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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雅艷) 公營醫療系統
的醫護人手不足，以致病人輪候時間長、服務
質素下降。隨 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與日俱
增，港府在財政預算案宣布，於下個財政年
度，增加醫療衛生經常開支增加27億元，至
488億元，並透過改善和增加各項的公營醫療
服務及設施，包括增加醫護人手及增加290張
病床、在《醫管局藥物名冊》中增加受資助藥

物，以紓緩公營醫療服務緊張的情況。

總經常性開支增至488億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加劇，按政府推算，在
2041年長者數目將大幅增加至256萬，佔全港
人口30%，令社會醫療負擔面臨巨大的挑戰。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2013/14財政預算案

中，在醫療衛生經常性開支中，增撥27億元，
以增加及改善公營醫療服務的人手和設施，總
經常性開支增至488億元，較2012/13年度增加
5.7%。增撥的27億元金額中，有24.7億元是向
醫院管理局新增的經常撥款；其餘的2.22億元
則是向衛生署增加撥款，包括加強安老院舍的
感染控制。

醫局增聘50醫生908護士

為進一步應付愈來愈大的醫療需求，政府消
息人士透露，醫管局將於下個財政年度動用
3.2億元吸引及挽留醫護人手，包括額外招聘

200名註冊護士分擔工作量。據悉，醫管局料
下個財政年度多增聘50名醫生，至5,280人；
多增聘908名護士，至22,229人；及增聘醫療
輔助人員348人，至6,729人。
政府消息人士又指，當局將在下個財政年度

提供額外4,400萬元，將治療頭頸癌及惡性胸膜
間皮瘤的兩種化療藥物，納入藥物名冊。同
時，亦擴大另外兩治療組別專用藥物的應用範
圍，用以治療晚期柏金遜症及癌症，預計將增
加900名柏金遜症病人及1,300名癌症病人受
惠。繼去年港府向撒瑪利亞基金注資100億元
後，去年9月醫管局已對病人申請藥物資助的經
濟評估準則放寬，令更多有需要的病人受惠。
提升公營醫療的硬件配套亦是政府政策的另

一重點，據消息人士指，醫管局來年於新界
西、九龍東及九龍西醫院聯網增加290張急症
及康復病床，擬涉及開支逾2.5億元。另外，
醫管局會加設網上登記專科門診服務，優化輪
候名冊的管理，以縮短病人在專科門診的輪候

時間；又在普通科門診注資1,900萬元，增加
如傷風、咳嗽等偶發性疾病的診症名額，料可
多派發8,500個輪候籌數。
自從上屆政府提出重建或增建公營醫院

的設備，本屆政府亦承上啟下進一步擴展
計劃，除了會動用80億元重建葵涌醫院，
又計劃撥款200億元興建天水圍醫院及兒
科卓越醫療中心，及翻新佛教醫院及重置
油麻地專科診所。去年底完成建造工程的
北大嶼山醫院建造工程，醫院急症室、日間
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等將於今年下半年投入
服務；而將軍澳醫院擴建工程及明愛醫院第二
期重建則會分別於今年及明年完工。

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早
前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建議特區政府利用

目前可動用的儲備，設立大型「扶貧專項」政府
基金，「假設政府投放1,000億元成立基金，在確
保經濟負擔持續遞減下做好長遠推算，相信是值
得研究的方向」。

20年後 兩人支援一長者

曾俊華昨日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推算，香港
到2041年，65歲或以上的長者數目將由去年的98
萬大幅增加至256萬，佔全港人口三成；而老年
撫養比率方面，20年後更會由現時5名適齡工作
人士支援一名長者，減至兩人支援一人。「香港

的人均壽命持續延長，人口高齡化所帶來的挑
戰，我們不容忽視。」

外國經驗：常規化儲部分盈餘

就未來的公共財政承擔，曾俊華預期，隨 長
者數目增加，就業人口持續萎縮，納稅人數減
少，經濟增長減慢：「若稅制維持不變，政府收
入的增長便會大幅放緩，而福利和醫療開支則會
急速上升，我們將面對入不敷支的情況。」按現
時人口趨勢來看，到2020年代，香港經濟的增長
動力勢必持續減慢，顯著低於過去10年4.5個百分
點的趨勢增長率，同時公共社福、醫療開支勢必
大幅上升，這對政府收入和公共開支的可持續性

