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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療 服 務

■責任編輯：鄧逸明

瑪嘉烈屯院研原址重建
醫療開支增13.3% 留3000億10年拓公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

傑）本港面對人口老化，市民對

公營醫療服務需求有增無減，特

區政府在新一個財政年度的醫療

開支將增至712億元，較今年增

加13.3%，並會預留3,000億元

予醫院管理局提前就包括瑪嘉烈

醫院及屯門醫院等醫院重建工程

的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展

開規劃，而大學的醫科學額亦有

望進一步增加。

自願醫保明年出爐 最高退稅8000

舊車換新電動車 最高扣稅2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政府去
年取消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全面寬免，
將寬免上限減至9.75萬元，令電動車增長
放緩，惟整體車輛首次登記量卻上升。為
控制私家車數目增長，並鼓勵車主買車時
選擇電動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預
算案公佈，即時推出「一換一」計劃，符
合條件的私家車車主如購買新電動私家
車，並安排拆毀其合條件的舊私家車，所
獲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為25萬元，措施
為期3年。

即日起生效為期3年
陳茂波表示，政府一直鼓勵市民多步行

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並推廣使用電動
車。考慮到電動車的技術發展、市場環
境、道路交通狀況和持份者意見後，決定
繼續全數豁免電動商用車、電單車和機動

三輪車的首次登記稅至2021年3月底。
至於電動私家車，陳茂波表示，政府一

方面要控制私家車整體數目，以免造成交
通擠塞及令路邊空氣污染惡化，但同時希
望鼓勵車主在購買私家車時盡量選擇電動
車，故政府除繼續提供購買電動私家車上
限9.75萬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外，亦於昨
日即時推出新增的「一換一」計劃。
環境局發言人解釋，當車主購買新電動

私家車並安排拆毀其擁有的舊汽油、柴油
或純電動私家車等，即可獲上限25萬元的
首次登記稅寬減額。此安排將維持至2021
年3月底。

舊車車齡須最少6年
參加計劃者需符合多個條件，包括：車

主必須是該舊私家車連續3年或以上的登記
車主；其欲取消登記舊車車齡最少6年；車

主必須在拆毀舊車後3個月內登記新車等。
運輸署發言人表示，直至今年初，合資

格參與計劃的私家車數量有17萬輛。車主
購入新電動車後，並無轉讓限制；買車時
一定要選購純電動車，混能車不包括在計
劃內。
政府消息人士指，政府政策是鼓勵市民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非鼓勵購買私家
車，若有需要使用私家車，亦希望市民使
用電動私家車。為避免私家車增加，推出
此「一換一」計劃，以求取得平衡。在計
劃下，車價37.75萬元的電動私家車，即可
盡享25萬元首次登記稅寬減上限。
另外，陳茂波表明，政府會繼續致力改

善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繼去年預留2億元
後，今年會再預留8億元，進一步推動在政
府建築物、場地及社區設施等設置可再生
能源設施。

至於企業購置合資格的建築物能源效益
和可再生能源裝置，其資本開支可獲更優
惠稅務安排，由目前分5年扣除，改為全數
在1年內扣除。環境局稍後將公佈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醫療
費用對不少市民而言是一大財政負擔，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財政預算案公
佈多項減輕長者及其他有需要群組因醫
療開支而造成的財政壓力，包括為長者
提供額外1,000元醫療券及預留5億元資
助病人購買售價極為昂貴的罕見疾病藥
物等。
特區政府今年會撥7.96億元向合資

格長者提供一次性額外1,000元的長者
醫療券，長者可使用醫療券來享用公
營機構以外的西醫、牙醫及中醫等服
務。
另外，醫療券的累積金額上限亦會

由現時的4,000元增加至5,000元。

留5億援罕病者購藥
罕見疾病患者的藥物資助問題近月

亦受到關注，陳茂波在今年的財政預
算案中亦宣佈會為有需要患者預留5
億元。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病人日後
獲專家審批使用售價昂貴的特定藥物
會有資助，但指醫管局正檢討關愛基
金項目的病人藥費分擔機制，預計今
年上半年會提出改善方案，計劃詳情
要待報告出爐後才能定出。
而大腸癌篩查計劃亦會恒常化，政

府預計會用5年逐步將計劃擴展至50歲至75
歲人士，期望能及早識別患者及高危人士，有
關計劃的開支為9.4億元。
另外，政府亦會邀請更多非政府機構為成年

智障人士提供免費口腔檢查及牙科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醞釀多年
的自願醫療保險最快明年推出市場。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財政預算案公佈，日
後會為購買合資格自願醫保產品的市民，
提供每名受保人每年最多8,000元的保費退
稅額。
政府將以扣稅額吸引市民購買自願醫
保，每名受保人每年可以作稅務扣減的保
費上限為8,000元，假設有市民為自己、父
母及子女合共四名受養人購買自願醫保，

他的扣稅額為每年最多4萬元。
政府消息人士解釋，將扣稅額定於8,000

元可以令不同年齡的市民都有足夠的免稅
額，指特區政府曾以2017年的保險價格推
算，自願醫保的平均保費為每年4,800元，
當中20歲至24歲人士保費預計為2,000元
至2,400元，而40歲至44歲則約4,000元。
不過，60歲至64歲投保人的保費可能接

