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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2)5  
林偉怡女士  
 
議會秘書 (2)5  
劉麗雯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5 
侯穎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在公營醫院進行醫院認證計劃  
 (立法會CB(2)1441/10-11(05)、IN16/10-11、CB(2) 

2239/10-11(01)至 (06)、 CB(2)2260/10-11(01)至
(03)及CB(2)2307/10-11(01)至 (07)號文件 ) 

 
團體的意見  
 
  應主席的邀請，下述 25個團體就於公營醫

院推行醫院認證一事陳述意見  ⎯⎯  
 

(a)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b) 香港護士協會；  
 
(c) 香港私家醫院聯會；  
 
(d) 明德國際醫院；  
 
(e) 香港義肢矯形師協會；  
 
(f)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g)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h)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協會；  
 
(i) 香港營養學會；  
 
(j)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k) 香港物理治療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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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前綫醫生聯盟；  
 
(m)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醫生會；  
 
(n) 聯合醫院醫生協會；  
 
(o) 凌浩明先生；  
 
(p) 鄭綺薇博士；  
 
(q) 邱家駿醫生；  
 
(r) 雷兆輝醫生；  
 
(s) 爭取醫生合理工時行動組；  
 
(t) 陳孝慈先生；  
 
(u)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  
 
(v)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w) 互勉會；  
 
(x)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  
 
(y) 屯門醫院醫生協會。  

 
2.  委員亦察悉下述個別人士／團體提交的意

見書  ⎯⎯  
 

(a) 香港藥學會；  
 
(b) 李心平教授；  
 
(c) 香港藥劑師 (公共服務 )協會；  
 
(d) 31名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

員；  
 
(e) 霍泰輝教授；  
 
(f) 黃傑輝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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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將軍澳醫院醫生協會；  
 
(h) 李詠梅醫生；  
 
(i)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及  
 
(j) 黃周少芳女士。  

 
團體的意見摘要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作出簡介  
 
3.  資料研究部研究主任 6向委員簡介澳洲、美

國及台灣採用的主要認證制度，詳情載於資料研究

部擬備的資料摘要 (立法會 IN16/10-1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各團體發表的意見所作的回應  
 
4.  因應各團體發表的意見，食物及衞生局   
副局長提出下列各點  ⎯⎯  

 
(a) 政府當局高度重視醫院員工對醫院認證計

劃的意見，原因是醫院管理層和前線醫護
人員的積極投入和參與，是推行認證計劃
的成功關鍵。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
亦已透過各種渠道，蒐集其員工和病人團
體對認證計劃的意見；及  

 
(b) 政府當局欣悉，多個出席團體對認證計劃

反應正面，尤其是該計劃透過設立一套統
一的標準，用以衡量參與計劃的醫院在各
方面的表現，藉此提升服務質素及加強病
人安全，因而有所裨益。當局完全明白推
行該計劃會導致醫院員工的工作量增加。
政府當局及醫管局為該計劃制訂下一階段
的推行計劃時，會聽取出席團體的意見和
建議。  

 
5.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作補充時提出下列

各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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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隨醫學知識和技術的進步，新而複雜的
治療方法亦增加潛在的風險。由於醫院認
證為業界訂立 "優良實務 "的基準及國際標
準，是國際上廣泛採用以維持和改善醫療
服務質素的有效措施，因此，醫管局歡迎
政府當局在 2009年推出為期 3年的醫院認
證先導計劃 (下稱 "先導計劃 ")的措施。在醫
院員工努力不懈下，該5間參與計劃的醫院
已獲頒 4年的認證資格。醫管局藉此機會感
謝其員工在推行先導計劃時付出的努力；  

 
(b) 醫管局明白先導計劃的推行增加了前線員

工的工作量，並對他們造成沉重壓力。因
此，當局會推出措施，以在今年內減慢認
證計劃的步伐；減少不必要的工作步驟；
建立資料庫，讓參與先導計劃的醫院分享
經驗，避免工作重疊；以及加強與前線員
工的溝通和對他們的支援。此外，認證計
劃下一階段的準備時間會延長至 5年。醫管
局總部亦會根據認證計劃首階段所提出的
建議，增撥資源及統籌改善工作；及  

