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病患皆終身續保
當局「三管齊下」：檢討人手 定規管架構 促私院推套餐

醫保
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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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日會晤工聯會訪京

團時，首次談到下任特首的三個條件，包括愛國

愛港、具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王光亞關於下

任特首三條件的論述並非泛泛而談，而是對香港

回歸14年經驗的總結，是有的放矢的意見。特首

三條件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其中，愛國愛港

是前提，管治能力是關鍵，社會認受性是基礎。

若沒有堅定的愛國愛港立場，就不能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就不能處理好特區與中央、香港與

內地的關係，也就不能管治好香港。只有具備良

好的管治能力，才能使香港保持繁榮穩定與和

諧，市民安居樂業。至於良好的社會認受性，不

僅是特首當選的必要條件，更是特首成功施政的

民意基礎。

特首首要愛國愛港，是「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國家利益和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的基本條件。鄧小平上世紀80 年代在多

次談話中非常強調這一點。特首首要愛國愛

港，是關係到香港特區管治權落在什麼人手上

的重大問題，是關係到全港市民切身利益和社

會穩定的重大問題。愛國和愛港是相互聯繫在

一起的有機整體，特首愛國愛港才能切實把維

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與維護香港市民的福

祉統一起來。

特首三條件中的管治能力是關鍵。回歸以來，

提升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不僅中央

政府寄以殷切期望，同時也是香港市民的要求。

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及民生方面存在許多深層

次矛盾和問題，加上市民訴求日益多元和對政府

提出更高要求，下任特首具有良好管治能力，對

於逐步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回應市民多

元訴求，是十分關鍵的。王光亞指出，管治能力

當然也不能完全靠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的

確，特首不可能全知全覺，不僅需要依靠管治團

隊的具體智慧和力量，更需要貼近民情、吸納民

意、以民為本。這需要下任特首建立責任政府、

陽光政府，強化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科學基礎

和民意基礎，以回應市民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

各方面的訴求。

關於特首的社會認受性，困難的不是特首當選

時民意支持度高，而是特首在當選之後將社會認

受性鞏固和保持下去。古語說：「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下任特首要做到社會認受性有始有

終，就必須表現出良好的管治能力，拿出令港人

滿意的施政成績。

(相關新聞刊A1版)

政府公布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結

果，超過6成市民支持自願醫保計劃。食物

及衛生局預料，醫保計劃最快於2015年推

行。自願醫保特點是全民終身續保，政府不

但預留500億元為計劃包底，還將設立高風

險分攤基金機制，為長者及長期病患者提供

獨立保險池。政府既要鼓勵有能力的人士積

極投保，也要考慮提升自願醫保的吸引力，

對保障範圍和質素作出保證，令投保人覺得

物有所值，讓更多市民有信心投保，確保自

願醫保的成功推動。

自願醫保計劃來者不拒，接受長者及長

期病患這些一向被市場視為高風險人士的投

保，既是自願醫保計劃最吸引人之處，更是

體現政府對高風險人士的照顧。高風險人士

透過自願醫保計劃，可以避免在公立醫院長

期輪候的痛苦，有機會享受到私家醫療服

務。而且，政府已考慮接受高危人士投保會

扯高整體保費的社會憂慮，專門為高風險人

士另設一個保險池，以免自願醫保成為健康

投保者補貼長期病患者，甚至被視為財政包

袱，希望藉以消除健康市民及年輕人的顧

慮，不會對自願醫保產生戒心。相信有經濟

能力的長者或長期病患也願意投保，有利做

大自願醫保的保險池，也有助減輕對公立醫

院的壓力，讓出更多公營醫療服務予實在買

不起醫保的基層人士。

自願醫保成功的關鍵，是要有足夠的年

輕人及中產人士投保支持，除了要打消由他

們補貼高風險人士的顧慮之外，自願醫保計

劃還應具有較現時市場上的醫療保險更優勝

的吸引力，例如保費更便宜，保障更健全等

因素。目前不少中產即使購買了醫保，遇上

重病時仍選擇公營醫療服務，主要原因是私

營醫療機構收費及保險賠償透明度不高，醫

保難以彌補收費，有供無賠的現象也時有發

生。因此，為配合自願醫保的推行，政府應

修例設立監管機制，確保參與計劃的保險公

司和私營醫療機構收費合理，對醫保的保障

範圍和質素作出保證，並提供稅務優惠措

施，增強市民參與自願醫保的信心。同時，

吸引年輕人及中產人士及早投保，為自己的

健康早作財務準備，也有利於本港醫療資源

合理運用，促進公私營醫療體系的可持續協

調發展。

(相關新聞刊A4版)

特首三條件相互聯繫缺一不可 提升自願醫保吸引力

議員憂保費加幅失控保險界倡保費無上限免阻競爭

港人內地妻抗議
兩度打斷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港府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報告「出爐」，逾60%受訪市民支持香港引入自願醫保計劃。在民

