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後，本港遠程醫療發
展及應用有所加快，
醫管局已將遙距診
症服務的範圍擴大

至涵蓋精神科及覆診病人。專職醫療
人員會利用視像會議或透過「HA
Go」應用程式，跟進病人療程。同
時，有部分私營醫療機構為減低
感染風險，遂使用遙距方式診
症。

在法規方面，香港醫務委員
會於2019年12月發布「遙距
醫療實務道德規範指引」，
載列若干通則，供醫生參
考，但香港特區政府至今
未有制定應用遠程醫療
的具體細節和標準。社
會上有人建議，特區
政府應明確界定遠程
醫療服務適用於哪
些特定類別病患，
但政府尚未就此
作出回應。

遙距醫療遜星
疫下加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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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醫隔Mon睇症
跨境懸壺待鬆綁

App線上看診再寄藥 營辦商冀兩地釐清法律灰色地帶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數萬名需要在公立醫院覆診

的居內地港人無法定期返港接受治療，有初創企業瞄

準這塊市場，研發一款跨境遙距醫療的手機程式，讓

內地病人或居內地的香港病人直接與香港醫生在線上

交流看診。醫生開出處方藥物後，再由平台寄往內

地，目前已有數十名香港醫生參與，平台目標是年內

增至500名。不過，這種營運方式是否涉及跨境無牌

行醫，日後發生醫療糾紛如何處理，種種法規上的留

白位窒礙了行業發展，營辦商冀兩地政府釐清灰色地

帶，清除阻礙兩地融合的絆腳石。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工聯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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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前宣布「港藥通」將於6月出台，屆時部分香港註冊藥將獲准流向
內地。不過，內地居民始終無法來港就醫，初創公司啄診創業團隊開發

應用程式，讓內地病人或在內地的香港病人可以選擇一名香港醫生進行線上
看診，醫生開出處方後，再由啄診負責寄送藥物。有關程式已取得批文，並
在內地上線。

控關礙病人來港就醫買藥
啄診聯合創始人黃華基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控關影響大批病
人無法來港就醫或買藥，坊間有些藥房遂推出「代寄藥物」服務，跨境速遞藥
物，惟部分香港藥物在內地屬未經註冊藥物，跨境配送不合法，也難確保坊間
冷鏈或配送設備合規，藥物有變質風險。
啄診團隊希望使用合法的科技手段，為有關病人提供一種便捷的解決辦法。
黃華基說：「香港與內地藥物註冊機制有差異，許多藥物僅在香港註冊，要
通過內地審批還有待時日，但病人的需要卻是唔等得，這種無奈在內地早年
熱播的《我不是藥神》等電影亦反映。」

加強交流促灣區醫療一體化
他舉例說，許多港人在疫下滯留廣東，無法定期返來覆診，有癌症病
人在當地就醫後，無法購買常用藥物，而要轉換一隻新藥，或無法適
應。如能建立一個網絡跨境醫療平台，讓病人遙距求醫及購藥，上述
情況可大幅緩解，啄診的構思便由此產生。
黃華基認為，啄診提供的跨境醫療服務，不僅幫病人減少買藥障
礙，亦加強粵港兩地醫療交流，促進大灣區醫療一體化。平台與
「港藥通」等政策出發點相同，並行不悖，亦不屬於競爭關係，
而是為病人提供多一項選擇。
跨境遙距看診會否涉及無牌行醫問題？黃華基表示，法律灰
色地帶也是平台發展遇到的最大難題，多數香港醫生因有法
律顧慮，持觀望態度，不願加盟。啄診公司早前透過法律諮
詢草擬一份從業指引，向香港醫務委員會解釋及演繹平台
如何在現存法規下運作，同時規範醫生對遙距醫療的認知
和執行。他相信釐清法律問題後，可吸引更多港醫加盟，
目前已有數十名醫生，目標是年內增至500名。
如何面對潛在的醫療糾紛？黃華基表示，遙距看診與一
般醫療服務一樣，都有可能面臨糾紛，遠程病人享有普
通門診病人同等的權利，可向醫委會提出投訴，醫生亦
有權辯解。作為第三方平台，啄診不會介入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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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創會
會長、香港醫務行政學
院院長劉少懷對遙距
醫療持開放態度。
他日前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認可跨境遙距
醫療的基本理念，
特別是目前有數
十萬港人居於內
地，每年有數萬名內地人來港
工作讀書，他們都有醫療需
求，希望能在原居地就診，
如能運用互聯網技術的遙
距醫療，可大幅減低異地
求醫購藥的成本。
被問及兩地註冊藥物
的差異，劉少懷認為，
粵港澳政府可聯合訂
出大灣區藥物名單，
醫生僅對名單內藥
物進行處方，可
消除憂慮。有關
部門亦應設立
名單增補機
制，加快藥
物流通。

