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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擬議訪問廣州中醫藥大學擬議訪問廣州中醫藥大學擬議訪問廣州中醫藥大學擬議訪問廣州中醫藥大學

(立法會CB(2)1221/99-00號文件 )

主 席 提 及 較 早 時 送 交 議 員 傳 閱 的 立 法 會

CB(2)1221/99-00(01)號文件，並請事務委員會秘書就此
事作出簡報。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曾安排《中醫藥條

例草案》委員會訪問該大學的 生署助理署長 (中醫藥 )，
在數日前告知她，鑒於政府當局在 1999年 8月對保安事務
委員會要求訪問內地有關當局一事所作出的答覆，他未

能安排是次訪問。不過，他已提供聯絡人的資料，議員

如仍希望進行訪問，事務委員會可直接與該大學聯絡。

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可直接去信該大學或尋求 生福利

局協助。他徵詢議員對處理此事的意見。

2. 梁智鴻議員表示，鑒於擬議的訪問十分有用，

他希望政府當局會協助作出安排。主席詢問 生福利局

能否提供協助。 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答時表示，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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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的協助是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料，例如聯絡

人姓名。至於實際的安排，若訪問是以事務委員會名義

進行，由事務委員會直接去信廣州大學，會較為適當。

事務委員會

秘書

3. 鑒於政府當局的回應及意見，主席建議事務委

員會就擬議的訪問去信廣州大學。議員表示同意。

II. 規管健康食品的擬議資料研究規管健康食品的擬議資料研究規管健康食品的擬議資料研究規管健康食品的擬議資料研究

政府當局

4. 梁智鴻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規管健康食

品。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即將成立一個內

部工作小組，以便從不同角度研究此事。主席要求政府

當局向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提供有關此議題

的所有資料，以便進行研究工作。 生福利局副局長同

意與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主管聯絡。

5. 李華明議員建議，該項研究應參考外國管制功

能性食品的經驗。鑒於使用香薰作鬆弛用途日益受歡

迎，他建議研究亦應探討此類健康產品的效用。梁智鴻

議員建議，該項研究應探討各類增進健康的器材。不過，

主席認為，為免研究的範疇過於廣泛，應首先集中探討

健康食品。議員表示同意。

III. 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一覽表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一覽表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一覽表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2)1224/99-00(01)號文件 )

根據《脊醫註冊條例》訂定的附屬法例

6. 議員察悉附屬法例的英文本擬本定稿已送交脊

醫管理局徵求同意。管理局定於 2000年 4月舉行會議。

7. 主席詢問為何擬備附屬法例的工作延誤甚久。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擬備附屬法例的工作受到延

誤，是因為在釐定應收取的註冊費時遇有困難。他解釋，

由於涉及的成員為數甚少，若以收回成本方式計算註冊

費，費用會相當高昂。羅致光議員認為，在此情況下，

政府應考慮津貼部分成本。 生福利局副局長相信，最

終建議的註冊費用預計為數千元，會獲脊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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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服務

縱向趨勢研究的結果

8. 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副總監 (中央事務 )
向議員簡介醫管局精神科臨床醫生在 1996至 1998年間進
行的一項縱向趨勢研究的結果。他指出在 1997至 1998年
間，精神科病人住院人數增加 21%，新的門診個案總數則
減少 4%。在住院個案總數中，精神分裂症所佔比例下降
2%，但情感性精神病的比例則相應增加。

9. 醫管局副總監 (中央事務 )表示，住院病人有所增
加的原因，可能是人口整體的增長、市民對精神病治療

有更深入認識，以及病人較願意接受精神病治療。

重整精神科服務

10. 醫管局副總監 (中央事務 )表示，醫管局經檢討住
院精神科設施的日後規劃後，預計未來對精神科病床的

需求將會減少，原因包括藥物療效更佳、病人提早康復、

社區精神科服務的發展，以及精神科治療能更有效地控

制精神病。因此，醫管局的目標是在 2004/05年度，將精
神科病床總數由 5 000張減為約 4 500張，以便將用於住院
病床的資源，轉作加強社區精神科服務。

11. 羅致光議員支持將用於住院病床的資源，轉作

發展社區精神科服務。他建議 生福利局檢討提供病人

出院後的康復服務及社區精神科服務的情況，以及出院

精神病人的再入院比率。他進而建議政府當局在設計精

神健康教育時，應考慮情感性精神病問題日益嚴重。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該局會檢討日後由社會福利方面

承擔的工作。

12. 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

減少 500張精神病床後，社區服務會相應增加，例如增設
長期護養院的宿位，以協助出院病人。

事務委員會

秘書

13. 主席關注在未來數年減少 500張精神科病床
後，醫管局會否加強該局的其他服務 (例如門診服務 )，以
及提供更多社區精神科護士。他認為事務委員會日後應

更深入討論醫管局精神科服務模式的轉變，以及為出院

精神病人提供的康復及社區精神科服務。就此，他表示

或有需要與福利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他建議將此

事列入 “待議事項一覽表 ”內。



經辦人／部門

5

對私家醫院的監管

14.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 生署現正檢討規管

私家醫院領牌的法例，以提高其服務質素。檢討將於年

底完成。此外，他指出私家醫院正探討設立本身的評審

計劃。主席表示自事務委員會在 1999年 4月討論此議題以
來，此事無甚進展。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醫護改革

