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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立醫院服務已超負荷，醫

護人手和床位不足，市民使用公營

專科服務隨時要輪候數年。為突破

現有樽頸，民建聯昨日舉行「為香

港醫療尋出路」圓桌會議，邀請醫

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李立

業及醫學界代表集思廣益。不少業

內人士指出，香港醫療資源有限，

難以追上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必

須借靠內地，鼓勵港人北上使用內

地港式醫療服務，但前提要解決

「三通」問題，包括打通讓長者醫

療券在內地廣泛認可使用、兩地病

歷互通，以及香港保險廣泛覆蓋內

地醫院診所，讓港人在內地就醫也

能報銷香港的醫療保險。立法會議

員梁熙建議善用河套區「中央援港

應急醫院」，並引入內地醫護協助

營運該醫院。

專家倡鼓勵病人北上用港式醫療服務
民記辦圓桌會議 議員冀善用河套區「中央援港應急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
日率領局方訪問團，聯同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展開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三市的行程。孫玉菡表示，今次訪問有
助粵港雙方加深了解安老服務的發展和經驗，推動粵港進一
步合作。特區政府期望透過優勢互補，把握大灣區發展為香
港社福界帶來的機遇，深化跨境安老實踐，提升兩地長者生
活質素。
孫玉菡昨日聯同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展開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三市的行程。勞工及福利局訪問團由孫玉菡擔
任團長，而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訪問團由主席鄧家彪擔任
團長，其他參與職務訪問的議員包括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管浩
鳴，事務委員會委員陸頌雄、江玉歡、狄志遠、周小松、林
哲玄、梁毓偉、陳沛良和郭玲麗，以及非事務委員會委員邵
家輝和簡慧敏。
孫玉菡昨日上午前往廣州，並在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
陪同下到訪祈福新邨，了解退休港人在內地的生活及需要。
社會福利署推行多項可攜現金援助計劃，便利居於大灣區內
地城市的香港長者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高齡津貼或長者
生活津貼。截至今年7月底，約有24,000名在廣東養老的香
港長者受惠於有關計劃。社署下月起將公共福利金計劃申請
前「連續一年居港規定」下的離港限制由56天放寬至90天。
申請人只須在申請前一年內在香港居住滿275天，並符合其
他申請資格，便可申請公共福利金計劃。措施可為經常往返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港人提供更大便利。

醫養結合經驗值得港借鑒
訪問團下午參觀祈福護老中心及探望當地港人，具體了解
中心跨專業團隊提供的醫療、養老、康復及護理服務如何協

助長者在社區安享晚年。孫玉菡指出，大灣區內地城市土地
供應和人手比較充裕，醫養結合經驗值得香港借鏡，同時為
香港長者提供更多選擇。
他們隨後拜訪廣東省民政廳黨組書記丁紅都。雙方舉行交

流座談會，互相介紹兩地長者安老最新情況，並探討善用科
技提升服務質素。孫玉菡表示，今次訪問是繼今年4月底率領
香港社福界訪粵考察安老及康復服務，以及5月底與廣東省民
政廳簽署備忘錄推進兩地安老合作後，再度加深雙方了解安
老服務的發展和經驗，推動粵港進一步合作。

孫玉菡率團訪穗 了解安老服務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香港
公營醫療體系壓力瀕臨爆煲，人手荒嚴
重。有曾效力公營及私營醫療體系的醫
生昨日表示，公營醫院的醫生職責不
清，醫生的行政工作佔據三分之二的診
症時間，工作錯配使醫生沒有太多時間
進行臨床診症，建議重新審視及簡化醫
療紀錄，減少醫生、護士的行政工作，
包括增聘文職人員，協助病人登記和操
作系統。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
作）李立業回應，局方正積極向外地
「搶人才」，有信心將有100名境外醫
生加入醫管局，最快下月分批來港，解
決人手的燃眉之急，局方亦將引入電子
通道，加快病人輪候程序。
香港醫療資源緊張的問題嚴重，分別

