡化並不符
合歐洲的利益，歐洲應強調奉行一個
中國政策，追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二是俄烏衝突令歐洲高度依賴美國主
導的北約，跟隨美國一起極限制裁俄
羅斯卻招致了能源危機和高通脹，在歐
洲引起社會動盪。通過這兩點反思，馬
克龍認為歐洲應該實現戰略自主，不能
自認為只是「美國的追隨者」，從而
「陷入本不屬於我們的危機」。

馬克龍的反思是客觀理性的，是代
表歐洲利益的，但就觸動了美國霸權
的神經。美國希望將台灣作為遏制中
國崛起的棋子，經常在台灣問題上煽

風點火，而美國也希望將俄烏衝突作為
消耗俄羅斯和裹挾歐洲的工具。因此，馬
克龍的言論觸動了美國政客的神經。

美國保守派輿論連日來猛烈攻擊馬克
龍，《華爾街日報》聲稱歐洲之所以能
夠對抗俄羅斯「是因為美國的支援」，
更威脅稱馬克龍若「一意孤行」，美軍
將從歐洲撤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指稱
馬克龍是「迎合中國」。特朗普的「國
師」班農則宣稱美國曾三次「解放」歐
洲，「警告」歐洲不要「忘恩負義」
「投入中國懷抱」。美國政客和媒體這
些言論，暴露了其多年來是如何以自身
的利益，裹挾其盟友的自主權，強迫別
人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指出的，
有的國家不希望看到別國獨立自主，總是
想脅迫別國順從自己的旨意，但是堅持戰
略自主將會贏得更多尊重、更多的朋友，
搞脅迫施壓只會遭到更多的抵制和反對。

美國一直將其所謂「普世價值」作為
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要求所有國
家尤其是盟友都要遵從，一同去服務於
美國制定的戰略目標，如有不從，就以
其「普世價值」為工具進行抹黑詆毀，
這已經成為美國霸凌世界的一種手段。相
反，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
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
志強加於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
強凌弱。國際社會日益看清，哪種政策會
更有利於世界和平和繁榮。

馬克龍戰略自主論觸動美霸權神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

日在廣東考察時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
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
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
引領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此次
習近平總書記再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更清晰、更具
戰略性的定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指明方向、明確目
標、發出動員、注入動力。香港發揮優勢、為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作出貢獻，這是香港不能迴避的使命責任，也
是香港未來繁榮穩定的不二之選，香港要把握好粵港澳
大灣區戰略指引的方向，發揮香港在雙循環發展格局及
高質量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和優勢，並從中找到解決民生
和經濟問題的鑰匙，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作出香港重大
貢獻。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
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
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
業發展的新實踐。4月13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聽取廣
東省委和省政府工作匯報後，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戰
略高度，強調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
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發
展。習近平總書記更加清晰地給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新戰略定位，為灣區建設指明方向、發出總動員，為灣
區建設和「一國兩制」實踐提供強勁動力。

從2019 年2月18 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正式公布到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成果豐
碩。隨着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南沙大橋先後開
通，深中通道、黃茅海跨海通道等超級工程有序推進，
世界級機場群、港口群加快形成，以及蓮塘/香園圍口
岸等的開通和「一地兩檢」等便利通關模式的實施，灣
區「硬聯通」「軟聯通」加速推進，灣區創科合作如火

如荼，深港通、跨境理財通等各類互聯互通試點相繼落
地實施，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超過13萬億元
人民幣，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推進
的當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被賦予新的歷史使命，這對
香港推進「一國兩制」建設、更好發揮優勢貢獻國家，
提出了新的要求。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是中國
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引擎改變全球經濟乏力的重要舉
措。香港作為自由開放經濟體、廣東作為改革開放排頭
兵，各具獨特優勢，香港要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及與國際接軌的普通法等制度優勢，與灣區內的其他城市
合作推動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發揮好橫琴、前海、南
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功能，推進在重點領域開發開放
方面先行先試，為國家新發展格局建立戰略支點。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也是灣
區建設的主要目標。灣區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示範，這是
中央賦予灣區建設的歷史重任和建好灣區的內在要求，
將為粵港澳三地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注入新動能。香港研
發實力和基礎雄厚，加上國家大力支持香港創科中心發
展、香港可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以及知識產權保護
制度完善、優越成熟金融市場等優勢，香港要發揮優
勢，與灣區其他城市加快構建創新產業體系，將灣區建
設成引領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

灣區建設要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是對香港在
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新要求。香港經歷了西
方現代化的發展過程，更明白西方現代化那種兩極分
化、掠奪別國等道路行不通。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
發展拓展空間，也有利於香港破解經濟民生難題，香港
要用好國家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推進灣區
在民生領域的融通，共同打造優質生活圈，既在中國式
現代化建設中找到香港發展機遇，也尋求解決香港民生
經濟問題的鑰匙，更好地貢獻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灣區建設戰略部署指引香港更好貢獻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