 
(c) 在過去數月，醫管局已積極制訂一系列措

施，透過增撥資源及改善薪酬待遇，改善
挽留員工及加強人手，從而舒緩醫管局的
人手壓力。預計在不久將來，人手緊絀的
情況會有所改善。  

 
討論  
 
醫院認證的推行情況  
 
6.  李鳳英議員批評，政府當局及醫管局未能

釋除各團體就缺乏資源和人手應付因推行醫院認

證計劃而增加的工作量所提出的主要憂慮。  
 
7.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醫管局

會透過更廣泛使用資訊科技，盡量減少前線醫護人

員的文書及以人手輸入資料的工作。食物及衞生局

副局長進而表示，不論有否推行認證計劃，醫管局

會繼續監察其醫護人手情況，並作出合適的人手規

劃安排，以應付服務及運作需要。然而，醫管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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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指派前線醫護人員組成專責團隊，輪流處理所有

參與醫院的相關認證工作，原因是從事並熟悉參與

醫院日常運作的員工，是最適合為醫院進行認證評

審作好準備的人選。  
 
8.  潘佩璆議員察悉，對於在公營醫院推行醫

院認證，以提升服務質素及加強病人安全，多個團

體均持正面態度，但他們就缺乏人手應付增加的工

作量提出相同的關注，原因是在目前人手緊絀的情

況下，前線醫護人員一直備受壓力。他詢問，該     
5間參與先導計劃的公營醫院有否獲增撥資源和人

手；若然，增撥的資源和人手為何。  
 
9.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質素及標準 )表示，除增

撥 1,250萬元，用以聘請澳洲醫療服務標準委員會

(下稱 "標準委員會 ")作為評審機構以推展先導計劃

外，政府當局已撥出約 1,000萬元，讓該 5間參與計

劃的公營醫院為認證進行準備工作。每間參與醫院

亦已獲提供多名支援人員，為先導計劃提供文書支

援。  
 
10.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補充，當局亦會透

過醫管局的週年資源分配機制，向參與醫院作出額

外撥款，以便該等醫院在需作改善的範疇進行大規

模的跟進工作，例如更換消毒設備。醫管局質素及

安全總監向委員保證，醫管局會按運作需要進行適

當的醫護人手規劃及調配。  
 

政府當局／

醫管局  
11.  主席要求醫管局在會議後提供資料，分項

列出當局為推行醫院認證而向該 5間參與醫院分配

的額外撥款及人手。  
 
12.  何秀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向醫管局撥

出額外資源，讓參與先導計劃的醫院在需作改善的

範疇進行跟進工作。  
 
13.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每年在公

營 醫 療 系 統 上 的 經 常 開 支 已 由 2007-2008 年 度 的

305億元增加至 2011-2012年度的 399億元，以便醫管

局加強人手、改善其硬件和軟件，以及推行各項措

施。政府當局的目標是把醫療方面的財政撥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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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佔政府經常開支的 16.6%，在 2012年增加至

17%。在決定醫管局的資源分配時，當局會考慮的

其中一項因素是推行醫院認證所需的資源。  
 
14.  何秀蘭議員認為，在因應機構評審為個別

醫院所作的建議而制訂跟進行動計劃時，當局應採

取由下而上的做法，而非作出由上而下的指令。食

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同意，醫院前線員工，而非食物

及衞生局，才是制訂跟進行動計劃的最適合人選。  
 
員工士氣  
 
15.  李鳳英議員就屯門醫院管治委員會委員陳

孝慈先生，以及屯門醫院的前線醫生 (包括前綫醫生

聯盟的袁孟豪醫生及爭取醫生合理工時行動組的

吳志豪醫生 )，就醫院員工對認證計劃的反應提出相

反的意見尋求解釋。何俊仁議員提出類似的關注。  
 
16.  陳孝慈先生表示，他曾向管治委員會轉達

傳 媒 所 報 道 的 屯 門 醫 院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短 缺 的 問

題。屯門醫院已盡力聘請更多醫護專業人員，以加

強人手。陳先生進而指出，據他觀察所得，該醫院

的醫護專業人員不單在獲頒 4年認證資格當日士氣

高昂，在準備認證評審的整個過程中亦士氣高漲。  
 
17.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解釋，獲頒認證資格

並不代表有關醫院面對的各項問題 (例如個別專科

流失率偏高 )已經解決。醫院員工應把評審工作視為

持續改善服務質素的過程，透過協作及團隊工作，

為達致共同目標而努力，而非把重點放在評估級別

水平上。  
 
評估級別準則  
 
18.  何俊仁議員關注到，正如前綫醫生聯盟及

爭取醫生合理工時行動組指出，屯門醫院多個專科

的服務量已達極限，並影響對病人的護理。何議員

請出席的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就

醫院認證能否準確反映醫院需作改善的護理服務

在質素上的差距，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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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國麟議員指出，醫院認證的推行已引起

