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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醫院發展計劃下的 5 個醫院項目  

 
 
目的  
 
  本文件就 10年醫院發展計劃 ("發展計劃 ")下的 5個醫院
項目 (分別為在啟德新發展區設立新急症醫院、葛量洪醫院重建
計劃第一期、廣華醫院重建計劃、聖母醫院重建計劃，以及瑪

麗醫院重建計劃第一期 )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這些醫院項目提出的關注。  
 
 
背景  
 
發展計劃  
 
2.  政府在 2016 年施政報告公布已聯同醫院管理局 ("醫管
局 ")制訂長遠的公立醫院發展計劃，以便適時展開、推進及完成
大型公立醫院發展項目，應付未來的服務需要。當局已預留

2,000 億元的專款承擔，在未來 10 年推行發展計劃。發展計劃
包括 (a) 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新急症醫院； (b) 重建或擴建 11 間現
有的公立醫院； (c) 興建 3 間全新社區健康中心；以及 (d) 興建
一間全新支援服務中心。有關工程包括可提供額外約 5 000 張病
床，增加超過 90 個手術室，以及每年增加約 280 萬專科門診服
務人次和 43 萬普通科門診服務人次。發展計劃所涵蓋的工程項
目摘要載於附錄 I。在 2017-2018 年度立法會會期申請撥款的有
關項目的摘要，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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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德發展區設立新急症醫院  
 
3.  政府當局會在啟德發展區設立新急症醫院，以滿足啟德

發展區人口的醫療服務的預計需求，以及黃大仙、九龍城、觀

塘及油尖旺等地區人口增加及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服務需求。新

醫院位於九龍中聯網，所提供的設施包括 (a) 2 400 張住院病床
和日間病床，以及附屬的醫療和支援設施； (b) 37 間手術室；
(c) 神經科學中心； (d) 腫瘤科中心； (e) 專科門診診所，每年提
供 1 410 000 門診服務人次； (f) 社區健康中心； (g) 口腔頜面外
科及牙科部；以及 (h) 直升機坪。  
 
葛量洪醫院重建計劃  
 
4.  1957 年落成啟用的葛量洪醫院屬港島西聯網，是全港大
型轉介中心，專門提供全面的成人心肺疾病內科治療，並設有

老人科及紓緩醫學服務。醫院重建後會定位為醫科學術中心，

內設一個卓越的癌症中心為港島西聯網以至整個港島區提供癌

症治療服務，以及臨床和轉化研究的教研設施。整項重建計劃

第一期的工程包括拆卸葛量洪醫院的現有建築物，興建 3 座新
醫院大樓和行人連接橋，以及進行環境美化和道路工程。  
 
廣華醫院重建計劃  
 
5.  廣華醫院於 1911 年成立，是一間提供全面急症護理服
務的大型急症醫院，服務深水埗、葵青、荃灣及北大嶼山等地

區，現時隸屬九龍中聯網。 1由於廣華醫院的地方不敷應用，而

屋宇裝備的裝置亦趨過時，其服務量不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服

務需求，財政司司長在 2012-2013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布重
建廣華醫院的計劃。整項重建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調遷工程、

拆卸一部分現有建築物、分期興建一座新醫院大樓、為東華三

院徐展堂門診大樓進行改建及加建工程、為東華三院文物館進

行保護工程，以及環境美化和道路工程。  
 
聖母醫院重建計劃  
 
6.  聖母醫院於 1961 年由瑪利諾女修會所創辦，並在
1991 年成為醫管局轄下的其中一間公立醫院。該醫院集中提供
全面護理服務，照顧住院、門診及非住院病人生理、社交、心理

                                                 
1 醫管局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把原屬九龍西聯網的黃大仙區及旺角區歸入

九龍中聯網，而廣華醫院是涉及重新劃界的其中一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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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靈性方面的需要。聖母醫院現時隸屬九龍中聯網。 2據政府當

局所述，重建計劃的範圍包括拆卸醫院現有的北翼和東翼，以

興建一座新醫院大樓和翻新現有的門診大樓。  
 
瑪麗醫院重建計劃  
 
7.  瑪麗醫院在 1937 年成立，是醫管局港島西聯網的大型
急症醫院，既為中西區及南區居民服務，亦是香港大學李嘉誠

醫學院的教學醫院。據政府當局所述，重建計劃旨在把瑪麗醫

院重建為現代化醫學中心。為解決基礎設施方面的問題，例如

設計過時、空間不足和出入通道有限等，重建計劃會提供更大

的樓面面積和額外的空間，以滿足運作上的需要和配合服務的

發展，同時促進醫學研究和教育的一體化。重建工程會分階段

進行。重建計劃第一期的擬議範圍包括 (a) 拆卸部分醫院建築
物；(b) 進行土地平整工程；以及 (c) 隨後設計及建造一座新醫院
大樓和相關工程。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8.  事務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新

