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昨天起就兩幅私家醫院地皮招標，
邀請香港及海外機構競投，截止投標日期為今
年7月27日。得標者並非價高者得，評分中服
務承諾佔70%。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
示，在招標文件中，會要求投標者承諾最少提
供300張床位，要有一半用作服務香港居民，
而用於產科服務的病床則不可多於20%；標書
中亦清楚列明，政府有權要求沒履行服務承諾
的營運者立即糾正或作賠償。

公開招標的兩幅土地分別位於黃竹坑（面積
約27,500平方米）及大埔（面積約54,851平方
米）。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昨日指出，在招標
土地發展的醫院附加了一系列特別要求，涵蓋
土地用途限制、新醫院投入服務的時間、病床數
目、服務範疇、收費透明度，以及服務水平等多
個層面。

■節錄自2012年4月14日《文匯報》

先初步閱讀 作思考起步
對不太熟悉以上議題者而言，看一遍新聞

後，大抵得到的是事件的主要資料，如主旨是
「兩幅私家醫院地皮公開招標」，然後是地皮的
所在「地區」、「面積」，還有就是招標的「附
加要求」等；透過初步的閱讀，可輕易獲得這
些資料。不過，這樣並不算是「深度閱讀」。

多設問題 再覓答案
要作「深度閱讀」，當然要先作初步閱讀，再

根據掌握的基本資料作思考的起步點，要多問些
「為甚麼」的問題，就如上例：

1. 政府為甚麼會推出私家醫院地皮作公開招標

呢？

2. 為甚麼地皮的公開招標，需要附加一系列特別

要求呢？

3. 既然是私營醫院，應按市場規律營辦，當局為

甚麼放下價高者得原則，卻更看重服務承諾

（佔70%）呢？

這些問題，在提供的新聞材料中，通常找不到答
案，要作進一步的延伸閱讀和資料搜集，才有機會
得以解答。再者，儘管找到補充材料，未必可全部
找到答案，甚或找到的亦非確切的答案。不過，這
並不重要，因為「深度閱讀」已經在「提問」及

「尋覓答案」的探究過程中自然出現了。
要嘗試解答這些相關連的「為甚麼」問題，當

然不能只問了問題就算，還要試 作進一步的思
考和聯想，在有需要時搜尋更多有助解答這些問
題的資料。當嘗試在網上搜尋，鍵入「發展私營
醫院」的關鍵詞時，很容易便找到一份當局提供
給立法會的資料文件：《就發展私營醫院土地招
標》，透過閱讀這份材料，有助解答上面提出的
問題。

現時全港共有39間公立醫院和12間私
家醫院。截至2011年年底，本港的公立醫院和

私家醫院分別提供27,041張和4,098張病床。我們的
醫療體系過於依賴資助比率高達95%的公立醫院服務，
全港超過90%的住院服務由公立醫院提供。這導致公私
營醫療服務出現嚴重失衡的情況，亦限制了公私營界別
之間的競爭和合作。對於那些有能力負擔超過公營醫療
費用而希望在醫院服務方面有更多選擇的病人，他們的
選擇亦有限。

■節錄自2012年4月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網搜關鍵字 選相關資料
從以上引文，可看出當局推出私家醫院地招標，原因

是「公私營醫療服務出現嚴重失衡的情況」。根據文中

引述數字，「全港超過90%的住院服務由公立醫院提
供」，透過發展私家醫院，亦可向「有能力負擔超過公
營醫療費用而希望在醫院服務方面有更多選擇的病人」
提供更多選擇。另外，服務的資助比率高達95%，可見
政府對公營醫療服務的資助擔子沉重。基於成本效益考
慮，透過市場機制和利潤驅動，增加私家醫院的服務比
率，有助減輕對公營醫療服務的依賴和擔子。

當然，閱讀官式文件時，心中要先假設不能盡信有關
文件，因為文件有其既定立場─為推行有關政策，自
不然鋪陳有助於政策推行的理據；即是說不單有官方立
場，陳述的資料縱是事實，亦不會是事實的全部，所
以，必須找來更多材料作印證。

下文將翻查醫管局的年報，嘗試找出以上「說法」的
多點佐證，首先吸引眼球的是當中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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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 + 公共衛生

1. 如何可以從有限的材料中，找出問題核心所在？

2. 本港醫療系統出現了甚麼問題？有甚麼改善方法？

3. 本港應如何發展私營醫療，才有助改善本地的醫療服務？

4. 醫療當局的現有政策和措施能針對當前問題嗎？其成效又如何？

深度閱讀新聞

邊閱讀，邊發掘問題，有需要
時作延伸閱讀和探究，務求掌
握當中概念。

中立持分者 數據較可信
根據過往10年的醫院病床數目，私家醫院的病床數

目均在5,000張以上，且持續上升，到2009年有7,000
多張，與資料二引述的數字有頗大差距。因考慮到當
局引用數據時有既定立場─要加大發展私營醫療；
相反醫管局並無直接利益，而且刊載了10年數據，故
初步判斷後者的數字較可信。不過嚴格來說，作此判
斷僅屬初步，應作進一步求證，搜集更多的數據跟
進，即作三角印證（triangulation）的步驟，這是碰到
不同來源的資料之間出現不一致的時候，應找來第三
方（或更多）的資料作求證的工夫。