意力撐下，食物及衛生局將全速上馬，未來兩年「三管齊下」籌

備醫保計劃，除全面檢討醫護人力需要，亦會制定醫保規管架

構，及促進私家醫院套餐式服務發展。食衛局預料，醫保計劃最

快於2015年推行，特點為全民終身續保，年輕投保人士有7折保

費優惠，而高風險人士附加保費上限為保費的3倍，又會設立分攤

基金機制及獨立保險池處理索償。惟當局表明，不會立法訂明保

險公司可收取的管理費水平，以免出現「賺盡」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
會昨晨舉行的會議，約10名「中港家庭權益會」成員
出席旁聽，他們突然在席上高聲抗議，兩度打斷會議
的進行。其中，有港人內地懷孕妻子的家屬情緒激
動，突然在公眾席上高聲抗議，向在場的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周一嶽質問，為何內地妻子不能在港產子、港
府為何不預留床位給她們在港分娩。保安員即時上前
制止，並把他們帶離會議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
建議實行自願醫療保險計劃，預計最快
2015年推出，投保者可能獲終身受保，
並會向年輕人提供最高7折保費優惠。
保險業聯會認為計劃符合市民期望，但
強調不應為保費設上限，以免影響市場
自由競爭。有學者表示，計劃最大吸引
之處，是長者與長期病患者俱受保，但
擔心長者未必可以長時間支付保費，質
疑計劃成效。

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譚仲豪指出，本
港醫療保險市場的保費收入由05年全年
的61億元增至去年的107億元，升幅逾
70%，反映醫療保險日益受市民歡迎，
認為自願醫保計劃符合市民期望。但他
認為，計劃必須在財務上持續可行，且
提供足夠的誘因，鼓勵及吸引一定數量
來自不同風險群的人士參加。他說：
「保險運作是愈多人參加愈好，但不應
為保費設限，否則保險公司如何競
爭？」
譚仲豪又認為，計劃要設機制處理高

風險群組的問題。至於行政費用，他認
同應具透明度，吸引市民參加，所有細

節則有待深入探
討。保險業聯會

醫療改革專責小

組副主席陳秀荷

指出，一般保險
公司會以賠償記
錄、醫療通脹及
市場競爭力去釐
定價格、行政費
及盈利，希望計
劃能吸納市場上一些健康、年輕及本身
沒有購買醫療保險的人士參與。

學者憂長者難長期付費
理工大學管理及市場學系教授阮博文

表示，計劃最大吸引處，是長者與長期
病患者均受保，但擔心長者未必可以長
時間支付保費，質疑計劃成效。他指
出，到了某個階段，續保對長者負擔很
大，最終回到醫管局體系，相信除了一
些較富有者，未必太多長者參與計劃。
他建議，當局將預留的500億元成立基
金，針對一些長者常患的病症去撥款，
更有效善用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醫保
方案將影響日後醫療發展，備受社會各
界關注。有立法會議員擔心，日後醫療
費用會因通脹影響而大幅增加，保費加
幅將不會受控。有議員則憂慮，推出醫
保後私營醫療需求上升，私家醫院向公
營醫院「挖角」情況加劇。另有議員批
評，以500億元公帑作財務誘因，鼓勵
高風險人士購買保險，變相令私家醫院
及保險公司得益。食物及衛生局強調，
有關金額為資助投保人士，又稱以醫保
規管私家醫院服務，反而能控制醫療通
脹。

周一嶽：500億助高風險者無不公
勞聯李鳳英表示，現時私家醫生受保

險影響，經常「以貨就價」及「照單執
藥」，擔心推出醫保限定醫院作套餐式
收費，情況將會加劇。她又說，醫療費
用或會受通脹影響增加，保費有機會大
幅上升，投保人不能承擔最終回歸公營
醫療體系。食衛局局長周一嶽稱，相信
醫生不會「以貨就價」，而保費加幅則
需根據營運數據等，經分析後由規管架

構每年定出，相
信不會有大幅加
價情況。
港府預留500

億元作為醫保計
劃的 動基金，
以財務誘因鼓勵
市民投保。有議
員質疑，以公帑
鼓勵高風險人士
等購買保險，變
相令私家醫院及保險公司得益。周一嶽
強調，金額是資助高風險人士投保，並
不存在不公平情況。至於民建聯陳克勤

擔心醫護人員不足問題，周一嶽回應
稱，日後每年醫護人手均有所增加，加
上大部分市民不會醫保推出首年即時投
保，相信私營醫療需求不會突然大幅上
升。

保險業界陳健波表示，業界原則上支
持計劃，但擔心未能控制私家醫院收
費，會令計劃失敗。他又擔心，將來不
論健康或患病人士均受保，索償會大幅
增加。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晨出席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總結醫療改革第二
階段公眾諮詢的意見。他表示，社會支持政府繼續以公營醫療為核心，強化公營
醫療系統，並同時改革私營醫療界別。市民亦普遍支持透過引入自願醫保計劃，
規管計劃下的私人醫療保險及私營醫療服務，提高市場透明度及促進競爭，加強
對市民的保障。