一連串問題，包括人力、資源、工作量、支援、文

件工作，以至溝通等方面，故此他質疑為何該 5間
參與先導計劃的醫院獲表揚在多方面確立了良好

工作模式，並獲頒 4年認證資格。  
 
20.  主席告知委員，他決定把原定的會議時間

延長 15分鐘，以便委員有更多時間進行討論。  
 
21.  凌浩明先生向委員保證，任何可影響病人

護理的問題會於機構評審內反映。有關醫院須鑒定

該等差距是人手不足還是其他系統因素造成，並採

取跟進行動以解決問題。凌浩明先生強調，評審工

作並非旨在找出醫院的錯處。他表示，醫院員工為

認證評審作出準備時，無需要求醫院每個範圍均達

致最高的評估級別。  
 
22.  邱家駿醫生提出下列各點  ⎯⎯  
 

(a) 就《評估及質素改進標準大綱 4》(下稱 "《標
準大綱 4》 ")內 45項準則的每一項而言，要
達致 "初階級別 "，醫院只需認知基本要
求，並符合相關政策及法例。若醫院亦已
為有關項目制定和推行制度，會獲評為達
致 "進階級別 "。若醫院亦已實施有效的制
度搜集相關成效數據，並備有評估程序和
改善方法，會獲評為達致 "標準級別 "；   

 
(b) 若要達致 "優異級別 "，醫院需訂定可與其

他醫院比較的表現基準，以及／或採取先
進的實施策略，以及／或就有關準則而言
達致卓著的成效。若在某一準則下，醫院
的制度與成果領先同業，會獲評為達致 "模
範級別 "；及  

 
(c) 認證是持續改進的過程。除了記錄根據《標

準大綱 4》的準則所作的評估級別外，機構
評審報告亦會重點提述需作改善的範疇，
並就適當的跟進行動提供建議。有關醫院
需檢討評審報告內的建議，並訂定須迅速
採取行動予以優先處理的項目。評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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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進行下一次實地評審時，檢討有關落
實該等建議的進度，並提出意見。  

 
23.  雷兆輝醫生表示，鑒於醫院環境的複雜

性，當局有需要設立一套統一的醫院認證標準，確

保各醫院實施必要的制度和措施，以提供安全及優

質的醫療服務。雷醫生承認，推行認證的過程會甚

為艱巨，原因是這做法涉及醫院在品質管理制度、

工作習慣及文化上的重大轉變。  
 
24.  余若薇議員認為，現時醫生對病人及護士

對病人的比例遠低於能為病人提供優質護理的合

理水平。余議員察悉，人力資源管理是支援範圍的

其中一項標準。就此，她請出席的澳洲醫療服務標

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解釋，為何參與先導計劃的

醫院能在這些情況下獲頒認證資格。  
 
25.  凌浩明先生表示，鑒於不同醫院及國家的

醫護人員對病人比例各異，在《標準大綱》的標準

架構下並無訂明該等比例的規格。在評估醫院對病

人的護理服務時，評審員會考慮質素和安全等因

素。主席詢問認證評審的樣本數目是否足以產生可

靠的結果，凌先生回應時表示，評審員會在評估過

程中與前線醫護人員進行討論，並考慮收集所得的

意見。  
 
26.  邱家駿醫生補充，評審員會仔細考慮在人

手及資源限制下，現時對病人的護理水平是否合理

及可持續。評審員會建議改善相關元素的措施，以

期進一步加強病人護理，讓有關醫院在下一輪機構

評審開展前落實。  
 
27.  前綫醫生聯盟的袁孟豪醫生指出，評審工

作完成後，並無提及有需要解決屯門醫院門診診所

為病人診症時間過短的問題。就此，他認為認證不

能反映有關醫院問題的真實情況。  
 

政府當局／

醫管局  
28.  應余若薇議員的要求，食物及衞生局副局

長同意在會議後提供資料，說明屯門醫院的機構評

審有否指出有關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  
 



經辦人／部門  
 

 13

總結  
 
29.  主席總結時感謝出席團體就此議題發表意

見。主席建議，政府當局及醫管局日後應向事務委

員會匯報醫院認證計劃的最新進展情況。委員對主

席的建議並無提出反對。  
 
3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52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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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一 )特別會議  
有關在公營醫院進行醫院認證計劃  