近10,000元，消息人士亦承認，55歲或以
上人士的保費未必能獲全額免稅。

料首3年吸百萬人投保
消息人士期望，自願醫保推出3年後可以吸

引100萬名市民購買，按每名投保人平均獲扣
稅約800元計算，政府稅收或每年減少8億
元。政府期望計劃推出後可以吸引部分現時使
用公營醫療服務的市民轉投私營醫療體系，稱
只要有個位數字百分比的市民轉投私營醫療體
系，已經可以大大減輕公立醫院壓力。
為自願醫保計劃提供稅務扣減涉及修改

稅務條例，消息人士透露，特區政府現計
劃在今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相關草案，
而各大保險公司在草案獲通過後需要最少
半年時間作準備，預計自願醫保產品最快
要在2019年才能推出市場。

健康狀況不成加價因素
自願醫保產品詳情雖然仍未定出，但政

府消息人士強調，相關產品會較市面上其
他醫保產品優勝，指投保時未知的疾病在3

年等候期後可獲全額保障，有別於現時市
面上大部分醫保都不會受保障的做法。
另外，政府亦會規定保險公司只能因應

醫療通脹而調整保費，不能因為投保人健
康狀況轉變而加價。
香港保險業聯會對政府為購買自願醫保

提供稅務優惠表示歡迎，認為做法顯示政
府決心鼓勵更多市民購買醫療保險，有助
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壓力，加強香港雙軌醫
療制度長遠發展的可持續性。

醫管局今年將獲 615 億元經常資
助，較去年的修訂預算555億元

增加約60億元。政府消息人士指，特
區政府現時以3年為一個周期檢討撥
款金額，新增的資助中有25.5億元是
基於本港人口增長及人口結構變動而
撥出，並預計有關資助在未來兩個財
政年度會再分別增加至29億元及30億
元，新增資助將用於增加病床數目、
手術室節數、普通科及專科門診名額
等方面。
醫管局亦因為推行重聘退休醫療專
業人員、支援醫療培訓及加強精神科
服務等新措施而獲5億元新增撥款，
並獲特區政府補回19億元在過去兩年
動用內部儲備推行新措施的款項，連
同政府先後兩次承諾予醫管局額外撥
款近10億元應對流感高峰期，醫管局
今年一共獲624億元資助。

料公院可增3000床位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中表
示，已經預留3,000億元予醫管局為第
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作規劃，預計
可令本港的公立醫院床位增加最少
3,000個，其他的設施和診症名額亦有
所增加。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醫管局現時仍
未就計劃訂出時間表或發展優次，但
指瑪嘉烈及屯門兩間醫院的原址重建
計劃、擴建北大嶼山醫院，以及在伊
利沙伯醫院服務遷往未來的啟德醫院
後，於原址興建新醫院等都會是第二
個10年計劃的內容。衛生署亦有份使
用該3,000億元撥款，分階段改善轄下
診所的設施。

支援醫學院增學額
醫護人員人手不足亦是本港醫療系
統面臨的最大挑戰，該筆3,000億元撥
款亦會用於改善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
醫學院設施，方便它們增加醫護學
額，培訓更多醫護人員。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教資會正與各
間大學商討增加培訓醫生、牙醫、護
士及其他專職醫療人員的資助學額，
預計最快年底會有檢討結果。
而衛生署今年則獲129億元撥款，金

額較去年大增42.4%。陳茂波指特區政
府正全面檢視基層醫療服務規劃，將於
明年第三季首先在葵青區設立首間地區
健康中心，再逐步展至全港18區。
另外，衛生署亦獲撥款加強推廣健康
生活模式，期望能減少心血管疾病、癌
症及糖尿等疾病。
醫管局主席梁智仁對政府大幅增加醫
管局經常撥款表示歡迎，指局方會盡快
向政府提交計劃的具體醫院發展計劃建
議。而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則指局方
會善用額外撥款加強為醫護人員設立有
系統的培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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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出舊車電動車「一換一」計劃，
為車主提供最高25萬元扣稅額。圖為電動
車充電情況。 資料圖片

■瑪嘉烈醫院（上圖）和屯門醫院（右圖）將獲原址重建。 資料圖片

■政府預留3000億元予醫管局為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作規劃，預計可令本港的公立醫院床位增加最少3,000個，助緩解
醫療壓力。圖為本地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候診情況。 資料圖片

醫院管理局新項目
項目 額外撥款（元）

重聘退休醫療專業人員及透過有

限度註冊聘請非本地培訓醫生
1.84億

支援醫療培訓，提高醫療專業人員能力 1.84億

加強精神科服務 3,100萬

加強紓緩治療服務 2,700萬

加強專科門診服務的護士診所服務 2,500萬

增聘藥劑師，以加強臨床藥劑服務 1,900萬

逐步推行有關耐藥性抗菌措施 1,800萬

於醫管局大樓設立大數據分析平台 700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