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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 -主要政策措施

主要政策措施

醫療創新樞紐

跨境醫療協作

醫護人手

數碼健康紀錄

口腔健康

基層醫療

中醫藥發展

推進公營醫療
服務

抗擊傳染病

精神健康



醫療創新樞紐：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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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藥港用，硏發惠民

創科轉化，產業發展



醫療創新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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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全新藥物註冊「1+」機制
邁向第一層審批

籌備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
理中心」（CMPR）

加入「國際醫藥法規協調會議」
（ICH）

▫ 成為國際藥械權威機構



醫療創新樞紐
成為國際藥械權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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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審批」
(現況)

全新
「1+」機制
(今年11月1日)

以觀察員
身分加入

ICH*

成立香港
藥械監管
中心

現在

設立香港藥
械監管中心
籌備辦公室
(2024年內)

「第一層
審批」

成為ICH
成員

* ICH ：「國際醫藥法規協調會議」

2023



醫療創新樞紐 (續)

▫ 建立「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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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兩園」，與深圳園區協同發展

坐落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便利兩地園區的人才、數據、樣本的流動

共用數據庫、樣本庫、實驗室等配套

成為「引進來，走出去」的窗口

香港園區

深圳園區



醫療創新樞紐 (續)

▫ 促進醫院管理局臨床研究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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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聯網臨床研
究支援辦公室」

鼓勵醫療團隊參與
臨床研究及試驗

加快臨床研究倫理
審批流程

增強數據共享的系
統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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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醫療協作

在2024年推行
「長者醫療券

大灣區
試點計劃」

跨境救護車
點對點
運送病人

加強香港與
內地醫療人才
雙向培訓
及交流

善用大灣區
醫療服務



醫療機構選擇標準

1. 有較多香港長者關係密切且往來頻繁的大灣區
城市

2. 有良好質素認證、管理及營運經驗
3. 了解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運作
4. 港資/港式管理或高質量醫療機構(例如三甲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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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醫療協作 (續)

在2024年推行
「長者醫療券大

灣區
試點計劃」

「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探討引入合資格非
本地培訓輔助醫療
專業人員於醫院管
理局及衞生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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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手

推動修訂法例引入
合資格非本地培訓

牙醫及護士

增加醫護人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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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數據互通、服務
提供及流程管理功能
的綜合醫療資訊基建

第一及第二階段發展 2009-2022

•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平台
(2016年)

• 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
(2021年)

• 近580萬登記人數

• 流動應用程式逾310萬次下載

• 平均每月18萬取覽量

今日醫健通 2023

數碼健康紀錄

醫健通+ 2024-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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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市民醫療數據紀錄
存入個人戶口

• 可攜式跨境電子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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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電子病歷 統一健康工具

統一治理流程 統一數據平台

• 個人健康監測
• 全民健康挑戰

• 醫療服務管理 (如預
約、處方、轉介、醫
療證明書及政府醫療
資助計劃等)

• 整合健康醫療數據、
協助醫學臨床研究
及醫療政策制訂

醫健通
eHealth數碼健康紀錄 (續)

一人一健康戶口



數據：預防性牙科保健護理令學童牙患顯著減少(蛀牙1.5降至0.4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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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

推進各個年齡組別，着重
預防牙患的基層牙科服務

界定各類弱勢社群，提供
具針對性的牙科治療服務

檢視牙科專業人員人力資源、
培訓安排、服務範圍

善用非政府機構及私營界別
服務、使用電子健康紀錄

目標：保存牙齒及提升市民口腔健康整體水平

配合《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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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 (續)

推出「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
劃」，銜接小學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資助青少年維持定期牙科檢查習慣

2025年
內

2025年
內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增加為有經濟
困難的弱勢社群提供緊急牙科服務
名額，覆蓋全港18區

2024年
內

優化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項目，合資格長者可以接受牙齒檢
查、洗牙、脫牙和補牙等牙科服務

2024年
第三季

加強現時衞生署向有殘疾或特殊需
要人士提供的特殊護理牙科服務，
增加每年900名新增病人服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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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去年底公布

▫ 11月中同步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
理先導計劃」和「長者醫療券獎賞
先導計劃」

▫ 現階段已申請登記「慢病共治計劃」
的家庭醫生超過300多位

▫ 2024年內成立「基層醫療署」

基層醫療



▫ 地區康健中心推出先導計劃，為市
民提供精神健康評估

▫ 試行設立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情緒
支援及輔導服務中心

▫ 精神健康支援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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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



中醫藥發展

▫ 推動中藥檢測科研，在明年
初推出「數碼化中藥平台」

▫ 制訂《中醫藥發展藍圖》

▫ 加強中西醫協作服務，擴展
至更多新病種

▫ 推動香港中醫醫院與內地中
醫醫院建立策略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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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專科門診服務
改善病人體驗 (截至2023年9月)

