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Ｏ一二至一三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  

局長：食物及生局局長  
第 19 節會議  

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領  

S-FHB(H)01 S072 何秀蘭  140 (2) 資助金：醫院管理局  
S-FHB(H)02 S073 梁家騮  140 (2) 資助金：醫院管理局  
S-FHB(H)03 SV039 余若薇  37  - 



第 19 節 F H B (H )  –  第      頁  

 

 
 審核 2012-13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1 

 問題編號  
  S072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分目：  

綱領：  (2) 資助金︰醫院管理局  

管制人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請告知：  
(a) 現時每名孕婦於公立醫院分娩成本？  
(b) 2011年公立醫院共服務了多少名產婦？經營成本為何？  
(c) 當局現時以何準則推算未來於公立醫院分娩的數字：  
 當局估算需要增加多少醫護人手和資源才足以應付本地孕婦和其配偶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孕婦需要？增加足夠的床位和培訓所需的醫護人手需要多

少時間和資源？  

提問人：  何秀蘭議員  

答覆：   

(a)及 (b) 

2011-12 年度，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轄下公立醫院接收的產婦人數為 34 098 名 (截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醫管局在 2011-12 年度提供產科服務的總成本估算為 12.17
億元。總成本涵蓋人手、藥物、醫療耗材及其他為提供多項有關服務的運作成本，

包括住院及門診服務、分娩、產前和產後護理、處理非活產及其他與妊娠有關的

併發症和疾病。鑑於孕婦的複雜情況各異，所需的診斷服務、治療和處方各有不

同，加上住院時間各有長短，每名孕婦的分娩成本因人而異。  

(c)  

在推算公立醫院的分娩數字時，醫管局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本港的出生人口預

計數字、本地孕婦對醫管局分娩服務的預計需求、公立醫院的分娩及初生嬰兒深

切治療科名額，以及沒有預約到急症室分娩的不合資格人士的推算數字。醫管局

沒有關於有意來港分娩、而其配偶為香港居民的不合資格人士的推算數字，也沒

有為應付這羣不合資格人士的需求而制備的人手和資源預算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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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姓名：  袁銘輝  
職銜：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日期：  16.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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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2-13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2 

 問題編號  
  S073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0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分目：  

綱領：  (2) 資助金：醫院管理局  

管制人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根據當局就 FHB(H)201 號問題的答覆 (b)項，「奧沙利鉑」 (Oxaliplat in)及「吉西

他濱」 (Gemcitabine)兩種藥物將在 2012-13 年度列為《醫管局藥物名冊》的專用

藥物，預計將有 400 及 100 名病人受惠。然而，近 3 年實際獲處方該兩種藥物的

公院病人每年分別已有 700 至 1 000 名，尚有其他無力自費購買的病人。請當局

解釋上述 400 及 100 個資助名額是按何具體計算基礎得出。  

提問人：梁家騮議員  

答覆：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設有機制定期評估新藥物，以及檢討《醫管局藥物名冊》內

的現有藥物。檢討過程採用實證為本的方針，並經考慮有關藥物療效、安全性及

成本效益的原則，確保公共資源公平地為所有病人提供最有成效的醫療服務，同

時，病人亦可公平地獲處方具成本效益，並經驗證為安全和有效的藥物。  

《醫管局藥物名冊》內有部分藥物可用以治療不同疾病，或視乎臨床情況可對同

一疾病的不同階段發揮不同的療效。「奧沙利鉑」(現屬安全網所涵蓋的自費藥物 )
及「吉西他濱」(現屬非安全網所涵蓋的自費藥物 )這兩種藥物均有多種臨床用途。

「奧沙利鉑」可用於治療不同階段的結直腸癌及胰臟癌，而「吉西他濱」可用於

治療不同階段的胰臟癌、膀胱癌、肺癌、卵巢癌及乳癌。  

2012-13 年度，政府已預留 2.3 億元的額外經常撥款予醫管局，把 3 種新藥物 (包
括「奧沙利鉑」及「吉西他濱」 )列為《醫管局藥物名冊》的專用藥物，以及擴大

9 類治療組別藥物的臨床應用範圍。「奧沙利鉑」作為專用藥物會用於治療已接

受相關手術的第 III 期 (Dukes’ C)結腸癌病人，而「吉西他濱」作為專用藥物會用

於治療晚期／轉移性胰臟癌，以及局部晚期及轉移性膀胱癌。這兩類藥物用於上

述治療的療效相對較高，故被選用於上述治療。這些藥物用於上述治療不設限

額，由公立醫院及診所的專科醫生以標準收費處方予所有符合特定臨床情況的病

人使用。 2012-13 年度受惠於這項計劃的病人數目是按臨床專家的最佳估算而估

計得來。  

醫管局會留意藥物最新的科學及臨床驗證，並按情況對《藥物名冊》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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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姓名：  袁銘輝  

職銜：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日期：  16.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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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2-13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FHB(H)03 

 問題編號  
  SV039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37 衞生署  分目：  

綱領：  (1)  法定職責  

管制人員：  衞生署署長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請當局跟進 FHB(H)256 的答覆，就駐守各個入境關口 (以協助入境事務處處理內

地孕婦來港產子潮 )的醫護人員數目和職分、輪班次數、當值時間和涉及開支，提

供進一步資料，並列出現有／將有醫護小組駐守的入境關口名稱。  

 
提問人：   余若薇議員  

答覆：  

衞生署已調派共 14 名醫生和 21 名護士 (包括全職和兼職人員 )到羅湖和落馬洲陸

路邊境管制站 (管制站 )，協助入境事務主任評估到港非本地孕婦的懷孕周數。每

年員工開支約為 500 萬元。衞生署現正以預計每年約 880 萬元的員工開支，額外

招聘 10 名醫生和 10 名護士，以加強對駐守羅湖、落馬洲和深圳灣口岸管制站入

境事務主任的支援。他們會輪班工作，並在管制站所有開放時間提供服務。  

除醫護人員外，衞生署 24 名健康監察助理已在羅湖、落馬洲 (私家車檢查亭 )和深

圳灣口岸管制站，協助入境事務主任辨認非本地孕婦。自 2012 年 2 月起，衞生

署已額外調派 18 名健康監察助理到落馬洲支線、落馬洲 (旅客入境大堂 )和沙頭角

管制站，加強對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的協助。  

衞生署會因應入境處的運作需求，靈活調派醫護人員和健康監察助理到各管制站

工作。衞生署會與入境處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並會繼續檢討人手需求。  

簽署︰   

姓名：  曾浩輝醫生  

職銜：  署理衞生署署長  

日期：  20.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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