急症醫院，以及廣華醫院、聖母醫院及瑪麗醫院的重建計劃。

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在啟德發展區設立新急症醫院  
 
9.  委員支持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新急症醫院，該醫院會在九

龍中聯網擔當主導角色，提供全面的服務，並且擔任九龍中聯

網的中央行政職能。然而，部分委員關注該醫院 500 億元的高
昂預算費用。政府當局表示，工程項目的預算費用按多項因素

計算，當中包括該醫院超過 40 萬平方米的建築樓面面積和建築
成本通脹率。  
 
10.  至於新急症醫院的定位方面，委員得悉，與瑪麗醫院在

香港區及威爾斯親王醫院在新界區所擔當的角色相若，新急症

醫院不僅會為所屬九龍中聯網的服務人口提供以聯網為基礎的

服務，亦會為九龍區的病人提供第四層服務。新急症醫院亦可

應付九龍區內人口 (尤其是黃大仙區的人口 )的緊急及急症醫療
需求。此外，該醫院婦產科將擔當輔助角色，以支援興建中並

與其相鄰的香港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 ")。有委員詢問，在新急症
                                                 
2 醫管局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把原屬九龍西聯網的黃大仙區及旺角區歸入

九龍中聯網，而聖母醫院是涉及重新劃界的其中一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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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設立神經科學中心後，醫管局會否重組其神經科學服務。

政府當局表示，神經科學中心的主要職能包括開發及推動需要

先進技術支援的新療法，以及提供平台進行研究及專業培訓。  
 
11.  部分委員關注新急症醫院的易達程度。他們知悉，政府

當局會興建連接橋接駁新急症醫院的兩幅用地及兒童醫院，亦

設有隧道連接香港兒童醫院及新急症醫院的兩幅用地，以支援

兩間醫院的運作。有意見認為應有足夠的公共運輸設施 (例如巴
士及公共小巴 )，方便市民前往新急症醫院。進行醫院用地的交
通影響評估時，亦應涵蓋九龍東擬建的環保連接系統的擬議高

架單軌鐵路系統。  
 
廣華醫院重建計劃  
 
12.  委員察悉，重建後的廣華醫院的日間醫療服務中心的

總樓面面積會增加數倍，而容納住院服務的面積會增加近 20%。
有委員詢問，重建後的廣華醫院所提供的服務 (特別是因樓面面
積增加而加強日間護理服務和住院服務 )，能否應付有關地區
可能出現的人口結構改變而帶來的未來醫護需求。委員亦察

悉，重建後的廣華醫院會重置設施，以提供更完善的中西醫藥

醫院服務，而初步計劃集中於提供門診服務，由中醫及西醫匯

診，以及設置有逾 50 張病床的中西醫結合病房。部分委員認為，
有關由東華三院以自負盈虧的模式提供上述中醫藥服務的建

議，與政府當局促進中醫藥發展的政策背道而馳。依他們之見，

醫管局應提供這些服務作為其標準服務的一部分。  
 
13.  政府當局表示，預測廣華醫院的醫護服務需求時，已考

慮到跨網使用服務、服務地區居民的人口狀況及推算人口的因

素。由於未來的護理模式會由住院護理轉為日間醫療護理，重

建後的廣華醫院會在日間醫療服務中心為非患急症的病人提供

一站式綜合專業服務。廣華醫院重建後，現時由接受日間護理

的病人使用的住院病床，屆時便可供入院的病人使用。概括而

言，廣華醫院的病人服務會透過以下方面得以改善：為病床提

供額外空間，方便在床邊進行臨床護理活動及感染控制；日間

醫療中心增設 350 張日間病床；增加設施，包括 8 間診斷和放
射服務室；增設 10 間手術室及相關附屬設施；以及每年額外提
供 255 600 專科門診服務人次。  
 
14.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待新急症醫院在啟德發展區落成

後，伊利沙伯醫院 ("伊院 ")的大部分服務 (包括急症室服務 )將會
轉移至新急症醫院。委員關注到，重建後的廣華醫院可如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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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因上述服務轉移而有所增加的急症室服務需求，以及伊院騰

