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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三屆灣仔區議會 

第四次特別會議記錄 
 

 
 
日期：二○一一年九月八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香港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1樓灣仔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孫啟昌議員, BBS, MH, JP 
 
副主席 
吳錦津議員, MH, JP 
 
區議員(依筆劃序) 
伍婉婷議員 
李均頤議員 
李碧儀議員 
邱浩波議員, BBS, MH, JP 
麥國風議員 
黎大偉議員 
鄭其建議員 
鄭琴淵議員, BBS, MH 
鍾嘉敏議員 
蕭志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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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政府部門代表 

陸綺華女士, JP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專員 
吳慧鈞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理專員 
陳小萍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廖志偉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灣仔區環境衞生總監 
陳本標先生 土木工程拓展署總工程師 
鄒敏兒女士 地政總署地政專員(港島東區地政處) 
 
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 

謝凌潔貞女士, JP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陳美寶女士, JP 教育局副秘書長 
陳懷明女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灣仔及離島) 

陶慧珠女士 教育局總新聞主任 

 

譚麗芬醫生, JP 署理衞生署署長 
莫昭友醫生 衞生署首席社會醫學醫生 
單丹醫生 衞生署高級醫生(社區聯絡) 
 

缺席者 

黃宏泰議員, MH 
黃楚峰議員 
 

秘書 
竺志強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高級行政主任(區議會)／灣仔 
 
 

  負責人 
開會詞   
 主席歡迎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凌潔貞女士、副秘書長陳美寶女

士、總學校發展主任(灣仔及離島)陳懷明女士及總新聞主任陶慧珠女士

出席會議。黃宏泰議員於會議前通知秘書處，未能出席會議。此外，

黃楚峰議員、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康樂事務經理孔得泉先生、香

港警務處灣仔警區指揮官林曼茜總警司、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港島)楊秀

婷女士及社會福利署東區及灣仔區福利專員沃郭麗心女士未能出席會

議。 

  

出席議程第1項

 

出席議程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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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負責人 
   
2. 主席請議員留意放置於席上的文件及建議討論時間，並請議員留

意發言時間為每項議題 3 分鐘。 
  

   
 與部門首長會晤   

第 1 項：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探訪   
   
3. 謝秘書長表示，教育開支一直佔政府經常開支最大部分，本財政

年度的開支為政府經常開支的 22.5%。新增項目幾乎涵蓋所有教育範

疇，例如：撥款 25 億元成立「自資專上教育基金」、向「香港特別行

政區政府獎學金基金」注資 2 億多元讓更多學生獲頒發獎學金、撥款 3
億元讓額外 75 000 名各級學生獲發全額資助等，其他項目，包括：鼓

勵學生多到外地交流、推行中小學課後補習和專上學生內地體驗計劃

等。新增項目的簡要內容如下： 

  

 (i) 專上教育   
本港現時設有 15 所大專院校，共開辦約 350 個學位課程和

470 多個副學位課程。由明年起，大學學位課程一年級資助

學額將由每年 14 000 多個增至 15 000 個，二年級和三年級分

別增加 2 000 個學額，供副學位畢業生升讀，以便銜接大學

課程。預計至 2016 年，八所受資助大專院校的畢業生數目將

為 19 000 名，比現有數目增加 16%，適齡人口中約三分一的

青年有機會修讀學位課程，如把修讀副學位課程的人數計算

在內，則達六成半，亦即香港的中學畢業生約六成半可升讀

大專課程，其中約 30%可修讀學位課程。 

  

   
 (ii) 資歷架構   

為鼓勵終身學習，政府自 2008 年起開始推行資歷架構，現時

已在 17 個行業展開，相關從業員人數約佔勞動人口 44%。資

歷架構轄下設有多個行業委員會，成員包括業內僱主、僱員、

專業團體和培訓組織代表等。 

 

   
(iii) 中學教育 

英國的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審視了各類公開試

的水平，以確定哪些課程可獲英國大學承認。去年 11 月，該

處把本港新高中課程的結構和考試類型與英國的普通教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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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負責人 
憑高級程度考試（GCE A Level Examination）課程比較後，

已承認新高中課程的資格。新高中課程中有些科目得分甚

高 ， 例 如 通 識 科 ， 評 分 遠 高 於 英 國 開 辦 的 同 一 科 目

Citizenship ， 原 因 是 該 科 設 有 獨 立 研 究 項 目 (independent 
studies project)，學生須撰寫文章，這是該項新高中課程獲海

外承認的重要因素。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亦承認新高中課程

的資格，議員如對該處的報告感興趣，可瀏覽教育局網頁。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策劃的「學生能力國際評估計

劃」(PISA)，每三年進行一次。香港在 2000 年第一次參加這

項計劃，當時有 34 個國家和地區參加，最近一次在 2009 年，

有 65 個國家和地區參與，香港學生的成績名列前茅，閱讀能

力位列第四，數學能力和科學能力皆第三，可見香港的教育

工作成效甚佳。 

 