曾在公營醫院和私營醫院工作過的腸胃
肝臟科專科醫生劉紹輝表示，政府近年
不斷增加撥款予公營醫院，但醫護人手
亦有增加，惟病人輪候時間不減反增，
以急症室為例，診症人數增加不足
20%，但效率卻大幅降低。

促簡化醫療紀錄
劉紹輝表示，這情況源於公營醫生診

症以外的工作過多，以他當年為例，行
政工作佔其診症時間的三分之二，包括
向病人講解覆診時間、預約各項檢測項
目等，他認為有關工作可由助理護士負
責，「不如請個（月薪）2萬元Clerk

（文員），好過請
十幾萬（元）的醫
生 去 做 行 政 工
作。」騰出時間進
行診症也有利病
人。
莊柏醫療集團行

政總裁莊文煜亦認
為，醫管局應重新
審視及簡化醫療紀
錄，減少醫生、護
士的行政工作，增
聘文職人員協助病
人登記和操作系
統。
對於公營醫院運

作情況，李立業回應，醫管局一直十分
關注公營專科門診輪候時間漫長的問
題，他指出專科門診一年服務量達800
萬人次，但護士及病人助理的空缺高，
醫生空缺亦達7%至10%，即使補充醫
生，富有經驗的醫生仍難以補充。
不過，醫管局近月積極「搶人才」，

有信心將吸引到100名境外醫生加入，
當中三分二來自英國，其餘來自澳洲等
地，下月分批來港履新，大部分是「有
限度註冊」，而並非來自「特別註冊制
度」下獲承認的境外院校。
他認為香港是國際化城市，整體吸引

力高，醫生薪酬亦較高，對於在外地讀

醫的港人子女有一定吸引力。
此外，李立業認同在行政工作上仍有

改善空間，現時正減少醫生紙的派發，
但無紙化行政較難實行，正考慮為每位
護士派發平板電腦進行工作，亦會增加
人手處理行政工作。
他認為，在病人輪候時間及輪候流程

兩方面進行改善，如引入電子通道，加
快輪候程序，並將診症流程電子化，包
括使用電子報告書等。醫管局亦積極探
討社區藥房，實行遙距門診為離島居
民、在囚人士等治病，希望利用公私營
協作將部分病人分流至私營醫院，減輕
公營醫院的壓力。

過來人：醫生行政工作竟佔三分二診症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國務院
日前印發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
圳園區發展規劃》，明確合作區的布局藍
圖。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昨日在一個活動致辭時表示，國家所
訂下的明確時間表，2025年要建成高效的
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2035年要在深港
創新合作區建成世界最好的國際創新高
地，涉及招商引資等工作，任務艱巨，而
特區政府現正「快馬加鞭」，希望香港創
科業界一同攜手努力，建設好河套區這個
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重要引擎。
灣區國際產業發展促進會第一屆理事會

就職典禮昨日舉行。灣區國際產業發展促
進會會長何臻言則在致辭時表示，國家高
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深入實施創新推動
發展的戰略，促進會會整合政、產、學、
研、用的專家資源，積極開展行業發展研
究、專題論證、提升專業質素及工程標
準、培育科技人才等工作，為大灣區科技
界、產業界及學術界的繁榮發展提供支
持。
他表示，雖然現時國際形勢複雜，國際
科技發展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促進會將
致力為大灣區及國際工程及科技界作橋
樑，推動國際科技創新全面合作，善用各
地優勢，強化協同創新，推動更高水準的
科創合作。
經民聯昨日亦發聲明指，有關規劃提出

的多項措施，並以2035年打造合作區成
為世界級科研樞紐作目標，體現中央對香
港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支持和指導，有利

於推動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並且豐富「一
國兩制」實踐內涵，對香港長遠發展極為
重要。經民聯促請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推
出措施對接，包括設立高層次統籌機制，
盡快推動相關規劃；加快相關工程進度，
推動制度創新，進一步暢通兩地人流、物
流、資金流、信息流；盡快推動「北部都
會區」建設，推動香港充分融入整個灣
區，讓香港「興」的動能更強勁，開創由
治及興新局面，建設香港美好家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互聯網專業協會會

