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護行者回應2022施政報告
基層醫療措施內容

引言

新一份施政報告出爐，醫護行者樂見政府確立基層醫療的重要，唯要更進一步推進基層醫療，

應該全方位從不同社會因素介入。報告中提到的「治療，預防、社區」方向都未扣緊實際措施，

在缺乏具體執行基礎上，推行基層醫療恐怕會成為三不像，難走出嚴重醫療負荷困局。

我們相信基層醫療不只是單個機構決策，更重要是藉由政策局的長遠規劃，思考如何協調不

同地區康健中心之間，帶領不同地區參與討論，共同善用社區資源，構建健康公平的可持續基

層醫療發展。

以下六點是我們認為，在推行基層醫療必不可少的方向，冀現屆政府在將來落實推行基層醫

療藍圖，以及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時可以予以參考。

建議

1. 加強醫護、社區工作等專職多方面交流，為基層醫療及健康社區工作培育人力資源基
礎

● 提供培訓機會讓醫護及社區工作者互相交流意見，了解雙方想法及工作時的考量，從

人性化角度出發處理基層問題，了解社醫共生的重要

● 要推廣基層醫療，不能僅限於醫護專職、社工，亦有賴健體教練、社區工作者共同為基

層服務，彼此在合作的過程中，了解基層對健康的看法，向對方提供指導和支持，培養

他們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 建立一套以地區康健中心為基礎的協作指引，內容包括在社區充分發揮醫社合作、基

層醫療發展、協調工作、連結合作夥伴等做法，並持續推廣及訓練，於醫管局、社區組

織及非牟利機構的不同醫護及專職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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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展地區康健中心地區網絡，發展地區性協作平台

● 地區康健中心作為一個健康諮詢平台，涵蓋不同類型社區常見疾病、醫療服務諮詢轉

介，擁有家庭醫生網絡及不同專職，尚有很大的潛力有待發揮。我們可以透過中心更

容易接觸高風險群組，針對特定人士的疾病篩查及健康教育，同時制定公共衛生指標

，包括三高指數、體重、飲食運動時數，鼓勵市民向指標努力

● 另一方面，康健中心可以發揮地區優勢，連結不同持份者，整合各界別醫療資源，為社

區人士提供疾病預防及健康行爲改變的服務，以康健中心為平台提升公、私、社、民四

方合作的規模

● 因應社區特性及當區健康需要，來調整公營、私營、社福、民間團體協作網絡，非以單

一公私營合作模式供全港應用。由政府的跨局跨部門負責協調，針對特定群組，例如

大廈管理團體、地區網絡改變他們的生活模式

3. 從病理思考預防；從生活帶動健康，兩者同樣重要

● 大眾對健康的理解限於醫療層面，其實要處理的不只是病症，亦需要徹底背後影響健

康成因，從問題源頭去解決，提醒市民不一定要入醫院求助，甚至可以提早預防

● 不再從基層的疾病為重點，以家庭崗位、職業等為分類，讓基層群組充分了解生活上

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

4. 積極發展社區藥房服務，並與地區康健中心協作支援地區藥劑相關服務

● 施政報告亦未有提到推動社區藥房發展，過去五波疫情中，社區藥房為市民提供及時

資訊及藥劑協助，成效突出。疫情以外，社區藥劑師也能夠協助長期病患穩定病情及

治療小病小痛，減輕整個公營體系的壓力，讓市民盡快得到適切治療

● 以地區康健中心為基礎，同各區社區藥房建立緊密合作夥伴關係，讓對管理健康有疑

問的市民，透過社區藥房的藥劑師協助下，善用藥物和提高健康自主及自我管理疾病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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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放社區健康數據，激發民間健康活動

● 統籌醫管局及康健中心整理所得市民健康數據，得出不同地區群組、職業等歸類，制定

18區基層醫療策略

● 同時公開數據，有助不同非牟利醫療機構理解，找出背後的高風險人士或群組作為服務

對象，深化地區工作

6. 了解社會的健康決定性因素，跨部門提供社會保健資源

● 居住環境、教育、工作等社會因素，都與基層市民健康息息相關，需要由基層醫療管理

局有系統地介入，協調不同部門在執行民生議題時，有相應的公共衞生基本常識，多

從市民健康出發，將促進健康的理念融入發展及政策當中

● 例如近日討論的最低工資問題，基層的工資影響他們的生活水平，能否有尊嚴地生活

，無論從心理及生理上均將影響他們健康，這些都是管理局應列入的考量，及未來努

力的方向

● 政府各部門包括民政署、勞福局、教育局等，制定各公共政策時加插健康的元素，從中

協調學校、工作空間、僱主、弱勢社群組織推廣健康。例如調查顯示，肥胖兒童成長後

，仍將有六成機會維持肥胖，教育局能否摒棄僅限於治療思維，走多一步在校園、社區

推廣健康，鼓勵兒童及早認識健康生活模式，才是以低成本、高效益，真正做到由上而

下的醫社合作，讓香港成為一個健康城市

總結

醫護行者促請政府就推行基層醫療下定決心，推動不必要住院需求之餘，也要明確預

防疾病的重要，跨部門協作下釐定相應工作指引及目標，真正以地區為本、以預防為

重、進一步發揮地區康健中心作用。

我們要重申，推動基層醫療不僅是將來的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或單一任何人的責任，

最理想狀態是由當局牽頭下，各界持分者共同努力，打造社區協作網絡，才是減輕醫

療系統負擔的最佳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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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 現時整體之社區醫療健康服務開支

圖二 : 未來合理化之整體社區醫療健康服務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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