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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貢獻亞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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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
會主席、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指出，現時病人每
次覆診也獲處方大量藥物，推算每年公立醫院有三
分之二的藥物被棄掉，估計造成近20億元公帑的浪
費，且藥物當家居垃圾拋棄，可能造成環境污染，
他建議公院醫生要按病人情況處方適量的藥物，縮
短覆診相距的時間，更好掌握病人病情用藥，同時
可以要求病人需要時到公營的社區藥房配藥，由藥
劑師監測用藥效果配藥，減少資源浪費。

料每年棄20億元藥物
林哲玄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不少

病人相隔多月才覆診，醫生往往處方大量藥物讓病
人「看門口」，「有不少病人整個櫃囤滿藥物，可
能上萬粒，最後扔掉垃圾桶內。」他表示以往有調

查顯示，只有三分之一病人用完公院的藥物，即三
分之二被浪費掉，「2023/2024年度政府藥物開支
約131億元，其中約34億元是昂貴自費藥物，應不
會浪費，餘下97億元的藥物，包括一般藥物及專科
藥，如果每100粒浪費一粒，就浪費了1億元，但
浪費的應不止此數，相信每年棄掉的藥物高達10多
億至20億元。」
他並指，用不完的藥物被當作家居垃圾倒掉，更

可能造成污染，「那些藥有些是抗生素、哮喘藥
等，流入海洋也好，泥土也好，在食物鏈中循環，
最後人類吃進肚子，那好不好？」
林哲玄表示，外國會回收剩餘藥物捐到第三世界

國家，香港亦應設立回收藥物制度，「藥物處方
後，不知病人如何處理，是否放在不衞生的地方，
或溫度不合適，不適合轉讓其他病人，但應重新回
收處理。」他建議在公立醫院、門診、社區藥房等
設回收櫃，將多餘藥物交回政府處理。

社區藥房可逐月配藥
特區政府明年推出社區藥房計劃，為避免浪費藥
物，他建議由社區藥房配藥，「舉例半年後才覆
診，醫生只開一個月的藥物，病人用完後持醫生處
方到社區藥房再配兩個月的藥，藥劑師到時檢視病
人用藥沒有問題則繼續配藥，若感到不舒服或有副
作用等，則叫病人提早預約覆診，減少浪費。」

議員倡社區藥房酌量配藥減浪費

本報直擊：醫院大量派 病人大包拎 上年度藥物開支逾130億

公院開藥太大手
公帑補貼勁浪費

盧寵茂昨日在回應預算案的醫療開支時表
示，節約是美德，人人都應該節約，

「不浪費我相信不單單是教育及醫療的，也
包括所有政府部門，以至全港所有市民都應
該的。」包括不會浪費藥物；或者病人預約
門診服務卻「甩底」，都是資源浪費，舉例
之前的牙科街症確實有這個情況出現。他強
調，醫務衞生局及醫管局會用好資源，做到
不浪費一分一毫及每一個人手。

大量處方「需要時服用」藥物
針對藥物開支，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醫院
管理局2023/2024年度年報，發現藥物開支增
加6.8億元，達131.3億元，比2021/2022年度
增加三成有多。
目前，醫管局藥物名冊中的「通用藥物」
及「專用藥物」，均以高額資助下的標準收
費提供予病人使用。其中，「專科門診」下
每種藥物以最多16星期為一單位，每款15
元。急症室、住院及普通科門診等服務目前
並無就個別通用藥物及專用藥物額外收費。
在這情況下，政府對每名病人作出大額藥物
補貼，但這筆開支又是否用得其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一間公立醫院直擊
藥物派發情況，發現藥物濫發問題頗為普
遍。由於病人一般相隔3個月至半年覆診一
次，每次獲醫生處方期間的藥物，包括多種
「需要時服用」藥物，即只在出現症狀才服
用的藥物，例如處方大量止痛藥，但病人期
間卻不是每天需要服用，因而囤積藥物，也
加重政府財政負擔 。記者就直擊，不少病人
獲派1至3種「需要時服用」藥物，甚至有患
者獲派5盒「需要時服用」藥物。