麥健時國際研究報告(McKinsey Report)在英國的總部設有頗

大規模的教育檢視機構，該機構最近把香港教育體制列入“優

良＂類別。在 100 多個被檢視的地區中，只有 3 至 4 個屬於

這類別，可見香港的基礎教育的確做得不錯。 
 
政府去年推出「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以維持教師團隊

的穩定性。由於中學學生人口下降，資源的運用必須合理化。

感謝學界和社會的支持，這項計劃得以“軟著陸＂。 
 
關於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方面，香港既已回歸祖國，但亦是一

個國際城市，市民十分重視英語。政府讓學校彈性處理教學

語言的問題，學校可根據校情、配套、老師和學生的能力，

採用合適的教學語言安排，如“化時為科＂，讓學生多接觸

英文。 
  

(iv) 小學教育 
灣仔區 16 所官立及資助小學中，有 10 所已實施小班教學。

政府不會強制學校實施小班教學，因為影響教學質素的原因

甚多，小班教學只是一種教學法。餘下 6 所沒有實施小班教

學的學校，教學成效也不錯，甚受家長歡迎。因此，學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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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能以其他方法取得同樣成效，便無須強行實施小班教學。而

且，有些學校因硬件限制，勉強實施小班教學會令心儀的家

長無法安排子女入讀。 
  

(v) 學前教育 
學券計劃無須經過經濟審查，惠及所有適齡學童。政府規定，

參加資助計劃的幼稚園，學費不得超過減免上限，亦必須為

非牟利幼稚園，教師必須接受培訓，及學校必須接受外評。

政府希望利用資源，讓家長有更多選擇和保證幼稚園的質

素，現時學券計劃惠及的幼稚園和學童，皆超過八成。當局

在去年檢討學券計劃後，把本學年的學券金額由每名學童

14,000 元增至 16,000 元，並會按通脹調整金額。 

 

  
(vi) 禁毒工作 

灣仔區學校的禁毒工作成績極佳，吸毒學生人數在 18 區中排

名尾三，可見人數之少。希望各校繼續努力，並與其他地區

分享經驗。此外，灣仔區學校亦十分支持健康校園計劃。 

 

  
(vii) 學習支援 

除推行融合教育外，當局又為學習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支

援，包括向新來港及非華語學童提供課外支援和額外資源。

政府正參考平機會的報告，研究如何加強對非華語學童的支

援，並會探討如何幫助成績稍遜的學生，進一步提升教學效

能。 

 

  
(黎大偉議員於下午 2 時 15 分出席。)   

  
4. 麥國風議員提出以下意見：    

(i)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教育十分重要。香港缺乏天然資源，市

民需要依靠“腦力＂工作，教育局近年推行的改革項目繁

多，局方的整體工作承擔似乎有點吃不消，既要實施 334 學

制，又要推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應減輕學校和教師的壓力。 

  

   
(ii) 教協去年的調查結果顯示，老師承受的壓力極大，數年前亦

有教師因此而輕生。教育局可否放慢改革步伐，進行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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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例如不要把小班教學與減班拉上關係，以免對教師造成壓

力。近十數年來生育率下降，政府應實施小班教學。 
   
(iii) 教協亦曾就國民教育科進行調查，結果顯示教師擔心學生被

“洗腦＂，認為無須開設獨立的國民教育科，可融入其他科

目，以免教師須同時處理通識科和國民教育科，難以掌握。 

  

   
5. 黎大偉議員提出以下意見和問題：   

(i) 有些學校因收生人數太少而遭「殺校」，有些學校則因為學

生人數少而成為小班敎學的典範，當局的政策似有自相矛盾

之嫌。 

  

   
(ii) 關於私立幼兒園和小學的發牌制度，辦學團體除必須備有辦

學處所外，亦須經教育局批准才可辦學。但有些幼兒園對區

內居民造成滋擾，例如區內一所幼兒園的學童，由父母、祖

父母、家傭、保鏢等以多部車輛接送上學造成交通擠塞，政

府審批牌照時並無考慮這類學童所帶來的交通影響。教育局

會否督促造成這類滋擾的學校作出改善？ 

  

   
6. 李碧儀議員提出以下意見和問題：    

(i) 副學士畢業生大部分成績平平，只有成績極佳者才可升讀學

位課程，副學士課程和學位課程現時的銜接情況如何？副學

士畢業生的就業支援問題令人憂慮，因為僱主大多選擇大學

畢業生。政府可否帶頭聘請副學士畢業生以資鼓勵？ 

  

   
(ii) 很多少數族裔家庭居於灣仔區，家長希望子女入讀主流學

校，但這些學童由於中文程度低而被迫入讀“指定學校＂，

不但難以融入社區和中國文化，與本地小朋友溝通亦有困

難。希望政府研究如何鼓勵主流學校收錄這些學生，以達致

社區共融和民族共融的目標。 

  