工 聯 會
「支援內地港人寄藥行動」

行動時間：去年2月21日至去年11月18日

服務人次：27,810（廣東省佔88%，福建佔7%，其他省份佔5%）

寄出藥物：27,836份

醫 管 局
「對居粵之醫管局長期覆診港人特別支援計劃」

（到港大深圳醫院覆診）

統計時間：去年11月10日至今年3月28日（計劃持續至今）

服務人次：醫院收到並處理約14,060宗申請，約10,470人次已接受診症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內地病人盼購港藥：高額差價吸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

訪問了多名內地病人及
居粵港人，了解他們對
跨境醫療的看法，發現
這項服務對罹患重病，
或買外國藥物的內地病
人有較大吸引力。除藥
物審批機制外，兩地藥
物的高額差價是部分內
地病人希望購買港藥的
最重要原因。
曹女士居於內陸省

份，去年不幸證實患白血病。當地醫生建議
她服用一種名為VENCLEXTA的抗癌藥

物，但內地醫保並不涵蓋，每療程4個月，
要支付近7萬元人民幣。出於經濟壓力，她
試圖尋求較平價的買藥渠道。

憂平台未成熟 不敢嘗試
曹女士拜託在港的親友詢問得知，該藥品

在香港癌症專科有售，原廠藥售價約為5.9
萬港元，部分醫院或醫生亦有處方其他授權
藥廠生產的該款藥物，部分授權藥價低至約
3萬港元。
雖然她非常希望親身來港看診及買藥，無
奈因身體虛弱，返家時又需要隔離，只能繼
續在內地購買高價藥物。她認為跨境醫療平
台可以解決自己部分問題，但現時平台剛上

線尚未成熟，她還不敢貿然使用。
居東莞港人孫先生年近50，患有高血壓和

膽結石等慢性病，但極少出於醫療原因專程
返港。他認為在治療常見疾病方面，內地醫
療已達到較高水平，一般市三甲醫院的醫療
費亦屬可負擔水平，即使疫情結束，亦不打
算長期兩地往返覆診。
在佛山工作生活的港人黃小姐患有甲狀腺

疾病，目前情況穩定，她早前定期在香港公
立醫院做超聲波造影，疫情爆發後因無法返
港而中斷。她曾考慮使用港大深圳醫院的覆
診服務，但嘗試在佛山的醫院就診後，發現
每次只需數百元費用，或比往返深圳更划
算，對跨境醫療的需求更進一步下降。

●盧寵茂
資料圖片

●劉少懷
受訪者供圖

●曹女士服用的
白血病藥物。

受訪者供圖

●工聯會寄
藥計劃服務
期間每周大
約 會 寄 出
700 份處方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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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遙距醫療技術雖然能夠解決部分病人的燃眉
之急，但相關保障相對薄弱，或會引發重重問題。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他對網上應診的運營模式感憂慮，包
括醫生資格認證、醫生操守、藥品真偽等任何環節若出
現問題，都會引發嚴重後果，希望有關部門詳細研究相
關的法規。
盧寵茂直言，對遙距醫療的診療效果有疑慮。醫生在
線上雖然可以檢視上傳的病例，但無法進行觸診等身體
檢查，例如需要摸到病人腫塊位置、大小時，則無法做到，或會產
生判斷偏差。
他並強調，醫生的操守和誠信很關鍵，而病人跨境追討賠償也
困難，「如有人用一名醫生的名義登記資料，但實際進行診治
的是另一名或多名醫生，醫療平台未必會進行核實，屆時如出
現問題更難以索償。」
他建議，如要開放跨境醫療，應首先依託大型醫院做試
點，至少在管理和責任上有一定保障。

大型醫院做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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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料 專 線
（852）60668769

60668769@
wenweipo.com

文匯報 香港仔

居粵港人數目（萬人計）

訂灣區藥物名單

52.1萬

53.1萬

53.77萬

54.19萬

53.68萬

註：統計截至該年年中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盧 寵 茂

劉 少 懷

●有初創企業
研發跨境遙距醫療
的手機程式。左起：
羅一帆、黃華基、陳
運鴻。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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