出的用地日後的用途。  
 
15.  政府當局表示，醫管局已於 2016 年制訂九龍中聯網臨
床服務計劃，闡述九龍中聯網的發展原則、護理模式、臨床策

略及聯網內各醫院的角色定位。廣華醫院會繼續作為急症醫

院，提供不同專科的緊急及非緊急服務，並會重點發展日間醫

療服務。廣華醫院及伊院會繼續檢討服務需求，並在有需要時

因應服務需求調節相關服務量。委員亦得悉，醫管局計劃將伊院

騰出的用地發展為大型日間醫療中心，並會在較後階段訂定重

建工作的規劃詳情。當局預計上述日間醫療中心會與廣華醫院

及九龍醫院互相配合，為九龍中聯網的服務人口提供服務，亦

會為病人提供全港性的日間服務。  
 
16.  有委員建議，在重建期間，廣華醫院的臨床服務應轉移

至九龍西聯網內的其他醫院。醫管局亦應考慮租置地方，以解

決貯存及設置臨時病床方面出現空間短缺的問題。醫管局向委

員保證，在原址重建期間，廣華醫院會如常運作。醫管局已作

出適當的調遷安排，令醫院得以在原址維持必要的臨床服務，

並安排在廣華醫院以外的地方貯存不經常使用的物品。至於在

重建期間安排流動門診診所以紓緩廣華醫院急症室壓力的建

議，醫管局表示，廣華醫院急症室服務不會受該醫院重建計劃

第一期工程影響。此外，基於廣華醫院的實際位置，在醫院附

近設置流動診所並不可行。  
 
17.  委員關注到，廣華醫院整個重建計劃將在 2025 年完工，
施工期需時 107個月 (即較技術可行性研究階段所估計的 80個月
多 27 個月 )。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及醫管局加快完成整項工程。政
府當局及醫管局解釋，需要額外的施工期，是因為經檢討設計

後，為改善病人服務，廣華醫院新大樓的建築樓面總面積增加

35%。另外，需要較多時間是為了符合文物影響評估的要求，緩
解重建工程對東華三院文物館的影響。由於重建工程的規模會

近乎興建兩間新醫院，整項重建計劃的完成時間難以縮短。醫

管局會致力按照時間表完成項目。  
 
聖母醫院重建計劃  
 
18.  委員察悉，考慮到啟德發展區將興建的新大型急症醫

院，當局會檢討聖母醫院的定位。有意見認為，聖母醫院應重

建為一間全科醫院，更妥善顧及黃大仙區居民的醫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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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政府當局表示，該檢討會考慮鄰近的伍若瑜普通科門診

診所現時提供的服務。聖母醫院計劃重建成為一所提供日間護

理服務為主的非急症社區醫院，預計可提供合共約 250 張住院
和日間病床。重建後的聖母醫院會與新急症醫院互相配合，確

保為區內 (包括黃大仙區 )居民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  
 
瑪麗醫院重建計劃  
 
20.  由於瑪麗醫院的出入通道有限，進出急症室只能靠一條

狹窄的雙線道路，有意見關注到，把急症室遷往擬建的新醫院

大樓，會否改善其通道問題。政府當局表示，薄扶林道會有第

二條行車通道通往瑪麗醫院，讓救護車可沿著擬建新醫院大樓

低層的坡道駛至將設於平台的急症室。  
 
21.  委員察悉整項重建計劃第一期工程需時約 9 年 (即是由
2014 年至 2023 年 )才完成，並籲請政府當局加快推展工程，確
保重建工程不會影響瑪麗醫院提供的急症室服務、臨床服務及

專業臨床培訓。政府當局表示，瑪麗醫院的住院和臨床服務 (包
括急症室服務 )均不會受重建計劃的擬議籌備工作影響。醫管局
會與香港大學醫學院保持密切溝通，確保重建計劃對瑪麗醫院

的臨床培訓造成的干擾減至最少。  
 
22.  有意見認為應在重建計劃提供額外空間，供瑪麗醫院日

後擴建之用。政府當局表示，新醫院大樓日後會供多個現有臨

床部門使用。當局會在較接近搬遷的時間，顧及當前的醫療服

務需要後考慮所騰出空間的用途。  
 
 
近期發展  
 
在啟德發展區設立新急症醫院  
 
23.  財委會於 2017 年 7 月通過撥款 7 億 6,930 萬元 (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 )，進行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新急症醫院的籌備工
作。據政府當局所述，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就新急症醫院擬