綠皮書會提及監管私家醫院的未來路向。

政府當局

15. 梁智鴻議員認為 生署訂定的服務標準、擬議

的私家醫院評審制度、以及醫管局為公營醫院設立的評

審制度應大致相同。他進而建議醫管局轄下的醫院參與

評審計劃。 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應時，同意探討如何

確保各間醫院達致同一的服務水準。

長者健康外展隊伍及社區老人評估小組

16. 主席指出，事務委員會在 1999年 4月討論此事
時，政府當局同意檢討長者健康外展隊伍及社區老人評

估小組的服務。他對當局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表示失望。

政府當局

17. 生福利局副局長解釋，長者健康外展隊伍與

社區老人評估小組實際上提供不同的服務，前者 重提

供預防性質的健康護理，後者則 重進行健康評估及中

層護理。羅致光議員認為若將兩類隊伍合併，會較符合

經濟效益。 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應時表示，在進行範

圍較廣的社區護理檢討時，會檢討該兩類外展隊伍的運

作。

牙科政策及口腔健康目標的檢討

政府當局
18. 議員察悉醫護改革綠皮書會探討牙科政策及政

府將來在提供牙科服務方面所擔當的角色。

藥物銷售的監管

19. 主席詢問修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的進展。

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計劃將該條

例一分為二：一部分規管藥劑師，另一部分則規管藥劑

及有關行業。當局現正草擬法例的修訂，但在本年度會

期內向法提交擬議修訂的可能性不高。

政府當局 20. 應梁智鴻議員要求，署理 生署副署長同意就

文件內提及的 3宗出售違例藥物案件，提供有關詳情，以
及所判處罰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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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及 生署推行資源增值計劃的情況

21. 醫管局副總監 (中央事務 )表示，醫管局會透過下
述方式以節省款項：簡化程序、改良工作制度及重整服

務。署理 生署副署長提及 1999年 11月就此事向事務委
員會提交的資料文件，當中已載述 生署為達致資源增

值計劃所要求節省的款項而採取的措施。該等措施包括

增加診症次數、精簡行政程序等。

醫管局

政府當局

22. 主席詢問，公眾可透過何種途徑，得知醫管局

及 生署為達致資源增值計劃目標而採取的措施。醫管

局副總監 (中央事務 )回答說，醫管局的周年工作計劃書及
年報提供有關該局服務目標的資料。他同意考慮在年報

內，特別指出哪些措施是為達致資料增值計劃目標而採

取的。署理 生署副署長指出，她亦會考慮有何方法，

可宣傳 生署為達致資源增值計劃目標而採取的措施。

《輻射 (管制輻照儀器 )規例》的擬議修訂

政府當局

23. 議員察悉繼 1999年 12月 13日事務委員會會議
後，輻射管理局已去信香港放射科學院，徵詢該學院對

擬議修訂的意見，現正等待該學院回覆。

視光師在本港醫護制度內的角色

政府當局

24. 議員察悉事務委員會秘書已於 2000年 2月 25日
去信 生福利局，要求該局對視光專業的意見書作出回

應。 生福利局副局長答允盡早答覆。

管制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

25. 生福利局副局長告知議員，藥劑業及毒藥管

理局最近舉行會議，討論收緊此類產品入口管制的新措

施。如無意外，新措施可於 2001年 1月實施。

《牙科輔助人員 (牙齒 生員 )(修訂 )規例》

政府當局

26.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 生福利局最近與香

港牙醫學會進行磋商，該會同意向 生福利局提供更詳

盡的意見書，以便該局跟進。

27. 議員同意在本年度會期完結時再次審議待議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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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健康與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曾討論的事項健康與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曾討論的事項健康與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曾討論的事項健康與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曾討論的事項

(立法會CB(2)1072/99-00(01)號文件 )

28. 梁智鴻議員提及政府當局文件第4段，要求政府
當局解釋日後有何計劃將護士基本教育升格至大學程

度。 生福利局副局長回答說，政府當局過去一直朝此方

向邁進。鑑於每年所需的護士人數眾多，他認為此政策應

逐步推行。他指出，本港大學每年只提供約 200個護士學
位學額，與每年的護士需求相差甚遠。 生福利局副局長

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該局在進一步研究未來數年護士

人手的需求後，會向教育統籌局提交研究結果。

29. 梁智鴻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的長遠目標，是否要

求所有護士均大學畢業，同時不再提供學徒式的護士訓

練。他亦詢問醫管局在決定停辦護士學校時，有否考慮

到很多醫院仍面對護士短缺的問題。 生福利局副局長

在回答梁智鴻議員的首項問題時表示，政府當局的長遠

目標正是如此，但他在現階段無法訂定達致該目標的時

間表，因為亦須視乎大學是否具備所需的資源。他進而

表示，醫管局是根據護士的需求評估及護士的流失率而

決定停辦護士學校。

30. 主席回憶說， 生福利局在多年前曾要求大學

提供增加學額課程，以培訓更多社會工作畢業生，應付

預期社工短缺的問題。他認為 生福利局現時採取的措

施有很大分別。政府當局的表現未能顯示其有決心將護

士訓練提升至大學程度，這點從政府當局現時仍保留護

士學校便足以證明。他認為政府當局此方面的政策並不

明確。不過， 生福利局副局長解釋，應以較務實的方

法處理此事，保留護士學校或有助應付突如其來的護士

嚴重短缺情況。由於所有護士學校經已停辦，他認為當

局將護士教育升格的政策事實上相當明確。

31. 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答鄧兆棠議員的問題時

表示，政府當局並無訂定，要在某一年達致護士當中某

個百分比為大學畢業生的目標。

政府當局

32. 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答梁智鴻議員的問題時

表示，健康與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亦曾於 1999年年初討
論醫生的人手狀況。他同意提供有關資料，供事務委員

會參考。

33. 會議於上午 10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