 
團體／個別人士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摘要  

 
機構／個別人士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在公營醫院進行醫院認證計劃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協會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香港藥劑師 (公共服務 )協會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香港義肢矯形師協會  
  互勉會  
  香港藥學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31 名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
評審員  

  屯門醫院管治委員會委員及醫院管理

局區域諮詢委員會委員陳孝慈先生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鄭綺薇博士  

1. 該等團體對於在公營及私營醫院推行醫院認證表示支持。他
們認為，醫院認證帶來以下各項效益：改善醫療服務質素及

病人安全；提升醫院的透明度；以及推動持續改善。透過在

醫療層面推廣服務質素和安全，醫院認證能增加公眾對醫療

系統的信心。醫院認證亦有助劃一不同醫院聯網及公私營醫

院之間的服務標準。  
 
2. 多個團體 (特別是病人團體 )指出，醫院認證先導計劃實施後，
醫生對病人的診症時間、與病人的溝通及醫院前線員工士氣

等範疇已見改善。  
 
3. 多個團體指出，在推行醫院認證後，員工的工作量有所增加。
他們敦促醫院管理局解決員工所面對的上升工作量及壓力。

儘管如此，該等團體相信在長遠而言，醫院認證帶來的效益

會大於成本。  
 
 



 

 2

機構／個別人士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邱家駿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 ,  
SBS, JP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臨床腫瘤科

部門主管李詠梅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李心平教

授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凌浩明先生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雷兆輝醫生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黃周少芳女士  

  伊利沙伯醫院病理學部部門主管黃傑

輝醫生  
 
  香港藥劑師 (公共服務 )協會  
  香港物理治療師協會  
  將軍澳醫院醫生協會  

1. 該等團體原則上支持醫院認證計劃，但他們對推行醫院認證
導致的沉重工作量表示關注。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加強人手，

並向公營醫院提供財政支援，以便推行醫院認證。  
 

  香港護士協會  
  香港營養學會  
  屯門醫院醫生協會  
  聯合醫院醫生協會  
 

1. 該等團體承認，醫院認證是其中一項改善醫療服務質素及病
人安全的措施。然而，他們對其在提升及維持醫療服務標準

方面的成效存疑，原因是當局目前人手緊絀、與前線員工溝

通不足，以及評審工作的推行導致工作量沉重。他們促請政

府當局改善前線醫護人員的人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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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個別人士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2. 該等團體認為，醫院認證只能在有足夠人手支援的情況下，
經廣泛諮詢前線員工後推行。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醫生會  1. 該團體對醫院認證在加強病人護理及減少醫療事故方面的成

效有所保留，原因是現時公營醫院人手緊絀、前線醫生工時

過長，以及前線員工工作量沉重。推行認證工作所帶來的額

外工作量會進一步對前線醫護人員構成壓力，影響病人護理

質素。  
 
2. 該團體促請醫院管理局押後推行醫院認證，並優先處理人手
短缺的問題。  

 
  前綫醫生聯盟  
  爭取醫生合理工時行動組  

1. 該等團體反對在公營醫院推行醫院認證，因他們認為，醫院
認證無法改善醫療服務質素。該等團體指出，許多醫生需縮

短他們與病人的診症時間或減少臨床工作，以便為評審工作

作好準備。雖然屯門醫院已獲頒 4 年認證資格，但其內科專
科醫生的流失率在公營醫院中偏高。  

 
2. 該等團體促請政府當局擱置或押後在公營醫院推行醫院認
證，直至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獲得解決為止。當局應優先制

訂醫生對病人的比例，以及醫生每週的標準工時。  
 

在私營醫院內推行醫院認證 

 
  香港私家醫院聯會  
  明德國際醫院  
 

1. 該等團體認為，儘管初期遇到困難，但在私營醫院推行醫院
認證的成果正面。該等團體認為，醫院認證能改善醫療服務

質素，並加強私營醫院的問責性。醫院認證亦能推動在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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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個別人士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護理及病人安全方面作出持續改善的文化。  
 
2. 該等團體表示，醫院認證是醫院發展的國際趨勢。這做法亦
可推動公私營協作，原因是當局會設立一套統一的標準，用

以衡量公營及私營醫院的表現。  
 

對醫院認證先導計劃的意見 

 
  香港護士協會  
 

1. 根據該團體就於公營醫院推行醫院認證一事進行的調查結果
顯示，由於人手及資源不足，推行醫院認證令護理人員的非

臨床工作量和工作壓力增加。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該計劃未

能提升公營醫院的護理質素及效率。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1. 該團體指出，管理層及前線員工對醫院認證持不同意見。雖
然管理層認為評審工作或可提供與其他部門合作達致共同目