會有深遠影響。
他以外國經驗為例，指有些國家會利用現有的

資源，為未來作籌劃，把部分的財政盈餘或其他
收益及資產常規地儲存起來。「我會成立一個由
庫務科領導的工作小組，並邀請學者及相關專家
加入，一同研究如何在公共財政上為人口高齡化
及政府其他長遠的財政承擔作出更周全的規
劃。」
被問及有關工作小組的工作範疇和方向，曾俊

華在記者會上解釋，工作小組會就公共財政規劃
的技術性問題進行研究，並提供一些數據予政策
局。「小組會在現有基礎下，看看有何空間提供
新的服務，用一政治中立、專業的角度去參考其
他地區的經驗。」被問到有無具體工作方向處理
人口老化下的財政承擔問題，他認為，許多時候
這麼重要的決定是需要有一過程，「我覺得有時
過程比較後果重要」。
政府消息人士則透露，有關工作小組是在不改

變現行政策和稅制的基礎下，研究如何在公共財
政上應付人口高齡化等長遠財政承擔。他們會參
考外國例子，如加拿大政府在財政情況許可下，
從財政儲備或財政盈餘中拿出一筆錢，設立未來
基金，專門用於處理長遠的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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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科專組研「儲錢」迎高齡化
或設基金解決長遠承擔 料今年底提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繼盛) 去年
香港用水量達9.35億立方米，其中
東江水所佔比例達76%。為應付人
口增長和氣候轉變，政府已在將軍
澳預留土地興建海水化淡廠，建造
費約40億元，預計於2020年落成。
政府預計海水化淡的成本為每立方
米12元，仍較現時東江水的每立方
米8元為高。但有水利工程專家相

信，隨 時間發展，海水化淡成本效益可做得更好。

技術改進成本降 長遠成新水源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財政預算案中表示，當局已
在將軍澳預留土地設立海水化淡廠，並於去年展開詳細
規劃及勘查，包括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研究。政府希望將
來隨 技術改進及成本下降，海水化淡長遠可以成為另
一水源，減低對其他水源的倚賴。
政府消息人士稱，該土地位於將軍澳137區，面積約10

公頃。而海水化淡廠建造費約40億元，預計於2020年落
成。海水化淡廠落成初期，海水化淡年產量為5,000萬立
方米，佔全港用水量的5%；當廠房規模完成進一步擴
建，每年產量將可達9,000萬立方米，所佔百分比將可提
升至10%。海水化淡的成本為每立方米12元，仍較現時
東江水的每立方米8元為高。而海水化淡將為輔助形
式，以面對人口增長和氣候轉變。
香港過去亦曾透過海水化淡開發新水源。1975年，位

於屯門樂安排的海水化淡廠開始運作，當時廠房使用蒸
餾技術，將鹹水蒸餾後變成純水，然後把純水冷卻，成
為再用水。由於蒸餾過程須使用大量電力，同時形成很
多損耗，所以工序很昂貴。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期後於
1982年關閉和停用，並於1991年拆卸。

而現時較先進的海水化淡方法為逆滲透技術，本港亦分別於2003
年和2006年，在屯門和鴨 洲以此技術完成各為期約1年的試驗。據
悉，有關技術的運作成本主要包括電費和更換薄膜及化學物的費
用。由於技術耗電量較高，生產成本較本港其他水源為高，加上電費
有持續上升的趨勢，故海水化淡成本短期內不能降至東江水的水平。

水利專家李焯芬：一件好事

水利工程專家、明德學院署理校長李焯芬(見圖)表示，在21世
紀，水資源是很關鍵的課題，很多地區都意識到水短缺問題。而本
港現時主要靠東江水供應，若能發展海水化淡技術，便可增加多一
個水源供應，也是一件好事。現時技術上是可以實行海水化淡，但
要考慮其成本。不過，他相信隨 時間發展，可令海水化淡成本效
益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兆東) 財政預算案持
續增撥資源改善本港醫療服務，醫管局表示
歡迎。主席胡定旭(見圖)指出，病床增加有望
紓緩望新界西及九龍東聯網需求，當局亦將
額外增聘員工以減輕前線工作壓力。行政總
裁梁 賢亦表示，隨 撥款增加，當局將擴
大藥物名冊的覆蓋範圍，並同時加強對危疾
重病的治療服務，及配合當局縮短門診輪候
時間的目標，推出多項包括推行跨網轉介安

