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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良醫迎需求
「施政」預留地首建院 業界盼速納公醫體系

中醫院萬眾期待

據了解，醫
管局一直向外
界聲稱欠缺中
醫人才，又指
畢業生首3年
在三方醫院培

訓後，大部分回復
自由身，流失率達
15%至 20%。但有
現職三方中醫診所
的中醫師表示，全
港18間三方合作的
中醫診所每年都會
有實習生到來實習，然而診所的職位有限，不少
中醫師很難被診所再續約。

多被迫流入私人市場
現職於三方合作中醫診所的中醫區梓桓表示，
現時全港有18間中醫診所，但每年中醫畢業生有
70多名，而這些畢業生部分未有能力可以自立門
戶，因此會到中醫診所進行3年的培訓，以增加
看診的經驗。
區梓桓說，由於中醫診所的職位有限，而每年
都會有新實習生，變相每年都有滿3年的中醫不
再被續約。醫管局對此則表示，「已受訓3年的
中醫師能否獲續聘，要視乎非政府機構的營運宗
旨、服務需求、資源調配等因素作考慮」。區梓
桓表示，雖然指引是這樣列明，但在實際情況下
大部分已受訓3年的中醫師都未能獲續聘，因此
被迫流入私人市場。

起薪點遜護士 促檢討薪金福利
據了解，剛畢業的中醫生起薪點為眾醫護行業
中較低，區梓桓表示，畢業生的起薪點一般為
17,000元至18,000元。同樣為專業人士，但其薪
酬卻未能反映其專業程度，即使護士的起薪點也
在20,000元起跳。他表示，曾有病人得悉中醫的

薪金如此低而感到詫異。
他認為，當局應檢討剛入行中醫師的薪金、福利，以吸
引更多人才進入中醫行業。同時，要為中醫發展打造一個
良好的環境，讓中醫畢業後可以在社會生存，而不是讓中
醫畢業生經過3年的培訓後就被迫轉入私人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文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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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梓桓直言，每年都有中
醫不再被續約。 資料圖片

政府過去對本港的中醫發展和人才培訓，一
直停滯不前。有在職中醫師批評中醫診所的培
訓參差，亦有中醫學生認為現時政府對中醫的
培訓不足。醫管局表示，一直與營運三方協作
「中醫教研中心」的非政府機構積極溝通，為

中醫新畢業生提供培訓和就職機會，而有關培訓指引
清楚訂明中醫師的培訓時間及內容。

營運自負盈虧 續聘視乎機構
對於有關本地中醫生培訓不足問題，醫管局指，

一直有與營運三方協作「中醫教研中心」的非政府機
構積極溝通，為中醫新畢業生提供培訓和就職機會。
自2009年開始，「中醫教研中心」為中醫學位課程
的新畢業生提供三年在職培訓，在首年受聘為初級中
醫師，及後兩年受聘為進修中醫師。
當局又指，由於「中醫教研中心」是培訓中醫新

畢業生的基地，每年必須維持一定數量的名額予新畢
業生接受臨床或非臨床培訓，加上「中醫教研中心」
是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的基礎營運，已受訓3年
的中醫師能否續聘，要視乎非政府機構的營運宗旨、
服務需求、資源調配等因素作考慮。現時「中醫教研
中心」聘請中醫師的薪酬範圍為17,000元至72,000
元不等。

指引訂明培訓時間內容
同時，當局又指「中醫教研中心」的培訓指引訂
明中醫師的培訓時間及內容，在非臨床培訓項目方
面，主要包括學術講座或會議、訪問學者計劃、中西
醫相關課程等，總共約佔兩成；其餘屬於中醫臨床培
訓的項目則包括臨床獨診、臨床跟診、臨床評估、臨
床學習及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文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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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局指培訓指引訂明時間和內容。圖為中醫藥學
院「執藥」情況。 資料圖片

現時本港有18間中醫診所，而中醫診所均由政府、
非牟利機構和醫管局三方合作。據悉本地的中醫畢業
生可到中醫診所實習3年，但有現職於三方合作的中
醫門診的中醫畢業生透露，並非每間的中醫診所都能
給予畢業生充足的臨床實習，他聽聞有中醫畢業生到

本港其中一間中醫診所實習，3年的實習期中最初2年都沒
有獨診和跟診的經驗，有時甚至要在外面派宣傳單張，反映
現時的中醫培訓成效存疑。

診所填寫報告 醫局或無抽查
據了解，醫管局的「中醫教研中心」有清晰指引列出實習生

的實習時數和內容，但有現職於三方合作的中醫門診的中醫畢
業生表示，並非每間門診都跟足指引。他表示，每年醫管局都
需要中醫門診提交報告，但由於報告內容全由診所填寫，對於
反映中醫畢業生實習的真實情況存在漏洞，而醫管局會否對報
告內容作抽查亦存疑。
他說，過去亦曾經聽聞有在中醫診所培訓的中醫師稱，在
中醫診所內沒有獨診和跟診的機會，平日工作主要是文書工
作和清洗醫療儀器，有時甚至要在外面派宣傳單張。他認

為，現時三方合作的中醫診所培訓未如理想，而培訓出來的
中醫師亦良莠不齊。他表示，成立中醫院有助本地學生的培
訓，同時，期望政府能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保障中醫
實習的成效。