周一嶽：無意「限死」管理費
周一嶽指出，港府將三管齊下推展醫療改革。首先會落實醫保計劃，成立醫保

計劃工作小組，制定規管及組織架構的詳細建議和具體細節，並會立法規管私人
醫療保險和私營醫療服務，包括要求保險公司提高保費透明度，清晰交代投保人
每年保費及醫療花費、行政費及醫院收費比例等，但表明，無意訂明保險公司可
收取的管理費水平，「若硬性規定盈利不能超過15%，他們(保險公司)每年也會是
15%，保險市場會少了競爭」。他認為，在數間公司競爭下，管理費等均會下調。

年底前設人力檢討督委會　
港府年底前亦會成立由周一嶽領導的高層次人力檢討督導委員會，進行醫護人

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明年上半年則會在食衛局下設專責小組，負責統籌
醫療服務及配套發展，包括撥出土地發展有套餐式收費的私家醫院、發展支援私
營醫療保險及醫療服務的配套等。周一嶽預期，醫保前期工作會於2013年前完
成，冀能於2013至2015年提交法案，於2015年推出醫保產品，屆時港府會成立法
定機構監管整個計劃，盼最少50萬人參與有關計劃。
至於現時建議的醫保方案，保障範圍將包括住院治療、專科門診及癌病化療

等，並會規定私家醫院需按症候族群分類釐定「套餐式」服務與收費。在標準保
單下，不論健康或有長期病患人士均可投保，亦保證終身續保。保費會根據年齡
分級，為鼓勵年輕人盡早投保，推行計劃的指定時限內會有最多30%折扣。而長
期病患等高風險人士，則要支付上限為保費3倍的附加保費，高風險人士會設有獨
立保險池處理索償，有需要時港府會利用預留的500億元為計劃包底，估計該筆款
項能用2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

醫療改革次輪公眾諮詢今年初結
束，當局共收到564份意見書，另
訪問了5,021名市民。港府整合諮
詢結果後，發現63%受訪者都支持
推行醫保計劃，受訪者最關心醫
保計劃是否保證受保和終身受
保、醫保保單可攜性、能否承保
投保前已有病症，及高風險投保
人風險如何攤分等問題，另在推
行細節，例如投保年齡是否設定
上限、港府注資500億元如何運用
等則仍有分歧。

35%指保費吸引
綜合諮詢結果，大部分市民都支

持醫保，亦有35%受訪者認為適用
於他們的保費水平吸引，會令他們
投購或轉移醫保計劃，但同時有
28%市民認為保費水平不吸引；另
有35%受訪者認為醫保計劃的基本
保障範圍吸引，但亦有19%受訪者
持相反意見。在投保年齡設上限的
問題受訪者亦意見紛紜，有意見認
為容許個別人士在年老時才開始投
保，或會大大增加風險及損害保險
風險池的營運能力，但亦有意見認
為設定關注如有年齡上限，或會窒
礙年長人士投購核准醫保。
另外，用作財政儲備預留的500

億元亦為市民關注焦點，有意見支
持當局用以資助特定群組，包括長
者、年輕人或高風險人士投購醫
保，有意見認為應用以直接資助市
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但亦有意見
認為資助有負責能力的人士購買保
險並不公平亦欠效益。縱使大部分
市民都支持醫保，但諮詢期內亦有
市民質疑利用公帑資助市民投購私
人醫療保險是否恰當，部分反對意
見更認為當局將500億元公帑用於
公營醫院系統更適合。

近半醫護同意套餐收費
1,100名醫護人員亦有就諮詢內

容發表意見，當中55.1%同意醫保
計劃的目標，46.7%同意實行套餐
式收費，但有11.3%醫護人員憂慮
會因而減低私家醫院的專業自主
權。另有53%受訪醫護人員認為，
現時市場上的醫療保險對於在私家
醫院接受普通治療所提供的保障不
足；72%醫護人員認為最重要的保
障項目是住院服務，其次則是非住
院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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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醫保計劃時間表
■2011年7月：發表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

詢報告，並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匯

報。

■2011年底：成立醫護人力策略檢討督導委

員會，評估全港醫療人手需求，並就專業

發展提出建議；另會成立醫保計劃工作小

組，訂明醫保具體目標及預期成果、制訂

醫保規管措施及保障項目等。

■2012年上半年：在食物及衛生局下開設專

責小組，擬定可行方法監察公私營醫療服

務及其收費，亦會訂出症候群分類的成本

基準等。

■2013年上半年：醫護人力策略檢討督導委

員會，及醫保計劃工作小組提交報告。

■2013至2015年：草擬及提交有關醫保計劃

的法例草案，並成立醫保計劃的主管機

構。

■2015年：正式於市場推出醫保產品。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敏慧

■自願醫保計劃無論健康或病患一律可以終身續保。 資料圖片

■陳克勤擔心醫護人手不
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周一嶽昨出席立法會衛生
事務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健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譚仲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