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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中醫（List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
ner）：意指在有關規管中醫師的制度實施前、已在港
行醫的中醫師，他們可根據特定方式（如執業資格試
及註冊審核等）而成為「註冊中醫」（Register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指出和說明政府計劃興建香港首間中醫院的背景因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參考上文，試歸納本港社會對興建首間中醫院的正反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本港興建首間中醫院的首要條件為何？解釋你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港中醫業現正面臨甚麼困境？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承上題，政府可如何幫助解決這些困境？試參考內地情況，舉例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香港回歸後，由「中藥

港」到「六大優勢產業」，

「中醫」一直是特首施政報

告的常客。特區政府大力推行中醫業發展，時至今

日，中醫已成為深入民心的治病方法。然而，「萬

事俱備，只欠東風」，本港仍未擁有一座正式的中

醫院，令業界發展難以大步躍進。有鑑於此，特首

梁振英在最新一期施政報告中宣布，將興建全港首

間中醫院，為市民提供既專業且具規模的中醫醫療

服務，在推動本港中醫業發展上再次注入強心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濟世良策

本港局方、中醫業界和學界等不同持份者對中醫
院興建計劃有以下看法：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建議興建的中醫

院，現階段先探索中西醫合作模式。醫院屬於公共
服務，政府可提供財政幫助……政府傾向由非牟利
團體營運，希望港大、中大和浸大均有機會參
與……預計最快可於4年至5年後落成。
．中大中醫學院院長梁榮能：未來的中醫院應集

中提供中醫服務，好過採取中西合璧營運

模式。將軍澳區已有將軍澳醫院，兩者可配合提
供治療。興建純中醫院，可讓中醫學生有更多機
會診症……中醫院採取公營模式較好，因可同時
肩負教學任務。
．浸大中醫藥學院副院長趙中振：中醫院的興

建有助本港中醫藥業發展，將香港打造成中醫藥
中心。

高永文：政府可「財撐」
浸大：助推業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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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參差：在中醫診所的中醫並非納入醫管局的公營醫療體
系，在管理和培訓方面未能達到一致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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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絕良莠不齊。

資格有限：中醫師（包括註冊和表列中醫師）只能採用傳統
中醫藥的方法進行醫療，不能開處西藥、施行外科手術、開化
驗單等。這種醫療模式與內地的做法大相徑庭。在內地，中醫
院的急診科和骨傷科大多是由中醫師主理，遇到急症病人，可
採用手術和藥物注射等方法進行治療。
僧多粥少：現時，全港有18間公營中醫診所，但每年中醫畢

業生有近80人，當中部分未有能力自立門戶者會到中醫診所進
行3年培訓，以增加看診經驗。但因中醫診所的職位有限，又
因每年都有新實習生，變相每年都有工作滿3年的中醫不再被
續約，被迫流入私人市場。

起薪較低：據報道，剛畢業的中醫的起薪點在醫護行業中較
低。有中醫畢業生說，一般起薪點為17,000港元至18,000港
元；但護士的起薪點在20,000元以上。有中醫畢業生認為，同
樣為專業人士，其薪酬未能反映其專業程度。

培訓不足：中醫畢業生可到中醫診所實習3年，但有現職於
三方（政府、醫管局及非牟利機構）合作的中醫門診的中醫畢
業生透露，並非每間中醫診所都能給予畢業生充足的臨床實
習，聽聞有中醫畢業生到本港其中一間中醫診所實習，在3年
實習期中，最初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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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回 應
醫管局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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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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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禁開刀起薪低
盼與西醫看齊

公共衛生
（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1：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探討主題：人們對疾病和

公共衛生的理解如何受不同
因素影響？
．以往人類如何理解疾病的

成因？有關理解是否符合科學精神？
．人們對健康的理解怎樣受經濟、社會等因素影
響？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怎樣影響人類對公共衛生的
理解？

中醫院

輿論
支持
．應付市民龐大需求
．可更有效培訓本地
中醫畢業生

反對
．風險管理要求較高
．中西醫合作模式不
利中醫發展

高永文：政府可提
供財政幫助。
浸大：有助本港中

醫藥業發展，將港打
造成中醫藥中心。
中大：應興建純中

醫院。

多角度觀點

．已預留將軍澳土地
．傾向由志願團體自
負盈虧經營

．研究中西模式運作

背景

透視施政系列之醫療篇

今日香港
（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1：生活素質
探討主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

方向如何？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甚麼不同
看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
急切的需要？甚麼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為甚麼？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
貢獻？有甚麼障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
些群體最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對於興建全港第一所中醫
院，本港社會各界既有支持
聲音，也有反對意見：

支持
．醫管局估計，每年中醫

應診人數高達100萬人次，
而且預期更有上升趨勢，開設中醫院可
應付市民的龐大需求。
．可更有效培訓本地的中醫畢業生。

現時，中醫畢業生如非自立門戶，便會
到三方（政府、醫管局及非牟利機構）
合作的中醫門診進行3年培訓，但成效
被指較低，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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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現階段適宜先發展診所，一旦發展

住院診症服務，風險管理的要求較高，
很多執行細節亦未成熟。例如廣華醫院
3年前發展中醫上病房看症，但中西醫
的電子病歷紀錄不能互通，兩邊醫生往
往要面對面討論，了解病人情況。
．中西醫合作模式難以讓中醫界獲得

獨立的評價體系，反而可能把中醫納入
西醫的管理下。將來中醫可能要跟隨西
醫的運作，如進行實驗、撰寫英文論
文、發表國際醫
學期刊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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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中醫禁止向病人注射藥物本港中醫禁止向病人注射藥物。。圖為西醫向市民注射疫苗圖為西醫向市民注射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業界困境
．素質參差 ．起薪點較低
．資格有限 ．培訓不足
．缺乏職位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及，
政府已預留一幅將軍澳土地作發
展中醫院用途，由去年成立的中
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研究落實細

節。據悉，有關用地佔地2.2公頃。有消息人士指
出，暫時未有招標時間表，亦未決定是私營或資助
模式，但期望可由志願團體自負盈虧經營。
有關計劃有很多細節要考慮，例如醫院是否需設

急救服務、手術室和麻醉科，以及醫護人員培訓
等。
據了解，醫管局在2個月至3個月內，先推行為

期一年半至兩年的中西醫協作模式先導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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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有幾間醫院參與，很有可能包
括廣華醫院，計劃完成後再作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將軍澳留地 研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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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重視本港中醫藥發展。 資料圖片

打造中醫院打造中醫院
孕育孕育港港華佗華佗

今日香港＋公共衛生＋現代中國＋全球化

■■興建中醫院有助推進本港中興建中醫院有助推進本港中
醫藥發展醫藥發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