   
(iii) 通識科多由其他科目教師兼授，教學質素參差。有些通識科

教師並未登記為選民，試問他們如何教授公民教育？有些教

師突然被通知須兼授通識科，在準備教材方面難以入手。政

府可否在師資培訓和教材方面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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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李均頤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i) 政府提倡德智體羣美，但清貧學生資源不足，難以學習學科

以外課程(例如鋼琴等科目)和參與課餘活動，而中等或以上階

層的家長在培育子女方面則不惜工本，長此而往，貧富懸殊

的情況會更加嚴重。區內有些家長為子女安排的暑假學習

班，式式俱備，費用高昂。教育局有否為基層學生提供這方

面的資助？ 

  

   
(ii) “怪獸家長＂現象出現後，坊間出現了一些培訓家長的課

程。教育局會否開設部門，為家長提供培訓課程，協助他們

培育心智健康的子女，從而提升人口質素和促進經濟發展？ 

  

   
(iii) 本港兒童缺乏獨立自主能力，事事倚賴家長，形成“港孩＂

現象。教育局會否採取措施加以處理？ 
  

   
8. 鄭琴淵議員提出以下問題和意見：    

(i) 終審法院十多年前作出判決，讓一名在港出生而父母皆非香

港居民的小朋友成為香港居民。截至去年為止，這類兒童的

數目已達 4 萬多人，他們的“虎媽媽＂和“虎爸爸＂已積極

培育他們來港入學，根據報章報道，有些兩歲多的兒童已懂

得 1 000 多個字。政府有何配套措施可應付未來的人口結構轉

變？ 

  

   
(ii) 希望政府帶頭為教師提供“軟福利＂，例如減少行政工作、

減少教師帶領學生參加課外活動的工作、為育嬰女教師提供

更佳工作環境和設立“侍產假＂等。 

  

   
(iii) 非華語學生的中英文基礎較為薄弱，當局可否為他們提供特

別課本(影印本亦可)和教材？ 
  

   
9. 邱浩波議員提出以下問題和建議：   

(i) 現時本港有過萬跨境學童，當局的短期解決方法為何？   
   

(ii) 建議政府為錄取較多跨境學童的北區幼稚園和幼兒園派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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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協助這些兒童成長。 

   
10. 蕭志雄議員提出以下意見：    

(i) 本港學生必須多接觸祖國，與國內學生深入交流，嘗試在內

地家庭住宿最少數星期，體驗當地文化和生活方式。最近有

報章報道，曾有私營旅遊團安排學生在外地家庭住宿而發生

危險，因此，這類旅遊活動應由政府監管，讓學生真正享受

交流的滋味。 

  

   
(ii) 贊成學生參加軍訓，讓學生體驗何謂紀律。   

   
(iii) 大學生更須與外地學生交流，交流期以一年最理想，最低限

度應為一學期，這方面有賴政府安排。政府應優先考慮讓大

學生到內地大學交流，從長遠計，這樣做有助本港與內地融

合。 

  

   
11. 伍婉婷議員提出以下意見：   

(i) 希望政府撥出資源在學校推行具有價值導向的性教育，推廣

愛與責任承擔的信息。本港媒體經常以兩性關係和女性身體

為嘩眾取寵的手段，近兩年在學校發生的非禮個案數目有所

增加，去年的數字極高。青少年未能清晰理解兩性關係，容

易接受媒體發放的“放縱性關係＂信息，學校如未能提供正

確信息，加以平衡，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很易受傷害。有些學

校選擇申請多元智能發展基金，邀請外來團體舉辦相關項

目，有些純女校、純男校和名校則反對在校內推行“性教

育＂，以免學生接觸太多這方面的議題。 

  

   
(ii) 應加強中英文科的文化承傳價值，傳統的語言文字十分重

要。本港學生的語文中英夾雜，普羅市民的情況亦如是，希

望學校更加重視傳統文字。 

  

   
12. 鍾嘉敏議員提出以下問題和意見：   

(i) 毅進課程已開辦多年，不少學生現時以毅進課程資格代替中

五畢業資格，該課程的成效和銜接情況為何？有些學生認為

毅進課程頗為艱深，而且範圍廣泛，比中五課程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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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議員可協助向少數族裔學生傳達政府提供的中文配套設施，

請政府提供清晰資料。 
  

   
(iii) 坊間把國民教育科喧染得十分恐怖，認識祖國是我們成長的

一部分，無須恐懼。有些社工用軟性教材，例如“成長的天

空＂協助學生學習成長要素。政府可否考慮把國民教育科包

裝成軟性課程，方便學生融入？ 

  

   
(iv) 課本售價十分昂貴，有些書商經常把課本輕微改版，家長的

負擔極重。可否考慮由學校提供課本，以減輕家長的壓力？ 
  

   
13. 謝秘書長的回應如下：   

(i)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當局把德育和國民教育兩者結合，因為學生不但是家庭的成

