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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冀理性處理「醫生荒」

引入外援醫條例無「繞過」醫委會
陳肇始：來港執業非本地培訓醫生仍受醫委會規管

香港醫療需求殷切，為解決

醫生人手問題，特區政府擬讓合

資格的非本地培訓的港人醫生回

港服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日於網誌表示，增加本地醫

生培訓學額訓練醫生需時，擴張

醫學院培訓容量亦有實際局限，

故有迫切需要為合資格的非本地

培訓醫生另闢蹊徑。她並釐清坊

間對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四大

誤解（見表），包括指出做法並無

「繞過」醫委會、對非本地培訓

醫生的要求更嚴格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市民誤解

建議目的是為引入
內地醫生鋪路

建議會削弱醫學界
專業自主

回流醫生可以免
試，水平會低於本
地醫生

吸納非本地培訓港
人醫生回流，會打
爛本地醫生飯碗

資料來源：陳肇始網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局長釐清

建議的內容只為吸引在香港以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醫生回流
服務

建議設立的特別註冊委員會，主要由醫學界代表組成，按專
業及客觀標準，評定與本地課程水準相若的非本地醫學課
程，維持專業自主

一次性考試並非評核醫生水平的唯一方法。特別註冊醫生受
雙重監察，有助確保專業質素。特別註冊醫生須取得由香港
醫學專科學院頒授或其認可的專科資歷，在獲取專科資歷
後，須於公營醫療機構工作至少5年，並接受持續在職評
核，顯示屬稱職醫生方可取得正式註冊

特區政府於2018年施政綱領清楚表明，醫管局會提供足夠
職位聘請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生，並提供足夠的專科
培訓機會。公營醫療機構會按空缺取錄非本地培訓醫生

陳肇始昨日在網誌釐清坊間對引入非本
地培訓醫生的誤解，包括有人認為相

關條例「繞過」醫委會，「影響」醫生專
業自主。

特別註冊委會有醫委會成員
她指出，政府尊重醫委會規管醫生的法
定權力，亦尊重其作為業界重要持份者，
故建議在負責制定認可醫學院名單的特別
註冊委員會內包括醫委會主席和部分委
員，重申食衞局局長不會利用權力影響認
可名單。她強調，日後循新途徑來港執業
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仍須向醫委會註冊，也
如本地醫生一樣受醫委會的紀律監管。
對於有人認為免試醫生的水平會遜於本
地醫生，陳肇始認為，執業試並非確保醫
生水平的唯一途徑，並舉例有國家如新加
坡、澳洲均設有不同機制去引入非本地培
訓醫生，在滿足一定條件後，便可於當地
取得正式註冊。她重申，政府並非要取締
現時執業資格試制度，而是在確保醫生質
素的前提下，新增一條路徑讓合資格非本
地培訓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

在職評核確保「外援」水平
她續指，非本地培訓醫生須接受相關公
營醫療機構的在職評核，以確保其水平，
若有關醫生未能通過在職評核，將未能在
港取得正式註冊，認為非本地培訓醫生的
要求更為嚴格。
她解釋，從新途徑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
生須於認可醫學院畢業，並在當地註冊

後，再於香港公營醫療機構工作5年至12
年不等，才可在港正式註冊，而本地培訓
醫生在畢業並完成實習期後便可正式註
冊。
就有人擔心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會影響

本地醫生的資源，甚至「打爛」其飯碗，陳
肇始表示，非本地培訓醫生的來港時間不
同，他們可選擇的專科將視乎當時空缺而
定，而專科培訓學額會與醫專及其轄下專
科學院商討，確保有足夠專科培訓學額供
本地醫科生和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陳肇始指出，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已經積

極透過增加本地培訓學額作應對，由
2005/06學年的250個學額增至2021/22學
年的530個，惟訓練醫生需時，擴張醫學
院培訓容量也有實際局限。她認為，有迫
切需要為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另闢途

徑，讓他們只要符合特定條件，便毋須通
過執業資格試，讓其可在香港取得正式註
冊資格。

採4措施挽留公院醫生
另外，陳肇始表示，會採取4項措施繼

續完善公共醫療服務，包括挽留醫管局醫
生，推行退休後重聘計劃、聘用兼職醫
生、提供更多晉升和培訓機會等，使他們
可留在醫管局。
她指，當有更多醫生時，便可紓緩在職

醫生的工作量和改善工作環境。同時，政
府較早前已預留100億元給醫管局實行公
私營協作計劃、通過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
劃提升硬件設施等，亦有推動基層醫療健
康，在現屆政府任期完結前，每一區都將
會有一所地區康健中心或地區康健站。

	�
�4BZ

香港引入非本地培
訓醫生引起社會熱
議。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昨日表示，增加醫
生人手在短、中、長

期而言都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
性，因這關乎市民需要、病人和大眾福
祉。他希望社會各界和醫生組織以客
觀、理性及務實的態度處理醫生人手不
足的課題，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讓合
資格且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本地培訓
醫生在港執業。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公營醫療