排的優化措施。

擬挽人才吸新血 減前線醫護壓力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銳意強化本港醫療服務，醫管局對當局持續增
加經常性撥款表示歡迎。胡定旭指出，透過撥款增加，有望來年增
加約290張病床，以紓緩新界西及九龍東聯網等高需求地區的服務
需要；另外，北大嶼山醫院亦將分期投入服務，配合人口增長及高
齡化的需求。他又稱，當局亦將透過優化工作條件及環境、增加晉
升機會、提供專業培訓及額外增聘員工，挽留優秀員工及吸引新
血，以減輕前線醫護工作壓力。
梁 賢表示，隨 財政撥款增加，當局將擴大藥物名冊的覆蓋範

圍，以惠及更多病人，同時加強包括心臟科、溶解血栓治療及腎病
等危疾重病的治療服務。對於港府有意縮減門診輪候時間，他強
調，當局來年將增加普通科門診的服務名額，並優化專科門診輪候
時間的管理，當中包括公開輪候時間，及推行跨網轉介安排，冀藉
此縮短病人在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

撥款持續增 醫局表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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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人口高齡化問題開始浮現，20年後的65歲長者人

口比例更會倍增，令特區政府的長遠財政負擔大幅增加。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新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成立一個由庫務科領導的工作小組，並研究其他國家及地區

的做法，將部分財政盈餘或其他收益及資產常規地儲存起來，以在公共財政上為人口

高齡化及政府其他長遠的財政承擔作出更周全的規劃，預計會於今年底提交報告。政

府消息人士透露，小組主要研究整體公共財政規劃和承擔，其中一個研究方向是在財

政狀態許可的情況下拿出一筆錢設立基金，解決未來的長遠承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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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人均壽命持續延長，人口高齡化所

帶來的挑戰，我們不容忽視。

醫療經常開支增27億加290病床
財 政 預 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曹晨) 葵涌醫院作為本港主
要的精神科醫院，投入服務32年來設施殘舊日趨
嚴重，令當局及坊間對於翻新及重建葵涌醫院的
討論不絕於耳。為加強向精神病患者提供照顧及
支援，財政預算案提出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將動用
80億元重建葵涌醫院，也將嚴重精神病患者「個
案管理計劃」社區支援，擴大至15個地區，令更
多患者得到更佳的照顧，促進病人康復及融入社
區。
葵涌醫院自1981年投入服務以來，因使用率及

住院率一直居高不下，32年來從沒進行過翻新工
程，令醫院病房擠迫、設施故障問題日趨嚴重。
為改善精神病患者的治療環境，當局在下一個財
政年度，將動用80億元重建葵涌醫院，加強為精
神病患者提供適切的照顧及支援。
另外，港府一向致力加強對精神病患者的社區

支援，促進他們的康復及重新融入社區。醫院管
理局於2010年4月起推出的嚴重精神病患者「個案
管理計劃」，目前服務全港12個地區，計劃推出
以來，已為超過1.1萬名精神病患者提供深入及個
人化的社區支援服務。

「個案管理計劃」擴至15區

在新一個財政年度，醫管局擬將「個案管理計
劃」擴展至黃大仙、西貢及北區，令計劃增加服
務至本港15個地區，預計將增加2,800名病人受
惠，而當局預計2014/2015財政年度更增加油尖
旺、大埔及荃灣區(包括北大嶼山地區)，屆時計
劃可涵蓋全港所有地區，使更多精神病患者得到
更佳的照顧。此外，社會福利署也獲增撥1,250萬
元，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增加人手，以配合
醫管局推展計劃。

80億重建葵院 增援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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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提出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將動用80億元重

建葵涌醫院。 網上圖片

■新華社圖片

■預算案將醫療經常開支

增至488億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