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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青年航空業實習計劃」畢業禮圓滿舉辦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培育新一代航空業人才

為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人才培訓，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邀請內地航空培訓院校合作，舉

辦《大灣區青年航空業實習計劃》，透過香港和內地互派人員到大灣區不同的機場交

流實習，攜手推動航空業的可持續發展。早前，航空學院為計劃中97名學員舉行畢業

禮，標誌着他們成功完成為期一年的課堂學習及於香港國際機場的在職實習。

學員：李卓恩
於機場保安
有限公司實習

我覺得實習過程中最大
的挑戰是適應工作量和工
作時間的要求。由於香港
國際機場是一個24小時運
轉的行業，輪班工作是必
須的。不過在師傅和同事
的指導下，我逐漸掌握了
工作技巧，並培養了良好
的時間管理能力。

畢業學員分享實習感悟

學員：陳麗珍
於香港機場地勤服務

有限公司實習

我在實習過程中學習
到不同航空公司所使用
的登機系統，亦接觸了
很多不同國家的人，豐
富了社會經驗。我希望
將來能透過「航空業輸
入勞工計劃」繼續留港
工作，繼續學習香港國
際機場的運作。

◆ 航空學院為「大灣區青年航空業實習計劃」第二及第三批合共97名學員舉行畢業禮，標誌着學員成功完成為
期一年的課堂學習及於香港國際機場的在職實習。

着力培養區內航空業人才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自2016年由機場管理局成
立以來，致力培訓青年並提供事業發展機

會，成為支持香港以及區域航空業可持續發展的
民航培訓中心。隨着香港不斷加強與大灣區城市
互聯互通，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在客運以及貨運
的業務指標均全面推進。「大灣區青年航空業實
習計劃」為本地、大灣區以至國家民航事業培育
更多可造之才，加強大灣區內民航人才的培育和
儲備。
計劃自去年5月推出以來，已吸引了超過500
名內地學員參加。他們需在香港國際機場進行為
期一年的學習，期間要在航空學院進行每周一天
的課堂學習，當中已有123人完成培訓。航空學
院負責計劃的整體安排，包括招生、課堂編排、

學員輔導、住宿安排、與業界合作夥伴洽談實習
崗位及配對學員。學院目標每年提供450個或以
上的實習崗位予大灣區青年。

卓越成果共創三贏局面
上月，計劃中第二及第三批合共97名學員分別

完成本港四間地勤服務公司及機場保安公司的實
習。航空學院為他們舉行畢業禮，航空學院校長
李天柱、機場管理局署理行政總裁及首席營運總
監張李佳蕙、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以及
參與計劃的機場業務夥伴管理層出席，親身鼓勵
學員繼續在航空業發展所長。
畢業禮上，校長李天柱讚揚畢業學員實習表
現優異，超過九成畢業學員已獲得實習僱主的
聘書，他們可以透過「航空業輸入勞工計劃」
未來繼續在本地航空業發展。同時，李天柱亦
感謝運輸及物流局、機場管理局、內地相關單
位，以及14間為計劃提供寶貴實戰崗位的機場
業界，攜手推動業界蓬勃發展。他表示：「實
習計劃為一個三贏方案，一班充滿活力和熱誠
工作態度的年輕人，到計劃的合作夥伴公司實
習，賺取寶貴的實戰經驗，同時紓緩業界人力
資源緊張問題，有助香港國際機場繼續保持航
空樞紐及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的地位。學員、
合作夥伴，及香港國際機場都是贏家。」
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在畢業禮上致辭表

示：「隨着三跑道系統於今年年底啟用，『機場
城市』願景下的各個發展項目亦相繼落成，香港
航空業將會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面對這樣龐大
的客貨運需求，他十分歡迎各位同學在畢業後加
入香港國際機場這個大家庭，一同為鞏固香港的
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作出貢獻。」

