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醫療改革加入中醫藥服務建議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校友會(下稱本會)細閱了食物及衛生局於 2008 年 3月 13日

發表醫療改革諮詢文件，認為是次文件建議普遍照顧到市民的醫療需求，建議方向亦合理。

然而，誠如行政會議成員梁智鴻醫生指出，文件建議並未包括中醫服務(1)，若能夠同時把中

醫服務納入輔助融資的範圍內，是次醫療改革建議將更能得到市民支持。以下本會從香港政

府醫療開支趨勢，中醫藥法規，中醫藥臨床，中醫藥科研，中醫在本港的角色，中醫醫療保

險在香港和香港以外情況和從醫療券到醫療融資角度出發，建議把中醫服務加入文件建議。 

1. 香港政府醫療開支趨勢 

香港人口老化問題嚴重，根據統計處數據顯示，到了 2033 年，香港人口將達 838 萬，其

中長者人口佔 27%，平均年齡為 49 歲(2) (圖表 1)，而根據醫療改革諮詢文件(下稱文件)數

據顯示，屆時公共醫療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達 5.5%，約為 1,866 億元(3) (圖表 2)。香港的

醫療開支將與年俱增，對社會財政開支構成上升壓力。因此，本會認同政府推行醫療改革，

以維持優質醫療服務。 

 

2003 年及 2033 年老年人口結構圖 

 

圖表 1 

 

2033 年公共醫療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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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醫藥法規 

《 中醫藥條例》（香港法例第 549 章）於 1999 年 7 月 14 日由立法會通過，而同年 9月，香

港中醫藥管理委員會便根據《中醫藥條例》成立。香港中醫藥管理委員會負責實施各項中醫

藥的規管措施(4)。市民享用的中醫藥服務，是受到了法規保障的，因此市民的輔助融資將會

用於受嚴格規管的中醫服務。 

 

3 中醫藥臨床 

3.1 使用人次 

公營中醫診所 2003 年起至今已有十一所投入運作，各診所均採用三方伙伴協作模式－由醫院

管理局與非政府機構和本地的大學合作在每間中醫診所提供服務(5)，而醫院管理局還負責撥

款。在三方合作模式運作下，各診所每天到診人次約為 80 至 140 (6)，到 2006 年為止，公

營中醫診所求診人次共有 132,000，而私營中醫診求診人次所更錄得 600 萬(7)，中醫門診服

務約佔本港總門診服務約 22%(8)。而從研究統計顯示，每 1000 人裡的 512 個患者中，就有

54 位尋求中醫治療，當中未包括成藥、自行處方和食療(9) (表 1)。可見，是次文件建議應

該照顧到這龐大公私型中醫服務使用者需要，給他們機會選擇中醫服務。 

 

公私營中醫服務比較

 公營中醫服務 私營中醫服務 

監管者 香港中醫管理委員會根據中醫藥條例 

參與者 非政府機構，大學，醫管局 私人或集團 

求診人次 132,000 6,000,000 

佔總人口比例 54/1,000 

佔總門診比例 22% 

表 1 

 

3.2 服務收費 

各診所的內科基本收費為每症$120 元（包括診症和兩劑藥的費用），針灸骨傷項目由百多元

至二百元不等(10)，而診所每天到診人次約為 80 至 140 人，其中至少 20%的症額分配給綜援

受助人，並豁免他們的收費（包括診症和兩劑藥的費用）(11)。這 20%的症額分配跟文件建

議中，維持照顧低收入和弱勢社羣理念是一致的(12)，公營中醫服務對比公立普通科門診(45

元)和專科門診(100, 60 元)(13) )(圖表 3)，收費明顯較高。因此，中醫服務更應該納入輔

助融資範圍內，如文件建議，確保市民日後有能力負擔公營醫療服務開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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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中西門診醫療服務收費比較圖 

 

圖表 3 

4.中醫藥科研 

配合政府發展中醫藥方針，多年來各大學和科研機構不斷進行中醫科研，而公營中醫診所透

過臨牀研究，加上完善的臨床中醫門診診所資訊科技系統，促進以「循証醫學」為本的中醫

執業發展(15)，提升中醫服務質素，安全性和客觀性，這符合文件建議-實証為本的醫療模式

(16)。因此，中醫服務應該納入輔助融資範圍內。 

 

5.中醫在本港的角色 

5.1 基層醫療 

香港還未設中醫院，現行中醫服務只是以門診形式進行，與西醫普通科門診性質相似(但也包

含專科門診特式)服務非住院病人，如文件建議包括中醫服務，這符合文件建議強調加強基層

醫療服務模式(17)。 

 

5.2 治未病 

傳統中醫的強項之一－養生學強調「治未病」，現在中國大陸開始推行中醫「治未病」預防性

醫學(18)運動，這也是文件建議另一重要方針(19)。因此香港應該參考中國大陸做法，借是

次醫療改革機會，讓公私營中醫服務擔當預防性護理服務角色，發揮中醫的強項，減低醫療

服務需求。 

 

6.中醫醫療保險在香港和香港以外情況 

香港已有不少私營保險公司提供中醫醫療保險服務，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推出的「城鎮

職工基本醫療保險制度」則包括指定的中醫醫療服務(20)；台灣實施了 11 年的「全民健康保

險」也包括中醫醫療服務(21)；甚至加拿大卑詩省衛生廳已於 2008 年 4 月把針灸納入省醫療

保險計劃〈MSP〉內，使針灸成爲另一項低收入省民的輔助醫療選擇(22)。自回歸後，香港已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在全民醫療保障方面，實不應該落後於其他華人地區，甚至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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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從醫療券到醫療融資 

去年特首曾蔭權先生在施政報告推出 3 年長者醫療券計劃，醫療券可用於中西醫、專職醫療

如物理治療和牙醫服務，亦可用於身體檢查或疫苗注射(23)。既然醫療券適用於中醫服務，

加上前述－中醫醫療保險在香港和香港以外情況，可見中醫包括在全民醫療保障的實行有先

例可循，因此，是次文件建議應該括中醫服務。 

 

總結 

醫療改革刻不容緩，而本會認同醫療服務使用者有責任分擔其醫療費用，但具體措施方面也

應該考慮社會整體情況，加入日漸普及的中醫服務。自前任特區行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1998 年

施政報告提出把香港發展成為中醫中藥中心至今，已有十年時間。中醫藥在香港無論在法規，

臨床，教育和科研發展方面都得到相當發展，具備本港主流醫學－西醫同樣的運作模式。而

中醫在全民醫療保障亦有運作經驗參考。因此，從社會整體利益出發，醫療改革應該加入中

醫服務。 

 

專此奉達，敬候 

鈞安 

  

  

  

建議者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校友會謹啟 

2008 年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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