進行的地基、挖掘及橫向承托和地庫挖掘工程會在 2018 年第三
季展開，並在 2021 年第二季完成。  
 
廣華醫院重建計劃  
 
24.  財委會於 2016 年 4 月通過撥款 6 億 5,480 萬元 (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 )，進行廣華醫院重建計劃第一期的部分主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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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拆卸工程、地基工程，以及挖掘和橫向承托工程 )。據政府當
局所述，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廣華醫院重建計劃第一期的底

層結構及相關工程 (包括興建一座新醫院大樓第一期；提供相關
的外部和園景美化工程；以及為工程合約管理和工地監管工作

提供顧問服務 )會在 2018 年第四季展開，並在 2021 年第二季
完成。  
 
葛量洪醫院及聖母醫院的重建計劃  
 
25.  據政府當局所述，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葛量洪醫院重

建計劃第一期及聖母醫院重建計劃的籌備工作均會於 2018 年第
二季展開，並分別在 2022 年第二季及 2020 年第二季完成。  
 
瑪麗醫院重建計劃  
 
26.  財委會於 2014 年 7 月通過撥款 15 億 9,280 萬元 (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 )，進行瑪麗醫院重建計劃第一期的籌備工作。據
政府當局所述，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重建計劃第一期的主要

工程 (包括拆卸工程和設計及建造新醫院大樓 )會在 2018 年第三
季展開，並在 2024 年第三季完成。  
 
 
相關文件  
 
27.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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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10年醫院發展計劃下的項目摘要  
 
 

醫院  
聯網  擬議項目  

預計新增設施 1 

病床  手術室  

專科門診  
診所每年  
可提供的  
就診人次  

普通科門診

診所每年可

提供的  
就診人次  

港島西  

葛量洪醫院重建計劃  
(第一期 ) 

- 3 - - 

瑪麗醫院重建工程 (第一期 ) 
－主要工程  

- 14 - - 

小計  - 17 - - 

九龍中 2 

聖母醫院重建計劃  16 - 75 900 20 800 

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新急症  
全科醫院  

2 400 37 1 410 000 - 

廣華醫院重建計劃－主要

工程  
350 10 255 600 - 

在前旺角街市用地興建社

區健康中心  
- - - 88 000 

小計  2 766 47 1 741 500 108 800 

九龍東  

靈實醫院擴建計劃  160 - - - 

基督教聯合醫院擴建計劃

－主要工程 (上層結構及餘
下工程 ) 

560 5 681 800 - 

小計  720 5 681 800 - 

九龍西  

葵涌醫院重建工程 (第一期 ) 80 - 254 000 - 

葵涌醫院重建工程  
(第二及第三期 ) 
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擴建

計劃  
400 - - - 

在石硤尾興建社區健康中心  - - - 154 000 
小計  480 - 254 500 154 000 

 



 -  2  -  

 

醫院  
聯網  擬議項目  

預計新增設施 1 

病床  手術室  

專科門診  
診所每年  
可提供的  
就診人次  

普通科門診

診所每年可

提供的  
就診人次  

新界東  

威爾斯親王醫院重建計劃

(第二期 )(第一階段 ) 
450 16 - - 

北區醫院擴建計劃  600 - 180 000 - 

設立北區社區健康中心  - - - 176 000 
小計  1 050 16 180 000 176 000 

新界西  

屯門醫院手術室大樓擴建

計劃  
- 9 - - 

天水圍醫院管理局支援服務

中心  
- - - - 

小計  - 9 - - 
醫管局總計  5 016 94 2 857 800 438 800 

 
 
註  
 
1. 個別項目的落實成果或因進一步深化規劃、設計等而在日後有所調整。  

 
2. 原屬於九龍西聯網的黃大仙區及旺角區 (包括聖母醫院及廣華醫院 )，已於

2016年 12月 1日正式劃入九龍中聯網。  
 
 
 
 
 
資料來源： 政府當局就議員審核 2017-2018 年度開支預算時所提書面問題

作出的書面回覆  
 
 
 



附錄 II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下的 5 個醫院項目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6 月 11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55/12-13(01) 
 

 2013 年 7 月 15 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162/14-15(01) 
 

 2014 年 2 月 17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6 年 1 月 18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6 年 2 月 15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5 月 15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589/16-17(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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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307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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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papers/hs0715cb2-2162-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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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7051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705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s/papers/hs20170515cb2-1589-1-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