長冼漢廸昨日表示，有關規劃提出要探索
組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跨境雙幣早
期母基金和系列專業子基金，投資粵港澳
大灣區科創企業等措施，可有效解决香港
科創初創企業將要面臨資金不足等問題，
建議特區政府從速與廣東省政府溝通，落
實兩地資金流動安排，盤活資金使用的效
益，配合特區政府推出的「產學研1+計
劃」，相信可以更有效地幫扶香港的科創
初創企業以及協助香港的科研成果轉化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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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業介紹醫管局目前的工作時表示，
醫管局每年專科門診的服務量已達800

萬人次，轉介診症輪候時間長，期望未來可
以公私營合作分流病人，其他專科如耳鼻喉
科則由專業護士率先篩選病人和分流。
另外，吸納人才亦是緩解公營醫療壓力的

不二法門，他強調兩地交流進展十分良好，
內地援港小隊在疫情期間，發現兩地醫護的
工作模式雖然有所不同，但相信在適當調整
下，大灣區內地醫護亦可在港工作，未來會
繼續進行兩地交流。
他表示，計劃於今年第四季進一步拓展河
套區「中央援港應急醫院」服務，除現時放
射科電腦掃描及磁力共振服務外，亦計劃提
供胃鏡、篩檢抗藥性細菌，及進行睡眠測
試，以進一步善用河套醫院的容量，更會嘗
試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紓緩醫管局的壓
力，此舉既保障港人在內地獲得必要的醫療
服務，亦能相應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給
港人更多就醫選擇。

冀港人醫保內地可用
為進一步便利港人在內地接受港式醫療，
莊柏醫療集團行政總裁莊文煜指出，「過
河」使用醫療服務必須「三通」，包括擴大
長者醫療券在內地的使用範圍，衞生署增加
認可的內地機構使用醫療券，衞生署也可以
擔當監察角色；打通保險籬笆，讓港人在香
港買的保險，都認可在大灣區港人營辦的診
所或者醫院使用；以及打通讓醫療病歷互
通，以便病人得到可持續的護理。

倡兩地醫院同獲國際認證
梁熙指出，現時內地按照國際標準並對接

國家標準整合一套《醫院質量國際認證標準
（2021）版》，有關標準已經成功取得國際
醫療保健品質協會（ISQua）的國際認證。
本年度香港亦有兩所公立醫院參與該認證，
相信只要本地醫院與內地三甲醫院同時都通
過該國際標準，意味着內地三甲醫院的質素
等同於香港公立醫院，質量讓港人放心。
他表示，隨着內地醫院的質量獲得國際認

可，意味港人在內地認可醫院使用的醫療開
支，國際性醫療保險公司也認可，進一步推
動跨境醫療，讓港人有更多的選擇可能。
他亦希望內地醫院符合有關標準後，有助

向國際推廣中國的「軟實力」。
在河套區「中央援港應急醫院」運用方

面，梁熙認為目前醫管局缺口仍十分大，醫
生空缺達500位，護士達3,000名，最快的
解決方法是從內地招聘，並善用河套區醫
院，方便內地醫生來港任職。他建議，醫管
局可以透過河套醫院引入內地醫護協助營
運，並以港大深圳醫院為基礎，結合香港的
管理元素，擴大跨境合作的可能性。

▲民建聯舉行「為香港醫療尋出路」圓桌會議，邀請一眾業內人士
分享見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攝

◀醫管局計劃於今年第四季進一步拓展河套區「中央援港應急醫
院」服務，更會嘗試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紓緩醫管局的壓力。圖
為中央援港應急醫院。 資料圖片

◆有業界人士建議醫管局應重新審視及簡化醫療紀錄，減少醫
生、護士的行政工作，增聘文職人員協助病人登記和操作系
統。圖為醫務人員於急症室工作。 資料圖片

◆梁熙建議河套醫院以港大深圳醫院為基
礎，結合香港的管理元素。圖為港大深圳醫
院香港患者候診區。 資料圖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率領局方訪問團，聯同立法會福
利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展開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行程。圖為他們
在廣州期間，探望入住祈福護老中心的香港長者。

◆孫東表示特區政府正加快發展河套。圖
為落馬洲河套地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