標的良機，但前線員工可能看不到有需要進行醫院認證，因

此不願參與相關工作。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1. 該團體認為，並非所有評審小組均熟悉所需的標準水平，因
此令前線員工難以符合認證要求。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 ,  

SBS, JP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李心平教

授  

1. 該等團體認為，醫院認證對臨床及非臨床這兩個範疇均有所
改善，例如促進團隊工作及跨部門和跨專科合作，並推動持

續改進的文化上的改變。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1. 該團體認為，評審工作能提醒醫護人員注意妥為備存文件紀
錄的重要性，亦可透過妥善處理紀錄和文件，改善機構及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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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個別人士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床表現。  
 

  31 名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
評審員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鄭綺薇博士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邱家駿醫生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凌浩明先生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雷兆輝醫生  

 

1. 本地醫院認證評審員認為，醫院認證先導計劃促使臨床安
全、護理成效及病人體驗等範疇的質素有所提升。消毒、殺

菌及感染控制工作的標準亦已改善；護理提供程序及服務供

應模式得以現代化；臨床範疇內的病人安全和風險管理得以

加強；以及善終護理有所改善。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1. 該團體察悉，病人團體代表已獲邀加入醫院管治委員會。該
團體認為，這做法為病人團體提供渠道，發表他們對醫院認

證的意見。  
 

把醫院認證計劃擴展至其他公營醫院 

 
  香港護士協會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1. 關於把醫院認證計劃擴展至另外 15 家公營醫院的建議，該等
團體要求醫院管理局加強醫護人手、提供足夠文書支援以減

輕前線員工的工作量，並提升資訊科技系統，以減免員工的

文件工作。醫院管理局亦應加強與前線員工溝通，並為符合

醫院認證要求發出清晰的指引。當局應設立中央資料庫，讓

參與先導計劃的醫院分享經驗，避免工作重疊。    
 
2. 該等團體認為，公營醫院應分階段推行醫院認證，以免倉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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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個別人士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行事。  
 

  31 名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
評審員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鄭綺薇博士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邱家駿醫生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凌浩明先生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雷兆輝醫生  

 

1. 該等團體對於把醫院認證計劃擴展至其他醫院表示支持。他
們認為，就評審工作進行審慎規劃、進行更多員工教育，以

及提供額外人力資源，會有助把醫院認證推行至其他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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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 ] 
 

香港護士協會  
 

立法會 CB(2)2260/10-11(01)號文件  

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立法會 CB(2)2307/10-11(02)號文件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立法會 CB(2)2307/10-11(06)號文件  

香港藥劑師 (公共服務 )協會  
 

立法會 CB(2)2239/10-11(10)號文件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立法會 CB(2)2239/10-11(04)號文件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立法會 CB(2)2307/10-11(01)號文件  

香港藥學會  
 

立法會 CB(2)2239/10-11(08)號文件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立法會 CB(2)2307/10-11(03)號文件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立法會 CB(2)2239/10-11(03)號文件  

將軍澳醫院醫生協會  
 

立法會 CB(2)2307/10-11(04)號文件  

31 名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  立法會 CB(2)2239/10-11(06)號文件 (聯署
意見書 ) 
 

屯門醫院管治委員會委員及醫院管理局區域諮詢委

員會委員陳孝慈先生  
 

立法會 CB(2)2239/10-11(07)號文件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鄭綺薇博士  
 

立法會 CB(2)2239/10-11(06)號文件 (聯署
意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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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個別人士名稱  
 

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 ]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邱家駿醫生  
 

立法會 CB(2)2239/10-11(06)號文件 (聯署
意見書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臨床腫瘤科部門主管李詠

梅醫生  
 

立法會 CB(2)2307/10-11(05)號文件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 , SBS, JP 
 

立法會 CB(2)2260/10-11(02)號文件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李心平教授  
 

立法會 CB(2)2239/10-11(09)號文件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凌浩明先生  
 

立法會 CB(2)2239/10-11(05)號文件  
立法會 CB(2)2239/10-11(06)號文件 (聯署
意見書 )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雷兆輝醫生  立法會 CB(2)2239/10-11(06)號文件 (聯署
意見書 ) 
 

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香港 )評審員黃周少芳女士  
 

立法會 CB(2)2307/10-11(07)號文件  

伊利沙伯醫院病理學部部門主管黃傑輝醫生  
 

立法會 CB(2)2260/10-11(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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