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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政府設立恆常機制  支援海外求助港人 

停泊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至今有 70 名港人乘客在當地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現分別在日本 31間醫院留醫。衛生署透露，港方已掌握當中 16人的臨牀狀况，

其中 4人呼吸系統衰竭，在深切治療部留醫，不排除有其他確診港人患重症。 

 

今次「鑽石公主」號郵輪的事件引申出一個問題，香港市民熱衷旅遊，但是如果在當地發

生嚴重事故或者突發疫情和重病的情況，身處海外人生地不熟，這時候香港政府應該如何

介入？我們認為政府吸取是次經驗，強化及擴充現有協助在外港人的機制，從政策以及醫

療等方面增加對港人的支援。 

 

首先，政府應該優化現時對港人的出入境支援服務。香港出入境已有 24 小時外遊協助服

務熱線，但是很多港人並不知曉，所以當發生事故的時候則會措手不及，因此建議政府加

大宣傳這項服務，使得市民在出遊的時候有充足的準備。同時，政府應該加強與港人較集

中旅遊國家的中國大使館的溝通，研究建立互聯互通機制，爭取當遇到港人求助的時候，

第一時間能得到國家的幫助，緩解港人的燃眉之急。 

 

其次，是醫療的支援。今次日方對於患病港人的治療頗有爭議性，可以說並不理想，這也

就反映出一個問題，不同國家即使對於同一病症都有著不同的診斷以及用藥標準，並且很

大機會和香港的標準不同，當然效果也會有很大的不同，這並不是危言聳聽，早在 2002

年，一名香港電視台主持人在英國旅遊時遇上火車出軌意外而重傷昏迷。在英國接受搶救

期間一度瞳孔完全散大，喪失了自主呼吸，對外界刺激也毫無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英國

醫生一度懷疑她可能已經發生腦死亡，然而在家屬的一再要求下，病人被送回北京由腦科

專家治療，患者在昏迷兩個多月後甦醒。所以從患者的角度來說，如果能有香港醫生的介

入會更安心。當然，我們也明白，由於法律、政治以及醫療體系的特殊性，其他國家不會

貿然讓香港醫生介入醫療體系中，但是作為顧問進行協助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因此我們

也希望政府能研究和不同國家協商建立相關機制，釐清醫療協助的適用範圍，在不影響法

律以及外交政治的情況下，給予海外港人最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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