• 83%病人60分鐘內完成由登記至醫生
診症

• 80%病人120分鐘內完成由登記至取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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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公營醫療服務

縮短專科門診輪候時間

• 目標在23/24年縮短內科專科門診穩定
新症的輪候時間 20%

• 內科專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由122
星期縮短至最新93星期



提升專科門診服務
縮短耳鼻喉科及骨科穩定新症

輪候時間

▫ 人口老化，耳鼻喉科及骨科穩定新症
的服務需求不斷增加

▫ 目標在24/25年縮短耳鼻喉科及骨科
專科門診穩定新症的輪候時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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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公營醫療服務(續)



推進公營醫療服務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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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ality

挑戰

胸痛中心

出現症狀
(胸痛)

(資料來源: www.healthyhk.gov.hk - 冠心病)

冠狀動脈
介入治療

俗稱「通波仔」

在不同環節改善流程,
縮短緊急個案

“入門至導絲通過時
間”, 進一步減
低死亡率

綠色通道

ECG

ECG
冠狀動脈
介入治療

俗稱「通波仔」

目標︰入門至導絲通過時間-少於或等於90分鐘(超過75%病人)

設立全港首間胸痛中心



成立母乳庫
▫ 在香港兒童醫院設立母乳庫，幫助極早產嬰兒

▫ 減少遲發性敗血症和壞死性小腸結腸炎

▫ 減少入住新生嬰兒深切治療病房

▫ 計劃每年收集600至850升捐贈母乳，惠及約
450至600名極早產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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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公營醫療服務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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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公營醫療服務 (續)

透過參加國家醫院認證標準的評審認證

參照國際標準秉持醫院質素
便利與大灣區醫院接軌

臨床路徑 感染控制病人安全 藥物安全醫院管理

推展醫院認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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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公營醫療服務 (續)
推展醫院認證計劃

加強與前線同事溝通及支援

1. 著重持續改善並非成績考核
2. 加強協調善用資訊科技
3. 減省重複工序融入日常工作

醫院認證
資料庫



▫ 具備憂患意識︰為新發傳染病作好準備

▫ 香港賽馬會出資30億元支持

▫ 本地項目包括: (i) 加強傳染病監測、分析和預警，和與內地聯防聯
控; (ii) 鞏固應對疫情的能力建設; 及 (iii) 促進預防和應對新發傳染
病的研究 24

加強抗擊傳染病能力

強化與內地
合作

提升本地能力 科研合作



醫療創新樞紐
成為國際藥械權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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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審批」
(現況)

全新
「1+」機制
(今年11月1日)

以觀察員
身分加入

ICH*

成立香港
藥械監管
中心

現在

設立香港藥
械監管中心
籌備辦公室
(2024年內)

「第一層
審批」

成為ICH
成員

* ICH ：「國際醫藥法規協調會議」

2023



邁向藥械「第一層審批」機制
▫ 設立全新「1+」機制，加快新藥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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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治療嚴重或罕見疾病的新藥

“1”: 只須提交一個（而非原來的兩個）

參考藥物監管機構註冊許可

“+”:符合本地臨床數據要求並獲本地專家認可

將於十一月一日正式生效

為長遠邁向「第一層審批」踏出重要一步

實證
為本

好藥港用



邁向藥械「第一層審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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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藥械監管結合
• 優化專業資源配置
• 發揮協同效應

• 支持創新產品審批
• 推動藥械科技進步
• 患者亦可獲得新療
法及藥物

「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

CMPR
(Centre for Medical Products Regulation)

(續)

研發
惠民

醫療
創新



邁向藥械「第一層審批」機制 (續)

▫ 加入「國際醫藥法規協調會議」（ICH）
▫ 目標成為國際藥械權威機構

▫ 已向ICH申請成為觀察員，得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全
力支持

▫ 長遠以成為ICH監管機構成員為目標

28



29

謝謝!


	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拼經濟謀發展 �惠民生添幸福�
	投影片編號 2
	醫療創新樞紐：主要目標
	醫療創新樞紐
	醫療創新樞紐�成為國際藥械權威機構
	醫療創新樞紐 (續) 
	醫療創新樞紐 (續)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口腔健康
	口腔健康 (續) 
	投影片編號 15
	精神健康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推進公營醫療服務 (續)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加強抗擊傳染病能力
	醫療創新樞紐�成為國際藥械權威機構
	邁向藥械「第一層審批」機制  
	邁向藥械「第一層審批」機制
	邁向藥械「第一層審批」機制 (續) �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