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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公共衛生資源的挑戰4.1



香港的公共衛生系統包括公營醫療系統和私
營醫療系統，提供三層醫療服務，分別為基
層、第二層和第三層醫療服務。

1. 香港的公共衛生系統

4.1 分配公共衛生資源的挑戰

圖 4.1 基層醫療服務包括門診和牙科檢查。



圖 4.2 雖然使用第三層醫療服務的人數較少，但由於服務的成本高，所以
佔很大的醫療支出。現時香港的基層醫療服務多由私營醫療系統提供，第二
和第三層醫療系統服務則多由公營醫療系統提供。

1. 香港的公共衛生系統



醫療服務的需求增加

• 港人的慢性病發病率持續上升，加上人口
增加，使醫療服務需求上升，醫療系統的
負擔更大。

• 長者的醫療需求較大，治療成本亦較高。

• 長者的經濟能力有限，多會選用廉價的公
營醫療服務。可見人口老化會增加公營醫
療服務的需求和政府的醫療開支。

2. 本港公共衛生系統面對的問題



醫療服務的需求增加

2. 本港公共衛生系統面對的問題

*｢三高｣是指高血壓、高血糖(糖尿病)和高血脂(高膽固醇血症)
✦資料來源：衛生處
圖 4.3   患上｢三高｣的人口與年齡成正向關係，年齡愈大則愈多人患上｢三高｣。



2. 本港公共衛生系統面對的問題

市民對醫療服務的期望上升

• 市民期望醫療服務可追上最新的科技發展
，包括引入新的專科服務、創新醫療儀器
、新藥物，以及增加醫療服務和人手等，
令醫療總開支上升。

公私營醫療系統失衡

• 由於公立醫院收費較廉宜，私營醫院的收
費系統又欠透明，因此市民傾向使用公院
的第二和第三層醫療服務。

• 公院的服務需求遠超私院，導致公私營醫
療系統嚴重失衡。



2. 本港公共衛生系統面對的問題

 基層醫療服務未充分發揮效能

• 基層醫療服務未能充分發揮效能，以致延
誤病情，令很多本來可作簡單治療的疾病
需要較複雜和成本昂貴的入院治療，增加
治療成本及政府的醫療開支。



A.  公共衛生開支應由政府負擔的理據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的健康

 確保窮人得到治療

 個人難以控制所有影響健康的因素

B. 公共衛生開支應由個人負擔的理據

 個人應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避免公共衛生開支影響其他民生事務

 確保醫療服務水平穩定

 杜絕濫用醫療服務

3. 公共衛生開支應由誰負擔？



B. 公共衛生開支應由個人負擔的理據

3. 公共衛生開支應由誰負擔？

✦資料來源：2017-18 年
度財政預算案

圖 4.4   各項民生開支都
需政府的財政支持。任
何一個範疇的開支增加，
都會影響其他範疇所得
的資源。



 加強基層醫療服務

• 包括設立家庭醫生名冊、資助市民進行健
康普查、加強公共衛生教育和推廣健康生
活方式等，藉此改善市民健康，從根本減
低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

4. 如何面對公共衛生的挑戰？



4. 如何面對公共衛生的挑戰？

圖 4.5   長者醫療劵是公私營醫
療合作的例子，經過三年的試驗
期後，政府決定2014 年起，把
計劃納入常規政策。

 增加公私營醫療合作

• 可提高本地醫療服務的質素和效率，從而
節省開支和提高成本效益，並促進公私營
醫療機構間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交流。

• 可改善公私營醫療體系失衡的情況，提高
醫療服務質素。



4. 如何面對公共衛生的挑戰？

 發展電子健康記錄

• 醫生可在電子健康記錄系統內查閱病人的
病歷，既能提高診症效率，也可避免因病
人遺漏資料而導致醫療事故。

• 市民選用醫療服務時，無須顧慮病歷轉移
的問題，可按個人需要，隨時選用合適的
公營或私營醫療服務。



4. 如何面對公共衛生的挑戰？

 改革醫療融資安排

• 引入輔助融資計劃，以鼓勵市民共同承擔
醫療開支，避免公營醫療系統因成本上升
而與其他社會民生項目爭奪資源，以及因
政府資源不足而導致醫療服務質素下降。



中港交流帶來的公共衛生挑戰4.2



4.2 中港交流帶來的公共衛生挑戰

A. 疾病跨境傳染
 內地的公共衛生環境未如理想，內地民

眾的公共衛生意識也普遍偏低，加上中
港交流頻繁，令疾病容易跨境傳播。

 中港邊境口岸雖設有檢疫設施，但往返
兩地的人潮川流不息，未必能完全阻止
疾病跨境傳播。

1. 中港交流引發的公共衛生問題



A. 疾病跨境傳染

圖 4.6   沙士事件
令港人明白跨境
疾病的防控工作
十分重要。

1. 中港交流引發的公共衛生問題



B. 內地食品安全問題
 香港的食品不少由中國進口，故內地食

品的安全與香港息息相關。
 內地多次爆發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有問

題的食物或會供應香港，長期食用會增
加患上癌症和重金屬中毒等嚴重疾病的
風險。

 商人欠缺道德、政府監管不足和環境污
染等都是中國食物安全問題的成因。

1. 中港交流引發的公共衛生問題



A. 傳染病跨境通報機制
 沙士爆發期間，香港與廣東省的專家達

成共識，改善傳染病通報機制，定期通
報疫情。

 港府與廣東省和澳門簽訂協議，加強三
地在傳染病資訊交流和重大公共衛生事
故上的支援。

 政府制定法例，規定醫生需通報傳染病
個案。

2. 跨境協作應對公共衛生問題



A. 傳染病跨境通報機制

2. 跨境協作應對公共衛生問題

圖 4.7   自沙士一役後，港府對內及對外都加強了通報機制，以防控傳染病。



B. 食物安全通報機制
 港府與國家質檢總局訂立行政安排，規

定所有供港的蔬菜、禽蛋和淡水魚必須
來自符合生產標準的註冊農場，並附有
由內地有關當局簽發的衛生證明文件，
以保障食物品質。

 粵港兩地就食物安全設立食物事故及預
警通報機制，以加強兩地在食品安全問
題上的溝通。

2. 跨境協作應對公共衛生問題



B. 食物安全通報機制

2. 跨境協作應對公共衛生問題

圖 4.8   香港與內地政府部門設立不同機制，保障供港食物安全。



B. 食物安全通報機制

2. 跨境協作應對公共衛生問題

圖 4.9   本港的食物安全中心會密切留意市面食品
的安全，並向市民通報有問題的食品資料。



C. 通報機制的限制
 通報機制只是把已出現的問題盡快通報，

並非預防公共衛生事故。
 兩地政府應致力改善境內的公共衛生環

境，以及提升人們的公共衛生意識。
 食物安全通報機制雖有助香港市民獲得

內地的食品安全資訊，但兩地的品質檢
驗制度準則不同，增加協調工作的難度。

 內地每天供港的食品種類繁多，數量龐
大，當局難以全部檢測，最終還需靠生
產商自律。

2. 跨境協作應對公共衛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