員，也是學校的成員，社會的成員，國家的成員和世界的成

員，必須釐清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這就是德育的延伸。

學生必須明白，身為個體須為所屬群體負上什麼責任，履行

什麼義務，從而培養歸屬感。因此，“洗腦＂之說反映持此

論者對內地政府抱有一定價值觀，而且對香港人缺乏信

心。香港資訊發達，“洗腦＂談何容易。市民如對自己有

信心，並且明白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便無須擔心。 
 
至於“重疊＂問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與其他科目並無“重

疊＂，以生物科和性教育的關係為例，學校不能因設有生

物科便不推行性教育，因為生物科涉及性器官的功能，而

性教育則涉及價值觀。同樣，學生可從地理科認識中國戈

壁沙漠、澳洲中部沙漠和美國沙漠有何不同之處，這是知

識層面。不過，學生亦可從認識中國河山和各地風土民情，

而對國家民族產生歸屬感，從而建立價值觀。因此，其他

學科灌輸的是知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則著重價值觀，而知

識有助建立價值觀。當然，每個科目的教師皆可通過“滲

透＂形式，在教授知識的同時，協助學生建立正確的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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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諮詢文件所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成績，不以分數評

估，教師只會下評語，例如「該生的價值觀頗為正確，但仍

須努力」等，目的是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在群體中自處。 
   

(ii) 與內地交流 

當局安排的學生交流活動按班級編排，與課程掛鈎。本港每

年參加交流活動的中小學生數目逾 4 萬人，家庭住宿難以安

排，只能以校本形式安排。特區政府獲內地省市政府協助，

已建立 100 多對“姊妹學校＂，這些學校每年皆有舉辦交流

活動，安排港方學校的師生到內地學校和學生家中住宿。此

外，本港很多大學(例如理大和嶺大)皆有安排實習和交流團，

政府本年度財政預算，亦已預留撥款作這用途。 

  

   
(iii) “小班教學＂與“殺校＂ 
 政府規定所有公營小學的開班人數皆為 16 人，因此並無歧視

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而對收生足的學校，政府會提

供多個發展方案，例如透過“特別視學＂和“與其他學校合

併＂等方式，以供選擇，繼續營辦。政府必須善用資源，但

辦學成績優異的學校，定可繼續營辦。 

  

   
(iv) 副學位課程 
 本港六成半學生可修讀副學位或學士學位課程，教育學院最

近的調查結果顯示，副學位畢業生的薪金比中五畢業生高五

分一。 

  

   
(v) 毅進計劃 
 該計劃容許會考不合格的學生修讀，資格等同會考五科合

格。隨著新學制的推行，政府正檢視該計劃。待資歷評審局

完成審批工作後，新計劃可望於 2012/13 學年推行。毅進計劃

的畢業生，現時可投考學歷要求須為中五會考合格的政府職

位。當局正考慮把數學科列為該計劃的選修科，以提升其認

受性，現正與培訓機構磋商學分安排。毅進計劃的課程較為

靈活，不會比中五課程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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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基層學生活動 
 政府已推出「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2010 年的撥款為

7,500 萬元，目前已提升至 1 億 7 仟 5 百萬元。大部分學校均

有申請有關津貼，資助學生參加課外活動，而當中七至八成

款項用於補習。有見及此，政府在本年度撥款中的 1 億 1,000
萬元，資助區本計劃，協同學校，推行課後功課輔導和其他

活動計劃，學校亦可把款項用於資助學生參加“歷奇＂等活

動。 
 
 政府亦已在中小學推出“一生一體藝＂計劃，議員可把未有

推行這項計劃或性教育的學校通知教育局，局方會派出當區

人員提供協助。此外，局方亦為全港 18 區的家長教師會聯會

舉辦多項有關德育的活動。 

  

   
(vii) 新來港學童及非華語學童 
 本港人口老化，讓本港出生的內地兒童來港入學，有助補充

本港人口，從長遠的人力發展角度來看，政府應提供支援。

因此，政府計劃擴建位於北區的合適學校，並提供支援。 
 
 關於跨境學童的問題，本港尚有其他口岸校車無須“禁區

紙＂便可通行，但位置稍遠。現時跨境學童使用的兩個羅湖

出口，原是緊急出口，非常狹窄。政府亦明白問題所在，以

校車把學生分流，才是務實的解決方法。 
 
 至於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政府已委託香港大學提供協助，

亦正全面檢視配套設施。教育局人員曾與非華語中小學童及

其教師傾談，這類學生有些在主流學校中成績名列前茅，亦

有學生就讀中文中學，志願成為中文教師，或透過漫畫，對

中國歷史產生濃厚興趣。上述成功個案，皆歸功於從小學習

中文。局方正檢視平機會的報告。 

  

   
(viii)交通問題 
 區內一所幼稚園造成的交通問題，會由當區的教育局人員和

運輸署人員跟進解決方法。 
(會後補注：教育局人員已立即與有關學校和相關部門，跟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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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ix) 改革措施 
 政府近年推行的改革措施不多，334 學制早於十年前提出，現

