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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衞生 

 

 在 2016年預留 2,000億元推行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提供額外 5 000

多張病床和新增超過 90個手術室。 

 2015 年完成檢討醫管局的運作。醫管局在三年內推行檢討的各項

建議，包括優化聯網劃界及資源分配模式等。 

 2017 年公布首次全港性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

旨在確保醫療人手的長遠穩定供應，並為醫療專業的發展和規管訂

下方向。 

 改善香港醫務委員會（醫委會）的運作，除盡量以行政措施配合醫

委會的運作外，並提出修例建議，改善醫委會投訴處理機制，增加

業外人士的參與，以及將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有限度註冊最長年期由

1 年延長至 3 年。 

 2017 年，公布自願醫保計劃諮詢報告，總結諮詢結果，並訂定以

非立法形式建立的框架推行計劃。 

 2017 年，向立法會提交《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以推行新的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加強保障病人權益。 

 2016年，向醫管局撥款100億元以設立「醫管局公私營協作基金」。

醫管局會利用基金的投資回報，常規化及優化以試驗性質推行的臨

床公私營協作計劃，並發展新的計劃。 

 2014年推出「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讓患有高血壓及/或

糖尿病而病情穩定的醫管局病人可以自由選擇一名參與計劃的私

家醫生作為家庭醫生。 

 2016 年，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正式啟用，讓公私

營醫護機構可在獲得病人同意下互通病歷。系統啟用後受到市民歡

迎，至今有超過 500 000人登記使用。 

 2017年 3 月，獲立法會批准撥款 4.22億元，展開第二階段互通系

統的開發及優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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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納和逐步落實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的建議，包括： 

- 政府出地出資在將軍澳興建中醫醫院； 

- 自 2014 年起，推行中西醫協作項目先導計劃，在合共七間公

立醫院提供住院中西醫協作治療；及 

- 在興建永久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之前，於 2017 年 3 月在科學

園設立臨時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研發國際認可的中藥與其產

品的參考標準，加強中藥品質控制。 

 2013年成立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於 2017 年 4 月完成精神健康政

策檢討，並會成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跟進和落實精神健康檢討

報告內的建議。 

 2013 年 8 月，推出為期 4 年的智障人士牙科服務先導計劃，資助

合資格的智障成年人士接受特別支援的牙科服務。截至 2017 年 2

月，已超過 1 800 名人士受惠。 

 採取多方面行動防範中東呼吸綜合症、甲型禽流感（H7N9）、埃

博拉病毒及寨卡病毒感染等全球公共衞生的威脅。 

 2016年，落實為期 3 年的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撥款約 4.2 億元，

資助合資格市民分階段參加大腸癌篩查，預計 30萬人次參加。 

 2016年成立抗菌素耐藥性高層督導委員會，該委員會於 2017 年 5

月向政府建議為期五年的全港性的行動計劃以應對抗菌素耐藥性

的威脅。 

 2013年起，實施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 

 2015年，在兩家公立醫院推行為期 18 個月的「初生嬰兒代謝病篩

查先導計劃」，涵蓋 24種先天性代謝病。有超過 15 000 名嬰兒在

先導計劃下接受有關篩查。篩查服務已於 2017 年 4 月起常規化，

並將分階段擴展至所有設有產房的公立醫院。 

 2014 年，成立促進母乳餵哺委員會，循多個方向推動母乳餵哺。

其中，在 2017 年 6 月推行《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

銷售守則》以維護母乳餵哺免受配方奶及相關產品不當銷售行為的

影響。同時亦決定規定在合適的新建政府物業內設置育嬰間設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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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集乳室，進一步增加支援母乳餵哺的設施。 

 2014 年，煙草產品的稅率調高 11.7%，並於 2016 年指定八個隧

道出入口範圍的巴士轉乘處為禁煙區。 

 2017 年建議立法擴大煙包上的健康忠告圖像，規定圖像的面積應

至少佔煙草產品封包及零售盛器最大的兩個表面的 85%。 

 2016 年成立器官捐贈推廣委員會，並於同年推出《器官捐贈推廣

約章》。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上的登記數字由2014年的約16萬大幅增加

至 2017 年 5 月的 25 萬多，2016 年內新登記人數較 2014 年增加

接近兩倍半。 

 2012年 12 月起，禁止拖網捕魚，保護漁業資源。 

 2013年管制奶粉出口，以保障本地奶粉供應充足穩定。 

 2013 年 6 月起，為 4 300 名固定攤位小販推行涉及 2.3 億元的資

助計劃，以改善攤檔的消防安全、功能和外觀。 

 2013 年 7 月起，劃一市區及新界市政服務的不同收費水平，以兩

者較低者為準，包括 93項食環署的服務。 

 2014年向立法會提交，2017年 5 月獲法會通過《私營骨灰安置所

條例草案》。 

 已就 15 個骨灰安置所發展項目諮詢了區議會，合共可提供約 60 萬

個新龕位，約為規劃的新龕位總數的三分之二。 

 2014 年，成立 5 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協助漁業發展至

可持續及高增值的模式。 

 2016 年，落實新農業政策，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及持續發展，包

括設立農業園，以及探討設立「農業優先區」的可行性。 

 2016 年成立 5 億元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資助提升農業生產

力或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2014年加強規管食物內的除害劑殘餘。 

 2015年實施規管禽蛋入口的措施，以降低禽流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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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及 2016 年分階段實施法定措施，規管嬰幼兒配方產品及預

先包裝食物營養成分組合或標籤。 

 自 2015 年 7 月起，公眾街市加裝冷氣系統的租戶支持率門檻已由

85%調低至 80%。 

 2015 年，推展「全城清潔 2015@家是香港」運動，其後與 18 區

區議會轄下與環境衞生相關的委員會建立定期會面的機制。 

 2017 年公布，初步已在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物色

合適的地點興建具規模的公眾街市。 

 2017 年，加強規管動物售賣的修訂規例開始實施，透過新的發牌

制度規管狗隻繁育及售賣，保障動物福利。 

 2017 年，就本港活家禽業的顧問研究建議完成公眾諮詢，訂定活

家禽業的未來路向。 

 過去五年，街道潔淨開支增加 4.1 億元。將每年額外投入 1.19 億

元，加強清潔環境及有關的執法和檢控工作。 

 過去五年，在改善街市設施方面共投放 1.27 億元，並增加人手改善

街市管理。2015-16 至 2017-18年度，共預留了 2.93 億元，以更

換年期超過 20年的扶手電梯／升降機。 

 過去五年，大力推展防治蚊患工作。香港錄得的登革熱個案，遠較

一些鄰近地區的數字為低。香港至今沒有錄得本地寨卡病毒感染個

案。 

 過去五年，對未經准許而展示的非商業宣傳品及橫額共進行了

2 750次執法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