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黨就中醫醫院運作模式的意見 

 

自從特區政府回歸以來，中醫藥一直發展緩慢。雖然政府已於早前為中醫醫藥於

法律，政策名藥物管制上作出適當調整及於 1999 年立法會通過《中醫藥條例》，

就中藥規管、治療及執業等進行管制，但現今中醫藥發展上仍然存在著很多未知

性。 

為求令中醫藥的地位能夠於社會上提升，政府於 2000 年提議將中醫業發展至全

香港，而現時政府轄下的教研中心已增至 18 間，並提供教學、研究及醫療等服

務。根據醫管局文件顯示，中醫部於 2017 年 4 月至 7 月期間，求診人數為 27,333

人，較 2016 年同期上升 1.5%。由上述數據顯示，中醫教研中心及求診人數均有

上升，但中醫業的發展仍被內在及外來因素影響發展。中醫業界指出，現時每年

於本地三間大學畢業的中醫師每年約為75人，由於政府鼓勵大學生到內地升學，

於內地受訓回港執業的中醫每年多達 400 人，是本地畢業生的 5 倍，導致業內出

現人手過剩。但有意見認為，由內地返港的中醫質素較本地中醫畢業生參差，故

此當局應檢討現時考取執業資格的要求，提高中醫業的專業水平。 

 

另外，公眾對中醫業的信心仍未及西醫般有極大的認受性，政府應就中醫業作更

多的宣傳及介紹，令更多市民清楚中醫藥對於醫療上的貢獻。然而，政府於 2013

年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開始就中西醫結合治療、中醫業於公營醫療的

角色以及設立中醫住院服務等方面進行研究。2014 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出有關

中醫醫院的發展，中醫業亦因此於醫療系統上的重要性大大提高。為求令中醫醫

院於日後時間能夠順利運行，政府於同年公布「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於本地

6 間公營醫院提供中醫醫療服務，為中西醫合作治療及中醫住院服務進行試驗計

劃。上屆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中宣布，於將軍澳預留土地興建中醫醫院，並由政

府斥資興建，現正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業界普遍擔心中醫醫院最後交由醫管

局管理，變成西醫主導。我們希望政府盡快交待中醫醫院的管理模式，並與業界

合作，釐清中西醫協作的細節安排。 

 

我們認為，問題核心在於公營中醫診所現時以「醫管局—非牟利機構—大學」三

方協作模式，自負盈虧方針營運，但因成效不彰，窒礙中醫專業發展。我們建議

盡快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制，全面提升醫、教、研水平。讓市民在求診時

可選擇中醫服務，分擔普通科門診及急症室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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