從以上數據可見，私營醫療機構的床位數目正持續
上升，而當局推出新的私家醫院地皮公開招標，只是
有關政策措施的延續而已。

由於篇幅所限，上面的分析只能觸及本港醫療改革
的皮毛，待系列二之二才能作較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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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讀新聞學通識系列二之二」
將於下周一(11/6)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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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 Sir通識教室」瀏覽更

多參考資料及學習教材。

步驟1：初步閱讀
掌握基本資料，多設思考問題。

步驟2：搜關鍵字
嘗試網上搜尋，查閱相關資訊。

步驟3：權威佐證
尋找官方數據，探求事實全部。

步驟4：三角印證
多方資料求證，確保數據可信。

新聞報道是通識最常用的學與

教素材，但若要透過閱讀新聞素材，從而

提升「通識能力」則沒有捷徑可走，必須經過

「深度閱讀」的洗禮。眾所周知，本港新聞受篇幅所

限，報道的內容只會包含必須的要點，連基本的訊息內容

亦常要捨棄，更別苛求能整理出事件的來龍去脈。因此，若要

閱報具深度，必須一路閱讀，一路要懂得發掘問題；從而帶

問題來閱讀，有需要時作延伸閱讀和探究。換句話說，在通識的

學習中，能提出對新聞事件的要害問題，較諸在科目「摘星」

更難能可貴。在本文的下半部分，將引用本港「醫療改革」的

一則新聞作例，說明可如何進行「深度閱讀」。

■嘉賓作者：鍾文堅 資深通識教師、學校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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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有限材料 「磨兩刀」取核心

■香港私營醫療機構的床位數目近年持續上升。資料圖片
羅列重點

資料二：《就發展私營醫院土地招標》

資料三：《醫院管理局年報（2010-2011）》（見右圖）

查官方數據 求事實全部
也許，驟眼看上表羅列密密麻麻的數字和項目，已經

有暈眩的感覺，更遑論作仔細審閱，從而看出其中端
倪。其實要看懂貌似艱深的財務報表，毋須先接受有關
專業訓練，只要能找出幾個關鍵項目，便能把握梗概。
例如上列報表中，許多難明所言的項目大可不用理會，
可先看看2010/11年度的收入和支出總額，分別約為382
億元和379億元，即有逾2億元盈餘。

九成收入 政府補貼
再細看在收入上，約有86.6%來自經常性政府補助，

醫療服務收費所得卻只有7.8%，不足一成；從賬面上
看，醫管局每100元成本，只有低於8元來自醫療服務
收費；換句話說，近九成的公立醫院的費用，要用公
帑（經常性政府輔助+資本性政府輔助）作補貼。看起
來，這個補貼額度，是十分巨大的。而其他收入如捐
贈和投資收益均不足1%，可算是微不足道。因此，可

以說醫管局的收入來源十分單一：極依賴政府的經常
性補助。

員工薪酬 最大支出
在開支當中，最大項目是員工成本，包括薪酬及福利

等，佔多於七成，其次是用在醫療開支上，如藥物、醫
療用物品及設備，約佔13%，可見醫護人員的薪酬是最
龐大的支出項目。

當然，單看一年數據未能一窺全貌，但可看到局方收
入和支出的各個項目和粗略分配情況，有助掌握其剪影
輪廓。作為入手的門徑，還是可予接受。當然，多看幾
年資料更可掌握其財務結構的特徵和轉變趨勢，但受篇
幅所限，要待下一篇文中跟進。

從2010/11年度的數據得出，資助比率雖略低於資料二
引文的數字，但肯定是超過了八成半，從而可看到當局
的負擔 實不輕。有必要作改變，這就成了本地醫療改
革的前提。

再找來其他數據加以印證，發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資料四：《醫院管理局統計報告（2009-2010）》（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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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通識 系列二之一

讀新聞

資料一：《兩私家醫院地招標 半數床位服務港人》

一般而言，通識卷題目內所包含的文字材料字
數較少，通常不超過400字，有些甚或不足200
字。拿 十分「有限」的材料，如何才能答上高
要求的題目呢？這確實是有點讓高中同學有「巧
婦無米炊」的為難。

仔細審題 掌握概念
要應對要求，必須先練好「兩把刀」。第一把是

仔細閱讀題目後，能夠掌握題目的相關概念，並
運用於答題之內；這樣，才能避免流於泛泛而
論，即口語的「吹水」、「老作」。第二把刀是能
從題目的簡略資料中，整理出主要的議題，並能
就有關議題梳理出其「來龍去脈」。磨利這兩把
刀，答題時就可事半功倍，無往而不利。

梳理背景 發掘議題
通識科包含六大範疇，涉及的議題由個人到社

會再廣及全球，可謂無所不包。面對數量龐大的
議題，就算要掌握梗概，最少也得花上十年八載
的工夫。再加上時事議題日新月異，且不斷演變
發展，剛稍覺弄出點頭緒，再看就已經「變臉」
了。在追逐新聞議題的經歷裡，常有事倍功半，
找不到 力處之嘆。

上面提出要鍛煉好的第二把刀，正正是針對以
上難題的有效方法；其實，這把刀就是平常所指
的時事觸覺、社會意識（Social sense）。要磨利這
把刀，只有透過留意熱門時事素材，並不斷作

「深度閱讀」來提升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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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09年醫院病床數目

2010-2011年醫管局財務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