缺培訓資源 靠兼職維生
他又指，一直以來政府對於中醫的培訓資源缺乏。他以個人

為例，之前以中醫學生身份到廣州實習中醫，其「衣食住行」
均需要自費。據他所知，有部分實習生需要依靠兼職以維持當
地的生活費。相對於其他學系的實習生有政府資助，反映政府
對中醫學生培訓的資源不足。
有就讀中醫藥學系的四年級學生岑子謙表示，現時西醫學

生是拿醫科生資助，資助水平較中醫學生多，一般而言中醫
學生的資助水平只是如理科生一樣，對於政府投放資源培訓
本地中醫是否足夠成疑。他認為，中醫院成立是一個好開
始，有助本港的中醫發展。但長遠而言，他認為中、西醫應
平等發展，但首要是中醫先要有獨立及高水平的程度，繼而
再發展中西醫結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文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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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中醫藥學系的四年級學生岑子謙
表示，中醫院成立是一個好開始，有助
本港的中醫發展。 張文鈴 攝

首兩年派傳單 畢業生質疑培訓成效

陳恒鑌：過往政府未大力推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民建聯於去年年初和年中

分別進行香港市民對中醫的接受程度的調查，調查結果顯
示，香港市民絕大部分都接受中醫治療。若治療慢性疾病，
如癌症等，多選擇中醫；反之，一些急症如傷風感冒，則會
選擇西醫。他又指，過往政府對於中醫發展並沒有太大推
行，即使是現時的中醫診所都是由政府、醫管局及非牟利機
構三方合作而成。
對於有消息人士透露，未來兩三個月內，政府會於多間公
立醫院引入為期一年半至兩年的中醫上病房會診先導計劃，
主要是為中風、癌症及痛症病人會診，有助制訂未來中西醫
協作模式。陳恒鑌認為，即使成立中醫院也可能以「西醫為
主、中醫為副」的模式運行為主。由於現時香港的醫學是以
西醫為主導，而本港的中醫課程並沒有包含西醫的課程，因
此，若以中醫為主，在運行上有一定的困難。

複雜病症少 畢業難獨診
面對本港市民對於中醫的需求愈來愈大，醫管局預計去年
年底建成第十八間中醫診所後，每年有100萬人次看中醫。
陳恒鑌指，成立中醫院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更有效培訓本地的
中醫畢業生。他認為，現時的中醫畢業生如非自立門戶，便
會到三方合作的中醫門診進行3年的培訓，但本港中醫畢業
生在三方合作的中醫門診學習不如西醫畢業生在公營醫院實
習般有成效。他說，中醫門診較少有複雜的病症，即使中醫
畢業生實習3年後，也未必有真正的獨診能力。

學者：報讀趨增反映需求
本港現時有3間大學設有中醫學系，為本地培訓中醫人

才。浸大中醫藥學院副院長趙中振表示，浸大於1998年開始
設有中醫藥課程，他認為香港市民近年來對於中醫藥的認識
加深，因此相信中醫的效用，故求診人數亦不斷增加。他
稱，病人對中醫的需求與學生報讀中醫藥系的數目有正面關
係。近年愈來愈多學生報讀中醫學系，反映市場上對中醫有
一定的需求。2012年報讀浸大中醫藥系的學生成績是眾學系
之中最好，取錄的學生亦是最高分。
他續說，目前本港是以西醫為主導，而近年的求診人數和

大學開設中醫藥學系，顯示出中醫開始被視為醫學，愈來愈
多人開始承認中醫的醫學價值。趙中振又指，現在不少的西
方國家都將中醫作為「補充」作用，中西醫在治療病人時可
相輔相成。
趙中振說，現在普遍市民都相信中醫，但市場上不少中醫

都是良莠不齊，政府應着力解決本地人才和未來資源問題。
他指，現時在中醫診所的中醫並非納入醫管局的公營醫療體
系，因此在管理和培訓方面未能達到一致水平。現時中醫診
所有不少內地中醫師駐診，但只是短暫性，長遠而言，政府
需要培訓本地人才，投放更多資源。

80中醫診所不及1中醫院
對於成立本港第一間中醫院，他認為即使建80間中醫診所
都不及一間中醫院，只有中醫院才可以解決本地人才不足的
問題。而中醫院的興建有助本港的中醫藥業的發展，期望香
港視野要看到國際層面，將香港打造成中醫藥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文鈴）本港市民對中醫

需求日趨殷切，醫管局估計每年看中醫人數有100

萬人次之多；然而，業內卻長期面對培訓成效不

足、待遇偏低及診所中醫流失率高等問題。面對

市民對中醫需求愈來愈大，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

告中提及預留將軍澳一幅用地興建本港首間中醫

院，有學者和議員對成立中醫院表示支持，認為

除了可以滿足龐大的需求外，還有助培訓本地中

醫人才，更指即使建80間中醫診所都不及一間中

醫院；同時業界期望盡快將中醫納入醫管局的公

營醫療體系，有助中醫業管理和發展。

■■每年看中醫人數有每年看中醫人數有100100萬人次之多萬人次之多，，學者和議學者和議
員對成立中醫院表示支持員對成立中醫院表示支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趙中振說，即使建80間中醫診所都不及一間中醫
院，只有中醫院才可以解決本地人才。 張文鈴攝

■陳恒鑌指，市民治癌症等慢性
疾病，多選擇中醫。 資料圖片

■近年愈來愈多學生報讀中醫學系，反映市場上對中醫有一定的需求。
圖為浸大中醫藥學院資訊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