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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22 醫療服務政策的建議 
 

香港護理專科學院 (本院) 十分支持行政長官的 2022 施政報告，希望可共同維護社會和諧

穩定，現附上本院的建議以作參考。 

和諧須建立包容、互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公營醫療服務是每個政府的重大責任，香港的

全民覆蓋醫療政策能保障弱勢社群和避免病者因重症或災難性疾病而缺乏醫治或致貧，確

實是值得我們有效地維護，以確保社會和諧及穩定。 

1. 達至健康活力香港 

健康是活力的根基。雖然香港是全球人口平均壽命 (Life Expectancy) 最長的地區，但是健

康壽命 (Health Life Expectancy) 比亞太區已發展國家例如新加坡、韓國、日本及紐西蘭為

短，而患病時間為長1。故此，政府應針對慢性疾病，促進市民健康以減輕醫療負擔。 

 

1.1. 基層醫療與公營醫院服務 

支持醫療改革，修訂有關法例，令護士才能得以善用: 

(i) 支持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但須釐定與「醫院管理局」的無縫連

接，確立 KPI 量度機制，確保理順跨機構、跨界別合作，減少重覆轉介或診

斷操作。 

(ii)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中，可重點加強護士參與作「精準個案管

理」，以「導航模式」，輔導病情不穩或嚴重的病者及護理者適當使用合適

的醫療服務，達至充分的成本效益。 

(iii) 在「地區康健中心」設立「護士診所」為高危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進行健康及

風險評估，藉以加強第一層、第二層及第三層的疾病預防。 

(iv) 在「醫院管理局」的專科診所，加強「護士診所」功能，作新症分流、徵狀

控制、監察病情穩定性和治療遵循度，以減輕醫生工作量，從而加快新症初

診，縮短輪候時間。 

(v) 面對社會和經濟動盪的環境下，精神健康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精神健康

護理作為護理專科之一，可以進一步拓展市民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更需提升

年青人的抗壓能力。 

(vi) 中醫護理是屬內科護理專科之一個，本院可籌劃及訂定中醫護理標準，協助

培訓人才，推動發展符合國際水平和具香港特色的中醫護理模式。 

 
1 Chia, J. (2020). What is the life expectancy versus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in APAC in 2025?, Ageing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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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醫護人手供應 

(i) 本院十分支持政府有計劃為醫療專業人員提供資助的基層醫療培訓學額。 

(ii)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擴展至高年班(Senior Year) 及護理

雙學位課程入讀生，吸納更多其他學科的年青人晉身護理行業。 

(iii) 強化護士學生 (包括學士、註冊後專科護理證書課程、碩士、研究生等) 臨床

督導資助、人手和晉升安排。 

(iv) 重新檢視護理支援人員作為護理的人手和人事安排，強化團隊融合和向心

力，亦鼓勵讓護理支援人員有晉升途徑及可規劃職業生涯。 

1.3. 挽留醫護人才 

(i) 提高專業實務的自主性，令護士得到工作成就感和滿足感。修訂法例及醫療

保險制度，鼓勵護士於社區及基層醫療範疇創業。 

(ii) 與大學及專上學院合作，提供更多專業生涯規劃的培訓機會。 

(iii) 改善臨床護理環境，引進醫療科技、人工智能、病人監察儀器等等，以減輕

人力需求、體力消耗和醫療失誤。 

(iv) 拓大人力資源規則的彈性，例如兼職、輪值安排、值班時段，增設托兒及育

兒服務，以吸納婦女勞動力。 

 

2. 關愛共融香港 

加快醫社合作的服務策劃模式，落實綜合性、免重覆的一站式服務。 

2.1. 以強化長者自信，積極生活作為發展方向，支持長者體力及活力充分發揮，令老

有所用、老有所養，儘量維持長者獨立生活。 

2.2. 本院非常支持擴大醫管局的「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並與基層醫療接合，減

少病者重覆入院。 

2.3. 增加資助安老院舍照顧服務及長者資助日間護理服務名額是長期而來迫在眉睫的

問題，冀望能加強護理及健康照顧，維持長者生命晚期的尊嚴。 

 

3. 說好香港故事 

3.1. 維持與國內和大灣區護理同業的交流互訪，設立專項基金以促進交流合作，猶其

著重研究國內與港方文化及實務融合及提升。 

3.2. 以香港為海內外交流平台窗口，令大灣區護理與國際接軌，維持護理在國際水

平。向各海外推介大灣區護理新進展，積極參與國際護理發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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