醫生人手短缺嚴重，醫管局和衞生署於
去年欠缺共710名專科醫生和準專科醫
生，一些需求極殷切的專科，例如內科
和眼科的例行類別個案輪候時間均超過
兩年。同時，衞生署的兒童體能及智力
測驗服務有10個專科醫生空缺，空缺率
高達40%，以至去年只有約65%新症可
於半年內完成評估，遠低於90%的目
標，情況令人憂慮。
張建宗引述食衞局進行的「醫療人力

推算2020」的數據顯示，在2030年和

2040年，香港將分別會短缺1,610名醫
生和1,949名醫生。香港目前每千人口才
有兩名醫生，已遠較新加坡、日本、美
國、英國等其他先進經濟體落後。
他認為，有迫切需要為合資格的非本

地培訓醫生另闢蹊徑，讓他們只要符合
特定條件，便毋須通過執業資格試，亦
能夠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資格。
張建宗表示，有些結構性問題需要另

行處理以改善公共醫療服務，特區政府
已採取各項措施，包括挽留醫管局醫
生、促進公私營協作計劃、通過兩個
「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提升硬件設施，
以及推動基層醫療等，以減輕公營醫院
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培訓一
名專科醫生由入讀大學至完成專業
培訓，往往需時超過10年，認為面
對現時的迫切需要，必須多管齊
下，相信吸納非本地培訓的港人醫
生為目前最適切的方案，在確保醫
生質素的前提下，更快引入更多醫
生，以紓緩人手壓力。
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醫生註冊條

例》，建議在現有註冊制度外新增
一項特別註冊途徑，讓非本地培訓
醫生在符合特定條件後，可在香港
取得正式註冊。陳茂波昨日在網誌
表示，上述安排可讓在本港以外接
受培訓，又熟悉香港環境的港人醫
生，可選擇回流到香港公營醫療機
構服務市民，有助紓緩本地公營醫
療系統的人手壓力，而受僱期間的
持續表現評核有助確保醫生質素。

財爺：星例子可借鏡
他以同樣面對醫生人手緊張的新

加坡為例，新加坡自2003年起逐步
承認國際上逾百所醫學院畢業生的
資格，容許他們先在當地有限度註

冊，可在醫院工作，並在工作一段
時間和獲資深醫生評估表現後，才
可獲正式註冊。
他認為，該模式的好處是在確保

醫生質素的前提下，可更快引入更
多的海外醫生，紓緩人手壓力。
陳茂波指出，容許海外醫生來港工
作並非新事物，早於上世紀90年
代，非本地培訓醫生佔同期在港新註
冊醫生人數高達約四成半，但過去十
年，相關比例卻大幅下降至大約一
成，某程度使本地醫療系統人手緊張
的情況更為惡化。他強調，吸納非本
地培訓的港人醫生到公營醫療體系服
務，相信是目前最適切的方案，希望
各界從社會整體需要考慮，支持今次
條例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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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過去曾到訪醫院了解前線
醫護工作情況。 網誌圖片

●張建宗了解前線醫生工作情況。
網誌圖片

●陳肇始強
調，日後循
新途徑來港
執業的非本
地培訓醫生
仍須向醫委
會註冊，並
須受醫委會
紀律監管。
圖為伊利沙
伯醫院急症
室。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根據讀者投訴追查
發現，發黑暴財的黃店存在大
量販劣造假行為，更出售帶有
「港獨」含義的產品。黃店是
黑暴「攬炒」催生的怪胎，利
用縱暴煽「獨」的政治議題，
迷惑部分市民以斂財，既破壞香
港法治穩定的社會環境，亦損害
消費者權益，有關行為已經涉嫌
違反法例。廣大市民要看清黃店
的本質，不要再受政治歪理洗
腦，淪為黃店牟利的「水魚」；
食環署、海關、消委會等機構要
加強巡查、果斷執法，保障消費
者利益，遏止黃店煽暴欺客的劣
行，維護本港「購物天堂」的美
譽。

黃店售賣劣質貨品，涉嫌假冒
他人品牌促銷牟利，劣行不斷被
揭發。本報發現，有黃店售賣有
問題及過期食品，其中一間售賣
的XO醬，打開後驚現疑似指甲
的物體，且商品已過期或接近過
期，商品包裝註明的地址亦是假
的； 有「黃絲團體」推出的蛋
卷，標示為在港生產，但被行家
踢爆，有偽造產地、假冒正貨之
嫌，有行家已向海關投訴黃店的
卑劣行為。香港國安法已實施一
年，不少鼓吹「港獨」的違法之
徒已受到法律制裁，但有黃店竟
然對國安法視若無睹，繼續出售

播「獨」產品， 更聲稱將「義
賣」所得捐予撐暴徒的「612 基
金」。

黃店及「黃色經濟圈」，借修
例風波、黑暴「攬炒」歪風冒
起，將經濟活動政治化，靠販賣
悲情、刺激對抗賺得盆滿缽滿。
以政治立場招徠生意，不惜製造
社會分化、煽動仇恨，這根本是
在摧毀經濟，損害香港繁榮穩
定。《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一
針見血指出，「黃色經濟圈」是
排除異己的手段，也是對經濟二
字的褻瀆。