◆ 航空學院校長李天柱向提供實習崗位的間機場業界
合作夥伴致送感謝狀。

◆ 航空學院校長李天柱表示計劃為一個三贏方
案，學員、合作夥伴及香港國際機場都是贏家。

◆ 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在畢業禮上致
辭，鼓勵學員在畢業後加入香港國際機場這個
大家庭。

牙科畢業生須公營機構實習一年
修例獲三讀通過 外援工作滿5年有望豁免部分執業試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修訂《牙醫註冊條例》，規定本

地培訓的牙科學生必須在公營機構實習一年，既可紓緩

公營牙科服務的人手壓力，亦能確保他們的專業水平。

同時，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牙醫，可以有限度註冊或特

別註冊的身份在衞生署等指明的機構執業，工作滿5年且

獲指明機構滿意其表現，可獲豁免部分執業試正式註冊

為牙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牙醫註冊條例修訂後變化
‧牙醫畢業生實習一年

◆2025年度起，牙醫課程需新增實習一年規定
◆實習牙醫會輪轉崗位，在資深牙醫督導下於不同服務單位工作，包括學
童牙科保健服務、緊急牙科服務、醫院牙科服務（如口腔頜面外科及牙
科診所專科服務）、社區特殊牙科服務（如院舍長者外展服務、以智障者
為對象的牙科服務），以及一般牙科服務

◆實習期內的薪金是正式牙醫的一半水平

‧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方案

◆非本地培訓牙醫獲衞生署、醫管局、港大和菲臘牙科醫院在內的指明機
構僱用，可申請有限度註冊或特別註冊

◆「有限度註冊」的牙醫若服務指定機構5年，豁免參與許可試的部分考試
◆至於「特別註冊」的牙醫獲部分還是完全免試，則由牙管會按其工作性質
作考慮

‧牙專人員註冊制度

◆修例後3年內設立法定註冊制度，及適度放寬其執業範圍
◆牙醫在場下，牙專人員可獨立檢查病人口腔，並在風險為本的原則下，
為簡單個案進行預防護理，也能自行為病人清潔及擦亮牙齒作拋光，並
擦上氟化物防蛀等

◆牙科治療師，修例後不再只能於公營體系任職

《2024年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強制本地培訓的牙科學生必須在衞生署等公營機構實習至少一
年。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於修訂條例通過後表示，昨
日是香港牙醫專業的一個歷史性時刻，因為是次修例是香港超過
60年來，對牙醫註冊條例首次進行的最大規模全面修訂。

盧寵茂：確保畢業生質素
本地培訓的牙醫實習安排將適用於明年夏季，及以後畢業的牙科
學生。盧寵茂重申，實習的要求並非只解決公營牙醫不足的問題，
亦能確保本地牙科畢業生的質素，即使衞生署日後透過本地或非本
地招聘，實現職位零空缺，政府仍會承諾為所有本地牙科學生安排
實習崗位，協助他們提升專業技能，不會受人手供求影響。
他透露，實習屬受薪性質，並非牙醫學院教學課程的一個延
伸，牙科學生在資深牙醫督導下，他們會在不同單位服務，為未
經篩選的真實病人作診療，絕非牙醫學院教學培訓和模擬訓練能
夠比擬。
對有指增設實習期有違現已入讀學生的「合理期望」，盧寵茂
質疑有關說法錯誤並誤導學生，強調學生必須通過考核才可畢
業，否則亦須重考、重讀，甚至退學。
「入讀一個六年制的課程，我們就應該要保證他們有一個期望，

是六年就一定畢業，我想指出這個意見有錯誤的地方，甚至是誤導
了我們學生，其實所有同學都應該明白，當他入讀一個課程，是必
須要努力學習，亦都要通過所有考核，達到一定的水準，才可以在
課程，不論是四年也好、六年也好，順利畢業。」他說。
盧寵茂強調，培訓本地牙醫涉及逾300萬元公帑資助，政府十分

重視牙醫專業質量。特區政府會跟港大牙醫學士課程的學生保持溝
通，完善他們的實習安排，就此牙管會、衞生署和港大牙醫學院已
成立專責小組，商討實習細節，相關課程學生代表亦有參與。

