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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要求將牙科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食物及衞生局及衞生署的綜合回覆：  
 

政府的牙科護理政策是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對口腔衞生及健康

的關注，並鼓勵市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而一般的牙科服務主要由

私營界別和非政府機構所提供。 

 

目前，衞生署為市民提供的公營牙科服務，主要包括學童牙科保健服

務、於轄下其中 11間政府牙科診所設立的免費緊急牙科治療服務(俗稱「牙

科街症」)，以及在七間公立醫院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為有特殊口腔護

理需要人士而設的專科牙科服務；此外，衞生署轄下的政府牙科診所亦負

責履行政府在僱用公務員合約上，訂明給予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其家屬

的牙科福利，現時政府牙科診所的服務量已達飽和(所有應診時段均有接

近 100%的使用率)。 

 

政府近年已推出一系列措施，為低收入及有特別需要的長者提供牙科

護理服務支援，包括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項目等。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由關愛基金撥款支持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於 2012年 9 月推出，

為使用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家居照顧服務或家務助理服務的低收入長

者，提供免費鑲活動假牙和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包括 X 光檢查、洗牙、

補牙及脫牙)。項目於 2015 年 9月、2016年 10月及 2017年 7月分階段擴

展至目前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長津」)的 70 歲或以上的長者。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全港共有 513 名私家牙醫以及 66 間非政府機構牙科診所

參與項目，其中 71 名私家牙醫以及 2 間非政府機構牙科診所於中西區為

長者提供服務。政府將於 2019 年年初把項目的受惠對象，擴展至所有 65

歲或以上正在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並優化項目的內容 1。新措施預
                                                 
1 優化項目內容包括放寬目前每名牙醫就每宗個案只可申領最多五隻補牙及最多五隻脫

牙的服務收費，至總共十隻補牙/脫牙的收費。同時，如果牙醫認為長者不適合鑲活動

假牙，該長者則由只限接受一次應診服務，放寬為可獲兩次應診接受洗牙、補牙及/或

脫牙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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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能讓 15萬名長者受惠。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政府在 2011年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成立牙科外

展隊，為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免費提供基本牙科護理服務(包

括口腔檢查、洗牙和緊急牙科治療)。該先導計劃在 2014 年 10 月轉為恆

常計劃(即「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由衞生署負責推行，並擴大牙科

治療範圍至涵蓋補牙、脫牙及鑲假牙等，受惠對象亦擴大至居於同類設施

(例如經衞生署註冊的護養院)的長者。現時共有 10 間非政府機構參與計

劃為全港各區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務，其中包括 2間非政府機構為

中西區的長者提供服務。 

 

另外，根據醫療衞生服務人力統計調查，約 74%註冊牙醫在私營界別

和非政府機構工作。隨着政府推出新的牙科措施，特別是長者牙科外展服

務計劃以及關愛基金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預期未來數年資助牙科服

務及牙科的人手需求會持續增加。為了應付急增的需求，政府除了在

2016/17 學年起的三年期內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牙科學士學位

課程學額 20 個，由 53 個增至 73 個外，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亦已由 2015

年起，每年為非本地培訓的牙醫舉辦兩次許可試，並改善了許可試某些部

分的安排和修訂了其成績保留政策和參加考試安排，以吸引更多合資格牙

醫在香港執業，並使本地牙科人才更多元化。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五日收到 )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