香港素有「購物天堂」之美
譽，強調誠信經營。黃店「黃色
經濟圈」政治先行、罔顧最基本
營 商 道 德 和 要 求 ， 「 借 黃 搵
食」，把消費者當成「羊牯」
「水魚」，明目張膽損害消費者
利益，逾越法律底線。經過落實
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本港得
以撥亂反正，逐步恢復法治穩
定，廣大市民更應認清黃店借反
中亂港謀利的真面目，切勿再上
當受騙；海關、警方等執法部門
要加強巡查，及時制止黃店的違
法經營，截斷黑暴的金源；消委
會亦要採取主動，鼓勵市民舉報
黃店的欺客惡行，清除損害本港
商譽的政治毒瘤，保護本港的優
良營商環境。

嚴正執法遏止黃店煽暴欺客
上周六廣州市荔灣區一街道被列為「中風險地

區」，本港一度表示要將廣東省列為「中風險地
區」，並暫停由廣東省返港的「回港易」計劃，其後
取消有關決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
政府會總結經驗，希望能夠將相關情況向市民解釋清
楚，避免有些誤會或可能的混亂。有專家分析，出現
上述情況，可能是因為有關方面對內地目前採取的精
準防控策略和模式理解不太清晰；內地實施精準防
疫，即使出現零星個案，通過行之有效的整套機制，
就能迅速阻斷疫情擴散，因此根本不需要大範圍封閉
停擺。本港有必要加強對內地精準防疫模式的研究，
更準確研判內地疫情態勢，同時更應學習內地精準防
疫的機制模式，切實彌補本港防疫追蹤的短板，真正
實現動態清零，為兩地早日恢復常態化通關奠定基
礎。

經過一年多的抗疫實踐，內地已建立起由檢測、追
蹤、隔離、治療構成的嚴密控疫機制，並在實踐中不
斷完善優化，一遇到疫情即可啟動，有效控制大規模
的疫情爆發。此前黑龍江、吉林、新疆、北京、深圳
等地均出現過零星個案，但依靠既定的應急機制，都
把疫情控制在街道或社區，不再需要採取抗疫初期動
輒「封城」的防疫手段，避免對社會運作、經濟活
動、居民生活造成廣泛影響。

此次荔灣區出現個案後，當地政府立即啟動疫情處
置機制，組建聯合專家隊伍全面開展流行病學調查，
對重點區域、重點人群採樣8萬多份，完成7萬多份核
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追蹤到 340 多名密切接觸
者，全部集中隔離。正因為防疫機制反應及時到位，
荔灣區的疫情並未擴散至廣州其他區，更遑論波及整
個廣東省。內地精準防疫模式成熟高效，值得本港認
真研究和借鏡。

經受四波疫情考驗，本港控疫機制也不斷進步。例

如採取果斷封區強檢，一旦有人確診，其居住的大廈
被列入強制檢測名單，區內人士均須接受檢測，待有
明確結果、確保安全才解封，另外對高風險特定人群
採取強檢措施，令本港疫情逐步緩和平穩。但是，精
準的疫情追蹤始終是防疫短板，本港至今無實行強制
追蹤，「安心出行」程式只是幫助用家記錄行程，並
不設追蹤功能，而且並非強制性使用。較早前染疫印
度籍男子及其菲籍女友人涉嫌隱瞞行蹤，造成十多人
感染，更導致全港外傭須接受強檢，若實行強制追
蹤，根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追蹤的短板不補上，不
僅令本港防疫勞民傷財，更增加疫情反覆的風險，也
令本港與內地恢復通關遲遲不能實現，實現了恐怕也
不容易達至恒常持久。

相反，如果本港仿效內地，落實具GPS追蹤功能的
「健康碼」；或參考新加坡做法，要求入境者和市民
強制使用追蹤系統，相信可確保能進行高效的流行病
學調查，盡早堵截病毒擴散社區。如此一來，本港即
使再出現零星個案，也能迅速追根溯源，再配合嚴密
的強檢、排查，完全可以像內地一樣，把疫情風險區
收窄控制在小範圍，與內地常態化通關、與新加坡實
現旅遊氣泡就能有堅實的基礎。

內地以「清零」為目標，織牢織密預防監測網絡，
加強組織調配，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支援抗疫，並堅持尊
重科學、資訊透明、責任明確，確保及時發現、快速處
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有了精準防疫的護航，一時
一地的疫情反彈也不會造成嚴重衝擊，內地的經濟民生
正穩健復甦。本港疫情持續一年多，無論公共財政儲
備、經濟民生都遭受重大損失，承受巨大壓力，工商
界、廣大市民對與內地常態化通關引頸以盼。特區政府
應該進一步認真研究、借鑒內地精準防疫的模式，根據
內地防疫成功經驗，查找本港防疫的不足，堵塞漏洞、
彌補短板，保證實現動態「清零」。

仿效內地精準防疫 鋪路長期穩定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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