時推行的其他改革措施，作用只是調適既有措施而已。相反，

政府希望協助學校處理內部行政問題，例如投訴等。當局明

白教師的工作量繁重，家長的訴求日多，教師需要處理投訴

和進行課程統整，例如：生物科教師可能需要與教授性教育

和德育的教師溝通，調整教學進度，以作配合。而新增的協

作學習和專題研習課程，雖然可增聘文員協助，但蒐集題材

和準備教材的工作，仍須由教師承擔。因此，政府希望強化

學校的非教學行政管理工作。 

  

   
14. 陳美寶女士的回應如下：   

(i) 內地孕婦來港所生兒童 

這類兒童的數目近年急升，政府為他們提供的教育在“質＂

與“量＂方面必須配合。關於“量＂方面，必須讓市民知悉，

政府在學額規劃方面已有準備，不會影響本港學童的入學機

會。這類學童目前入讀北區近羅湖邊境的學校的數目，有上

升的趨勢，以“跨境＂的形式上學，政府的短期措施是盡量

協助適當的學校擴建或改建，在一兩年內提供額外學位，長

遠措施是覓地建校。 
 
至於“質＂方面，由於這類“跨境學童＂的母親身處內地，

政府會研究如何為這批缺乏家庭支援的學童提供學校和社區

支援，最重要是盡早了解尚未來港入學的學童在內地的家庭

背景和家長對香港教育制度的認識程度，才能全面作好準備。 

  

   
(ii) 非華語學童 

在學前教育方面，政府會鼓勵非華語學童盡早入讀本地幼兒

園和幼稚園，讓他們盡早融入本地“語境＂。 
 
至於課程和教材方面，政府在 2010 年整合了一套課程補充指

引，把非華語學童的各種需要和教學目標歸納為四個教學模

式，並已初步整合各校在這方面經調適的教學材料和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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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蒐集一些印刷本，希望透過電腦和學習平台發放。 
 
政府會安排“指定學校＂與其他學校分享經驗，並會透過中

文學習支援中心向其他非“指定學校＂推廣上述材料。灣仔

區有三所小學是“指定學校＂，近年隨著非華語學童的數目

增加，非華語學童入讀主流學校的趨勢開始出現，政府會加

強對非“指定學校＂的支援。 
   
15. 陳懷明女士的回應如下：   

(i) 非華語學童 

灣仔區雖然設有三所“指定學校＂，但其他主流學校亦會取

錄非華語學童。教育局的前線工作人員會協助提供配套工

作，以網絡活動為主。學校與學校之間，常舉辦經驗分享和

課程觀摩活動，例如安排其他學校觀摩“指定學校＂的校本

課程的發展進程和推行。其他主流學校如有取錄非華語學

童，亦可利用政府的資助，增聘額外人手，把中文科等課程

辦得更好。 

  

   
(ii) 減輕教師的工作壓力 

為減輕教師的工作壓力，從區本層面，在行政工作方面，教

育局為校長設立強大的經驗分享網絡，協助他們支援屬下教

師，並為負責中層管理工作的教師安排網絡分享活動，分享

內容包括：行政、人事管理和調配等工作，備受歡迎。至於

課程方面，我們亦為中小學教師安排教學經驗分享活動和校

內觀課活動。 

  

   
16. 謝秘書長補充說，政府一直向學校增撥資源，現時中學的師生平

均比例為 1 比 14.9，小學為 1 比 15，中小學校的開班人數亦已逐步遞

減，以紓緩教師的工作壓力。教育局會盡力為學校爭取資源，並已成

立電話熱線，協助教師處理工作壓力問題。我們發現教師的工作壓力

來源甚廣，其中之一源自學校管理不公，例如晉升機會和分工不均。

解決方法，包括經驗分享、學習他人的成功例子、改善資源配套和學

校行政工作等。此外，教育局每次推出新課程，便會提供課程培訓和

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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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席表示，各位議員踴躍發言，區議會與教育局是次交流取得豐

碩成果。 
  

   
18. 謝秘書長表示，教育局十分重視與區議會的溝通，期望與來屆區

議會保持聯絡。 
  

   
19. 主席多謝各位嘉賓出席會議。   
   
(黎大偉議員於下午 3 時 20 分離席。)   
  
 

  

第 2 項： 署理衞生署署長探訪   
20. 主席歡迎署理生署署長譚麗芬醫生、衞生署首席社會醫學醫生

莫昭友醫生及高級醫生(社區聯絡)單丹醫生出席會議。 
  

   
21. 署理生署署長譚醫生簡介如下：   
 (A) 背景   

(a) 衞生相關資料 
 陸地面積：1 104 平方公里(2010 年) 
 人口 (截至 2010 年年底的臨時數字) 

 男性：3.32 百萬 (46.7%) 
 女性：3.78 百萬 (53.3%) 
 合共：7.10 百萬 (100.0%) 

