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護士協會 

「自願醫保計劃」諮詢文件意見書 

 

醫療改革 

 

食物及衞生局分別於 2008 年及 2012 年推出第一及第二階段醫療改革諮詢，並於今

年推出自願性私營醫療保障計劃，以輔助私營醫療融資，以此計劃作為達至醫療雙軌

並行的工具，並推出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諮詢，以此作為第三階段之醫療改革諮詢之大

綱。 

 

隨著醫療科技的開發及使用，人均壽命增長，市民對醫療保健的需要亦相應增加。世

界各地政府因為醫療開支的上升，而進行醫療系統及融資的改革，以配合社會經濟情

況和回應市民的期望，以達致可持續發展的醫療系統。香港亦不例外，公營醫療的服

務需求日益增加，專科服務輪候時間過長，醫院床位不足，醫護人員工作壓力也有增

無減。因此，香港政府也需要對應市民的需要改善現行的醫療系統。 

 

「自願醫保計劃」意見 

 

香港護士協會，即「護協」，對「自願醫保計劃」作出研究後，有以下意見： 

 

1) 「護協」認為舒緩公營醫療服務的需要是有逼切性和必要的，但自願醫保計劃是

鼓勵有能力負擔及年輕(40 歲以下)人士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而未有足夠負擔能

力或因年長或本身病患以致不能負擔高昂保費的市民，將會繼續依賴公營醫療服

務。諮詢文件中明確指出如醫保計劃順利推行，本港的私營醫療住院服務(以住院

日數計)將增加 2%，其增加幅度只能減輕少量公營醫療服務壓力。以澳洲政府為

例，多年前已推出類似的醫保模式(稅收及政府資助私營保險)，但最終只會令私

營醫療服務增加，而未能達致減輕公營系統之負擔目的。 

 

2) 「護協」不確定「自願醫保」能否正面帶動香港的經濟及醫療產業發展，但世界

上大部份地區均視醫療開支為社會負擔，而政府給予補助是難免的。我們發現諮

詢文件中未有對醫療成本上漲問題作出評估/預測，醫療成本上漲一般來說會比通

漲高，而保險金之上升亦可能導致市民未能負擔保單供款，而且保險公司亦可能

會過份轉介保單至高風險池，令計劃實行時出現需要以大量公帑補貼私營市場的

可能，有關的因素皆是我們對自願醫保的推行有所保留的原因。再者，從其他地

區的經驗顯示，私營醫療消費上漲亦會引致整體醫療成本上升，最終引致公營醫

療成本增加，以香港公營醫療主要由政府補貼的情況，恐怕「自願醫保」反而會

增加政府在將來的醫療補貼開支。 

 

3) 從消費者角度，「護協」認為政府對私營機構提供的服務(政府資助服務尤甚)，必

須要有嚴格的規管，因此本會支持在食物及衞生局轄下設立規管機構作自願醫保

相關保單之規管和高風險池的管理，但因涉及使用公帑作私營醫療和私營保險之



補貼，故其運作必須與其他政府部門同樣受到監管。 

 

成立「高風險池」之資金，主要由政府儲備支付，其中運作必須受到監管以防止

公帑過度補貼私人保險市場。政府亦應訂立「高風險池」的運作檢討時間表，以

防止「高風險池」有過多或過少的資金累積，令公帑未能用得其所。 

 

4) 「護協」的會員都對保費偏高、保額不足以應付醫療開支而需要承擔部份醫療費

用和保險代理離職而無人跟進保單(孤兒單)等問題表示關注，局方應制定清晰的

指引並監管保險從業員銷售符合「最低要求」的保單，並釐清當保單出現爭議時

雙方調解的責任等問題。 

 

局方於整個「自願醫保」的計劃中主要針對保單內「最低要求」的部份作出支援

和規管，但我們認為局方應就保單「最低要求」外的部份訂立調解機制，以保護

消費者利益。 

 

5) 局方建議的保險計劃當中並無儲蓄成份，對一般退休或低收入人士的吸引力不

大，因此他們會繼續使用公營醫療體系的服務，因此「自願醫保」不一定對舒緩

現時公營醫療服務壓力有所幫助。 

 

6) 現時香港的私營醫療發展與公營醫療系統內的醫護人員流失息息相關，每一次私

營醫療的推進皆會引致公營系統醫護人員的流失。「護協」認為政府以資助私營保

險的方式促進私營醫療發展必然會引致公營醫療系統人員流失加劇，即使數量上

能補充，但在經驗上亦會出現不足的情況。由於諮詢文件內沒有討論如何確立一

套有效的醫護人員培訓方案，我們擔心「自願醫保」的推行會令在公營醫療系統

內工作的同業狀況愈來愈差，嚴重打擊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內醫護人員的工作士

氣，繼而做成惡性循環，加劇公營系統醫護人員的流失。 

 

期望 

 

「護協」不懷疑食物及衛生局作出之醫療改革原意及政府之承擔。但正如諮詢文件所

述，著重基層醫療健康，特別是預防性護理，才會減少對住院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

「護協」期望當局能致力促進善用資源，以達致提升公私營醫療界別的整體效率。 

 

故此，「護協」促請當局能： 

－ 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強化護士在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的功能； 

－ 增加醫護人手，確立護士與病人比例，並訂立整體長遠人手規劃藍圖； 

－ 減低醫療服務輪候時間； 

－ 加強公共醫療安全網，以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市民和弱勢社群； 

－ 增加私家醫療收費及服務的透明度； 

－ 訂立醫療收費標準化； 

－ 加強對醫療保險業和私營醫院的監管。 



 

最後，我們深切明白市民對公營醫療的關注和期望，在推行醫療改革的同時，政府應

增加對醫療的承擔。「護協」期待政府和食物及衛生局能推出實質有效措施，制定完

善的醫護人手規劃、培訓醫護人員，改善工作環境及待遇，減少公營醫療系統內的人

才流失，及檢討現時服務內的漏洞以增強系統本身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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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