病人欲退多發藥物 藥房拒收
80歲的廖先生就因為濫發藥物的問題，與
藥劑師出現爭執。「我家裏還有一樽，用不
完就要整支丟掉？」廖先生向職員反映他
對院方的做法感疑惑。藥劑師當時回應

稱：「醫生藥單處方了，沒辦法退回醫院
的。」
該款重配的藥物是用於治療皮膚病Fluocino-
lone Cream 0.0125%藥水，100克的劑量於市
面藥房購買價值143元，廖先生於公立醫院則
僅支付15元獲得。換句話說，公帑為他支付
了近九成藥價，但隨時會被浪費掉。
廖先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醫
生診症時，未掌握他的病情已減輕，依然按
照上次覆診的藥單開藥，造成了濫發，「醫
院藥房也是按醫生的藥單做事，退不掉多餘
的藥。」
楊先生是一位安老院員工，昨日特地到醫
院為患有長期病的院友取藥。他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若覆診期相隔較長，醫院會處方大
量「需要時服用」藥物，造成浪費，其後院
方將取藥頻次改為三個月一次，濫發藥物的
情況有所改善。他補充，曾了解到市面上因
濫發藥物而出現二次轉賣的情況，「對財政
造成嚴重負擔，希望公營機構減少濫發藥物
情況。」
市民楊小姐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曾遇過因
病情減輕，仍領取同樣數量藥物的情況，造成
藥物囤積於家中，「我家中就還有兩支藥水，
但之後向醫生反映後，情況有所改善。」

2025/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即將

於本月底公布，香港特區政府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早前透露醫療衞生開

支仍有節約空間。醫務衞生局局長

盧寵茂昨日表示，節約人人有責，

「包括不浪費藥物，（病人避免）

拿了回家放在一旁甚至丟掉；又或

者約了門診但不去，這是資源浪

費。」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一間

公立醫院直擊，發現院方派發藥物

時相當「慷慨」，不少病人獲發大

包藥物，包括大量「需要時服用」

的藥物。其間，有病人不滿醫生按

上次覆診藥方，重複處方不必要的

藥物而與職員爭拗。他向記者表

示，「之前處方的都未食完，家中

囤積大量藥物。」他其中一款重配

藥物市價逾百元，推算政府補貼近

九成讓他以15元在公院購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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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每年花費大量公帑補貼市民用藥，醫管局上年度藥物開支逾130億元。圖為眾多病人在公立醫院藥房等候
取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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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因欲退還過多
的藥物，與藥劑師出現
爭執。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 攝

●廖先生展示重複處方
的藥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洪澤楷 攝

●楊小姐稱，
當自己病情減
輕時，但仍領
取同樣數量藥
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 攝

據新華社報道，7日晚，承載着亞洲人民對於和平、發展、友誼的共同願望和
追求，第九屆亞洲冬季運動會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隆重開幕。在開幕式前舉行的
歡迎宴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從北京冬奧會到哈爾濱亞冬會，中國「冰雪
熱」傳遍大江南北，也為世界冰雪運動注入生機活力。本屆參賽國家和地區數
量、運動員人數都創亞冬會歷史之最，相信在亞奧理事會和各國各地區代表團共
同努力下，哈爾濱將為世界呈現一屆「中國特色、亞洲風采、精彩紛呈」的體育
盛會，譜寫新的冰雪華章。
習近平強調，本屆亞冬會以「冰雪同夢、亞洲同心」為主題，承載着亞洲人民

對於和平、發展、友誼的共同願望和追求。要堅守安寧和睦的共同夢想，為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貢獻亞洲力量。要堅持繁榮發展的共同追求，為普惠包容的經
濟全球化注入不竭動力。要實現交融相親的共同心願，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作出
更大貢獻。

在亞冬會歡迎宴會上致辭

相關新聞刊A4 A17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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