 65 歲或以上人士所佔比例 (年中數字) 
 2010 年  ：13.0% 
 預計 2039 年 ：28.0% 

  

   
(b) 衞生水平指標 

(i) 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  
 香港：男性 80.0 歲，女性 85.9 歲(2010 年臨時數字) 
 日本：男性 79.6 歲，女性 86.4 歲(2010 年數字) 
 新加坡：男性 79.3 歲，女性 84.1 歲(2010 年數字) 
 英國：男性 77.4 歲，女性 81.6 歲(2007 年數字) 
 美國：男性 75.7 歲，女性 80.6 歲(2009 年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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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嬰兒死亡率(按每千名活產嬰兒計) 
 香港：1.6(2010 年臨時數字) 
 日本：2.3(2010 年臨時數字) 
 新加坡：2.0(2010 年數字) 
 英國：4.7(2008 年臨時數字) 
 美國：6.4(2009 年數字) 
 
(iii) 孕婦死亡比率(按每十萬名活產嬰兒計算) 
 香港：1.1(2010 年臨時數字) 
 日本：3.6(2008 年數字) 
 新加坡：0(2009 年數字) 
 英國：9.4(2009 年數字) 
 美國：12.7(2007 年數字) 

   
(c) 主要死亡原因(2010 年臨時數字) 

1.  惡性腫瘤 
2.  心臟病 
3.  肺炎 
4.  腦血管病 
5.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d) 首五類致命惡性腫瘤(2009 年數字) 

1.  氣管、支氣管和肺  28.8% 
2.  結腸、直腸和肛門 13.6% 
3.  肝和肝內膽管  11.6% 
4.  胃     5.1% 
5.  乳房    4.3% 

  

   
 (B)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及衞生局負責食物及衞生事宜，轄下設有四個政府部門

(包括漁農自然護理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政府化驗所和衞生

署)和一個法定組織(醫院管理局)。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設有

食物安全中心，衞生署轄下設有衞生防護中心。 

  

   
 (C) 香港的醫療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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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宏觀  

(i) 公共醫療政策 
 政府的公共醫療政策是“確保不會有市民因為經濟

困難，而得不到適當的醫療服務。＂ 
 
(ii) 香港醫療市場架構 
 基層醫療服務(數字(%)以就醫次數計算)： 

－ 公營醫療界別佔 29%(醫院管理局 25%，衞生

署 4%) 
－ 私營醫療界別佔 71%(西醫 57%，中醫 15%) 
醫院服務(第二層/第三層醫療服務)(數字(%)為 2010
年底統計的公私營病床比例)： 
－ 公營醫療界別佔 87%(41 間公營醫院/機構，

26 981 張病床) 
－ 私營醫療界別佔 13%(13 間私家醫院，3 949 張

病床(臨時數字)) 
 
(iii) 醫療總開支 (2007/2008 年度) 

公營醫療開支：港幣 388 億元，相對本地生產總值

的百分比 2.3% 
私人醫療開支： 港幣 401 億元，相對本地生產總值

的百分比 2.4% 

  

   
 (iv) 公營醫療的財政預算(2011/2012 年度) 

  － 衞生政策組別的公共開支總額：港幣 451 億元， 
  － 用於醫院管理局的財政預算：港幣 368 億元 
  － 用於衞生署的財政預算：港幣 49 億元 

 
(b)  醫院管理局收費 

普通科門診： 每次 45 元，資助 84% 
專科門診： 首次求診 100 元，資助 89%， 
 其後求診每次 60 元，資助 93% 
急症室服務： 每次 100 元，資助 88% 
住院服務： 每日 100 元，資助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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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衞生署（截至 2011 年中) 

衞生署在 1989 年成立，負責公共衞生事務，是政府第 9
大部門，員工約 6 200 名(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2010/11 年的經費為 49 億元。 
(i) 衞生署的使命 

－ 衞生署是香港政府的衞生事務顧問，也是執行

政府健康護理政策和法定職責的部門。 
－ 透過促進健康、預防疾病、醫療護理和康復服

務的工作，保障市民健康。 
 
(ii) 組織架構 

衞生署署長之下設有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衞生

防護中心總監和衞生署副署長。 
－ 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負責醫院牙科服務(醫療

護理)、口腔健康教育組和學童牙科保健服務(促
進健康/預防疾病)，以及公務員牙科服務(專為

公務員及其家屬而設)。 
－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負責監督監測及流行病學

處、緊急應變及資訊處、感染控制處、公共衞

生服務處(胸肺科、社會衞生科、特別預防計

劃)、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和項目管理及專業發

展處的工作。 
－ 衞生署副署長負責行政工作(監督行政及政策

部、財務及物料供應部和基層醫療統籌處的工

作)、執法工作(監督管理局及委員會辦事處、中

醫藥事務部、藥物辦公室和衞生行政及策劃部

的工作，以及特別衞生事務)和專科工作(家庭及

長者健康服務和專科服務)。 
 
(iii) 衞生署診所/中心收費(符合資格人士應付的費用) 
 母嬰健康院： 

－ 孕婦健康服務、兒童健康服務及肺炎球菌疫苗

接種：免費 
－ 家庭計劃服務：1 元 
－ 子宮頸普查：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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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負責人 
學生健康服務：免費 
婦女健康服務(按成本收費) 
－ 健康檢查年費：310 元 
－ 每次接受乳房 X 光造影檢查：225 元 
長者健康服務 
－ 健康檢查年費：110 元 
－ 每次診療服務：45 元 
專科門診 
－ 皮膚(社會衞生)科接受與性病或麻風病有關的