首批外援爭取明年首季到港
另外，衞生署將隨即展開非本地培訓牙醫的招聘工作，包括到
不同地區進行招聘等，爭取在明年第一季有首批非本地培訓牙
醫，透過機制來港。
有議員質疑，政府、牙管會、港大牙醫學院事前沒有諮詢牙科
學生，打亂他們的人生規劃。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質疑政府公
開牙管會評審結果，「好像直接說（近年牙科）畢業生不行」，
引起社會關注，令學生極為尷尬。他期望多方改善溝通，遇上問
題不應拖拉、避免硬着陸，否則學生將再受影響。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凱欣認為，即使政策具備良好意
願，若沒有與持份者好好溝通，會引發不必要矛盾和爭議，應引
以為鑑。是次通過修例後不代表問題已解決，她促請政府與牙管
會促成港大為學生提供過渡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俗語有
云：「牙痛慘過大病。」港
人睇牙往往「牙痛咁聲」，
皆因香港牙醫人數短缺，要
不漏夜排長龍睇免費牙科服
務，要不就動輒上千甚至上
萬元向私營牙科診所求醫。
市民張小姐試過有次牙痛痛
足3天，嚴重影響食慾同睡
眠， 向私家牙科診所預約也
要輪候一個月，唯有到深圳
求醫，即日接受治療，收費
僅是香港十分之一。以種牙
為例，在香港每種一隻牙收
費3萬港元，深圳收費僅數千
元，種5隻牙的收費只需折合
約2.8萬港元，較香港少十多
萬元。
目前，香港特區政府的牙

醫診所共39間，其中11間為
市民提供街症，數量少且分
布不均。以港島為例，共112
萬人口，只有一間提供街症
的政府牙科診所，在227萬人
口的九龍，則只有觀塘和紅
磡兩間。每間診所每周撥出
僅一兩天的上午時段予公
眾，每次派籌數十個，大批
求診者不得不花半天排隊輪
籌。
截至2022年底的統計數據

顯示，香港有2,786名註冊牙
醫，平均每萬人有 3.7 名牙
醫，遠低於發達經濟體每萬
人擁有5名牙醫的水平。香港
牙醫大多在私營市場工作，
全港2,786名註冊牙醫中，衞
生署只佔約3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修例後，非本地培訓牙醫可以有限度註冊或特別註
冊形式在香港公營機構工作，5年後若獲僱主滿意其工作表現，可豁免部分執業
試正式註冊，屆時他們便獲自由身，能在公營及私營市場執業。立法會議員陳永
光直言：「不是向政府潑冷水，目前內地以及海外大部分地方，不論公營或私營
機構牙醫，都享有備受尊崇的社會地位，薪酬、福利待遇都是十分優厚。除非有
特別吸引條件，否則他們未必放棄原來工作來港重新開始。」
陳永光認為，修訂後的註冊門檻也不低，非本地培訓牙醫要正式註冊必須過
五關斬六將，促請政府於完成條例後，提供更佳的薪酬待遇，做好宣傳以及海
外招聘工作。
議員楊永杰表示，若要追平發達地區的牙科服務水平，香港至少需引入至少
3,750名非本地培訓牙醫。他表示，新加坡提供公營牙科服務，服務名額多、較私
家平一半。他認為，有足夠牙醫以及籌額才是治本，希望政府逐步增加籌額、開
設本港第二間牙醫學院，並全面檢討牙科服務的定位、配置以及目標。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認為， 本地培訓牙醫數目嚴重不足，主因是保護主義，而

非本地培訓牙醫即使日後成功通過執業考試，也未必在香港公營體系行醫，
「牙痛慘過大病，而香港牙醫服務確實生大病，急須改革。」

港求醫價貴久候
北上睇牙成趨勢

議員倡港開第二間牙醫學院

◆目前只有11間政府牙醫診所為市民提供街症，數量少且分布
不均。圖為有市民於晚間到九龍城牙科診所排隊輪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