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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提升醫療服務

善用資源服務巿民

食物及衞生局

2018年3月1日



政府財政承擔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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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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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億元

83億元

66億元

13.3%

2015-16實際 2016-17實際 2017-18修訂預算 2018-19預算

衞生科

587億元

56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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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億元

經常開支 (2015-16實際至2018-19預算)



政府財政承擔持續增加

食物及衞生局的經常開支
(2018-19預算)

食物科
83億元 (2.1%)

衞生科
712億元 (17.5%)

其他政策範圍

政府經常開支 : 4,065億元



主要政策措施

(一)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二) 發展公私營醫療
(三) 投資未來



(一)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



增加醫管局經常性資助六十億元
(或11%)

新增逾500張病床

增加手術室節數、普通科和專科門診名額

加強專科門診護士診所服務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



引進三年一周期撥款機制

以每三年為一周期，按照人口增長比例和人口結構的
變動，逐步遞增給醫管局的經常撥款

動用五億元推行紓緩措施應對流感高峰，減輕前線醫
護壓力

取消新入職前線醫護員工首兩年不設增薪點的做法，
估計約一萬七千名員工受惠

重聘合適退休醫療專業人員

強化醫管局人手規劃，提升士氣，挽留人才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



 撥款五千萬元鼓勵市民採取健康生活
模式，減少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
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非傳染病的風
險

 撥款五千萬元用於持續的精神健康教
育及反歧視計劃

防治非傳染病 推廣精神健康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



恆常化大腸癌篩查計劃

 政府會把計劃恆常化，並逐步擴展至50至75歲人士，
預計額外約157萬市民可受惠。未來五年的總開支為九
億四千萬元

 政府於2016年9月28日推出為期三年的大腸癌篩查先導
計劃，資助於1946至1955年出生（即當時61-70歲）及
沒有病徵的香港居民接受篩查，藉以預防大腸癌。約
82萬名市民可受惠。

。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



擴大資助範圍，資助個別有特殊臨床需要的病
人使用特定藥物

於2018年上半年完成檢討病人藥費分擔機制，
提出改善方案

預留五億元配合

提高藥物資助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



緊接資助智障人士牙科服務先導計劃 (又名為「盈愛

‧ 笑容服務」)，於2018年年中推行為期三年的計劃，

讓更多非政府機構參與，為成年智障人士提供免費口腔

檢查、牙科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服務。預計可提供約5

000名合資格人士的名額。

 並會為參與的牙醫和牙科手術助理員

提供特別護理培訓。

加強智障人士牙科服務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和設施



(二) 發展公私營醫療



公私營醫療分佈

門診服務 (求診人次)

公營 29%          

公營 90%          

私營 10%

私營 71%

住院服務 (病人住院日次)

促進公私營發展



優化長者醫療券計劃

在2018年額外提供一次性的一千元的醫療券金額

把長者醫療券的累積上限由四千元提高至五千元作
為恆常措施

估計額外開支約七億九千六百萬元

約120多萬名65歲或以人士受惠

發展公私營醫療



個人住院償款

門診

標準計劃

靈活計劃

認可產品

落實自願醫保計劃
優化個人住院保障

住院收入/ 現金計劃危疾(一筆過)團體住院償款

發展公私營醫療



認可產品特點

1. 保證續保

2. 不設「終身可獲保障總額上限」

3. 21日冷靜期

4. 收費透明度

發展公私營醫療



認可產品特點

5. 保障範圍延伸至包括 –

a. 未知的已有疾病

b. 先天疾病治療

c. 非住院程序，包括內窺鏡

d. 先進診斷成像檢測

e. 非手術癌症治療

f. 精神疾病治療

發展公私營醫療



自願醫保計劃稅務優惠

 可享上限八千元保費作稅務扣減

 為提高巿民購買自願醫保下認可產品的誘因，政府將提
供稅務扣減。

 為自己或受養人購買自願醫保產品的市民可享稅務扣
減。每年每名受保人可作稅務扣減的保費上限為八千
元。

 自願醫保計劃詳情將於今日稍後公布

發展公私營醫療



(三) 投資未來



推動基層醫療健康

 在2017年底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及葵青區地
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工作小組

 在2019年第三季在葵青區設立嶄新運作模式的「地區康健
中心」

 逐步擴展至全港十八區

 協助加強預防保健和自我健康管理

 便利於社區獲取多元化、跨專業的基層醫療服務

 政府會在資源上全面配合

投資未來



推動基層醫療健康 – 進展

從人力和設施配套、服務模式、社區參與、
規劃及評估架構等方面開展工作

已就葵青區的健康狀況定調

已就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模式作初
步討論

盡快開展與葵青區醫療人員、非政府機構、
病人組織和其他持份者會面

投資未來



三千億長遠規劃

開始規劃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包括：瑪嘉烈醫院、屯門醫院、京士柏用地（伊利沙伯醫院現址）
以及北大嶼山醫院

預計可增加三千至四千張病床及增加診症名額

籌劃其他公共醫療設施

籌劃社區健康中心

改善衞生署診所設施

提升和增加教學設施

邀請相關大學和菲臘牙科醫院積極研究再提升和增加教學設施

投資未來



強化醫療人手及教學設施

正與教資會商討於未來三年(2019/20-
2021/22三年期)進一步增加醫生、牙醫、護
士和相關專職醫療人員的資助學額

確保醫管局有足夠資源聘請所有本地醫科畢
業生

每年額外撥款約兩億元，加強醫管局提供的
臨床實習、專科及高等訓練等醫療專業培訓

投資未來



設立專項基金 促進中醫藥發展

 預留五億元，重點支持包括以下工作－

 應用研究

 中醫專科發展

 促進知識互通和跨市場合作

 協助本地中藥商生產及註冊中成藥

投資未來



公眾街市



公眾街市

「街市現代化計劃」

 預留二十億元，在未來十年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

 全面檢視現有近百個街市的情況，改善設施，包括加快加裝冷氣，

全面翻新或重建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