治療、胸肺科：免費 
－ 兒童體能智力測驗服務、醫學遺傳科、皮膚(社

會衞生)科、家庭醫學及愛滋病：首次求診 100
元，其後每次求診 60 元 

美沙酮診所 
－ 美沙酮治療每次診療服務：1 元 
牙科服務 
－ 緊急治療(包括醫院管理局轄下醫院內的政府

牙科部)：免費 
－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年費：20 元 

   
(d) 衞生署－公共衞生領域 

(i) 衞生保障： 環境健康、職業健康及傳染病學 
(ii) 健康促進： 國際衞生、衞生的心理社會因素、健

康教育、更廣闊及國際性的影響因素 
(iii) 醫療護理： 醫療衞生經濟學、關懷組織、醫療管

理、環球健康、醫療體系及政策、基

層醫療及循証醫學  
上述 3 個領域的共通範疇包括流行病學、生物統計學、

臨床研究和法律及道德事宜。 

   

   
22. 蕭志雄議員表示，本港的醫療服務比美國和加拿大等地優勝得

多，尤其是長者方面。鑑於長者的數目日增，衞生署除推行現有的疫

苗計劃外，會否為長者制訂額外的防禦疾病計劃？詳情為何? 

  

   
23. 譚醫生表示，30 年後，本港人口將有 30%為 65 歲以上長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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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負責人 
即現時 35 歲以上人士屆時會被納入計劃範圍。政府的相關工作重點如

下： 
(i) 在促進衞生方面，慢性疾病的預防工作十分重要，政府會與

區議會保持緊密合作，世界衞生組織倡導的健康城市概念

“Public health-give health back to the public＂十分重要，亦即

讓市民當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健康。政府的健康教育會借鑑

社會市場學，會探討為何政府推介的健康信息不能像商業廣

告般深入民心，並會因應當前和外在環境進行檢討。 

  

   
(ii) 政府已為各個羣體制訂不同的疫苗注射計劃，並會因應當時

的流行病學和高危因素，對症下藥。 
  

   
(iii) 衞生署署長十分重視心理衞生健康，本港人口的壽命愈來愈

長，政府現正投入資源，並加強對員工的培訓，協助市民安

享健康的晚年。 

  

   
24. 麥國風議員提出以下意見：   

(i) 香港人的心理健康質素一般，生活壓力極大，工作繁忙，休

息作樂和與家人相處的時間不多。希望衞生署推廣健康的生

活模式，促進市民的心理健康，減少家庭暴力，改善青少年

吸毒和嗜酒的問題。 

  

   
(ii) 本港少女煙民日多，希望政府採取措施改善情況。   

   
25. 譚醫生表示，年輕女煙民日多的情況在世界各地十分普遍，政府

會致力解決問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會負責宣傳和教育工作。 
  

   
26. 鄭琴淵議員十分贊同健康須由市民當家作主的概念，並提出以下

問題和意見： 
  

(i) 婦女健康普查中心提供的服務中，最普遍的是以成本價提供

的乳房造影和子宮頸抹片檢查，本港婦女多有使用，但新來

港和少數族裔婦女則甚少使用。原因是否在於收費？政府可

否進行調查？ 

  

   
(ii) 推廣心理健康的工作不能單靠衞生署，如能配合家庭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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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負責人 
家庭友善政策和長者友善社區服務所的效果會較佳。希望

衞生署與其他政府部門加強聯繫，多方配合。 
   
27. 譚醫生的回應如下：   

(i) 政府會研究新來港和少數族裔婦女是否高危人士，從而作出

相應措施。世界各地的普遍情況是，低危人士較多使用健康

預防服務，而極有需要使用這類服務的高危人士，反而較少

或從不使用預防服務。政府會針對高危人士採取措施，例如

社區感染金黃葡萄球菌的問題，衞生防護中心會以多國語言

(例如菲律賓語和印尼語等)，在外傭和少數族裔集結的地方進

行推廣工作。 

  

   
(ii) 心理衞生和公共衞生兩者皆不能單靠衞生署推行，根據 1978

年公布的基層健康服務宣言，“社區參與＂和“跨界別合

作＂是重要的元素。衞生署在公共衞生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是核心成員之一，其他核心成員包括不同界別組織，大家共

同努力，才能落實。 

  

   
28. 伍婉婷議員提出以下意見：   

(i) 控煙辦、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和灣仔區議會正合辦推廣計劃，

為區內長者和婦女進行健康評估和提供戒煙資訊，相信很多

民間團體有興趣參與政府的反吸煙市場推廣工作。吸煙與健

康委員會舉辦推廣活動後，往往發現尋求戒煙服務的人數有

所增加，使用熱線的人數亦會增加，但戒煙服務未能滿足需

求，希望政府增加控煙辦和戒煙服務組織的人手。 

  

   
(ii) 政府應推行孕婦友善運動，並推廣母乳育嬰。很多婦女不懂

如何餵哺母乳，醫護人員礙於人手未能提供足夠指導和支

援，她們唯有選擇以奶粉育嬰，希望政府能增撥資源。 

  

   
29. 李均頤議員提出以下問題和意見：   

(i) 由於記者缺乏醫學背景，訪問醫生時未能如實報道，可否要

求記者在發表文章前先讓受訪醫生審核稿件？ 
  

   
(ii) 有些減肥藥含中藥成分，與標籤所列內容不符。衞生署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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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負責人 
定期抽樣檢查以各種途徑出售(包括上門兜售)的中藥？ 

   
(iii) 區內曾進行中年人健康調查，結果顯示 50 歲以上基層人士多

在病況嚴重時才求醫，可能為時已晚。預防勝於治療，政府

推動家庭醫生的工作進展如何？希望政府令家庭醫生的概念

深入民心。 

  

   
30. 邱浩波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i) 1997 年後，不但 140 多個國家的人士可免簽證來港，而且每

天從內地來港的人士為數極多，這些人士無須申報健康狀況

便可入境，情況令人憂慮。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十分擠迫，

如有高度傳染病患者入境，便會對市民的健康造成極大威

脅。政府可否考慮要求旅客申報健康狀況以保障市民的健

康？ 

  

   
(ii) 本港的中藥管制工作進度和目標為何？   

   
31. 譚醫生的回應如下：   

(i) 戒煙資源 
 政府不但會為控煙辦和提供戒煙服務的團體爭取資源，亦會

考慮吸納其他醫療服務界別的人士(例如藥劑師和牙醫等)，以

資助形式加入團隊，協助推行戒煙工作。 

  

   
(ii) 嬰兒照顧 
 署方會與母嬰健康院商討可否推廣如倫敦“Baby on Board!”

的活動，鼓勵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讓座給孕婦。 

  

   
(iii) 母乳餵哺 
 政府已就禁止刊登奶粉廣告的事宜已成立特別工作小組，期

望報告可於下年度完成。政府希望借助各級醫療人員(例如護

士等)，推廣母乳餵哺。 

  

   
(iv) 傳媒報道 
 關於傳媒報道詞不達意方面，衞生署感受良多。署方過往曾

針對某些公共衞生問題開辦課程，邀請傳媒朋友參加，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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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負責人 
熱烈，我們會考慮再次開辦類似課程。 

   
(v) 健康食品 
 政府設有恆常機制，定期抽樣檢測健康食品。署方上半年與

警方合作檢舉了多宗個案，稍後會向區議會提供詳細資料，

歡迎議員提供線報。 

  

   
(vi) 家庭醫生 
 推廣家庭醫生的概念是衞生署的重點工作之一，未來兩年是

推動期。署方已編製“家庭醫生指南＂，稍後會把指南送呈

區議會轉交各議員。 

  

   
(vii) “衞生檢疫＂工作 
 “衞生檢疫＂工作在本港很早已起步，但發展比較緩慢。本

港約在 30 年前已設有總港口衞生主任一職，當時世界衞生組

織的“國際衞生條例＂針對 5 種傳染病，要求各地港口必須

實行一定的衞生措施。1997 年後，新發傳染病增加，例如禽

流感、伊波拉病毒和基孔肯雅熱等。政府正探討可否仿效其

他國家，要求旅客在入境申報表格上回答若干問題，例如過

去 7 天有否進入農場或到訪非洲等。如有需要，衞生署會與

入境事務處商討，借助其入境申報表格。 

  

   
(viii)中醫藥管制 
 管制中醫藥的法例（香港法例第 549 章）在 1999 年訂立，中

醫藥管理委員會在同年成立，有關中成藥必須註冊的條文在

去年 12 月 3 日正式執行，亦即自該天起在市面上售賣的所有

中成藥均須註冊，與西藥看齊。至於針對中成藥標籤和說明

書要求的規定，則會在本年 12 月 1 日生效。署方稍後會提供

相關資料，請區議會代為派發，協助居民成為精明消費者。 

  

   
32. 主席多謝各位嘉賓出席會議。   
 
 

  

第 3 項：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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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負責人 
   

33. 沒有其他事項。   

   
散 會   
  
34. 議事完畢，主席宣布會議結束。  
  
（會議於下午 4 時 23 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一年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