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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2022 年 10 月 27 日第十九次會議參考 ) 

 

(資料文件 )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社會服務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工作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社會服務委員會 (下文簡

稱「社服會」)於 2022 年 9 月 22 日第十六次會議所討論的部分事項。

有關會議之討論詳情以獲社服會通過的會議記錄為準。  

 

要求改善九龍城區通宵輪候牙醫服務  

 

2.   有委員指政府於本年 9月在觀塘及九龍城牙科診所推行的「初

步登記」安排，雖能免卻市民通宵輪籌之苦，但做法尚欠理想，成功

取籌的人士要兩次來回診所排隊，而未能取籌的市民則要等待下一次

派籌的日子。故此，委員建議政府加強公私營合作，及推出牙科醫療

券。委員並認為香港需增加本地牙醫課程的學額，及修改法例引入優

質海外牙醫，以盡快增加本港牙醫供應。衞生署亦應增聘牙齒衞生員

和牙科治療師，以減輕牙醫的工作負擔，為市民提供更多基本的牙科

服務。  

  

3.  衞生署回覆指該署於九月起，在轄下六間位於香港、九龍及

新界（離島除外）提供「牙科街症」服務的診所推行「初步登記」安

排，初步登記的時間為提供「牙科街症」服務當天凌晨開始，當值職

員為輪候人士初步登記個人資料及核對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每人只可

登記一次。當登記人數達到街症服務的派籌名額上限，職員便會停止

為輪候人士進行初步登記。完成初步登記的人士無需繼續輪候，可即

時離開診所，並於當天上午原定派籌時間返回相關診所正式取籌及進

行登記。「初步登記」安排旨在讓市民能於登記後回家休息，以及盡

量避免出現求診人士通宵排隊的情況。  

4.   為了應付對牙科服務與日俱增的需求，政府會在 2022/23至

2024/25學年的三年期內進一步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



助的牙科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培訓學額，由每年 80個增至 90個。預計

未來五年約有 400個牙科畢業生成為註冊牙醫。政府會在 2022/23 至

2024/25學年的三年期，每年提供 10個教資會資助的牙科研究院修課

課程學額，以確保專科牙醫的穩定供應。就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方面，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由 2015年起把為非本地培訓的牙醫舉辦的許可

試由每年一次增至每年兩次，並優化許可試個別部分的安排和修訂了

可保留其成績的政策，以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牙醫在香港執

業，促使本地牙科人才更多元化。政府明白公眾對牙科服務的殷切需

求，會繼續和各持份者保持溝通，並積極考慮研究引入合資格非本地

培訓牙醫的途徑，以期增加有關人手供應。因應人手的需要，衞生署

亦已招聘其他輔助牙科職系人員，包括牙科治療師、二級牙科技術員、

牙齒衞生員及牙科手術助理員。  

關注九龍城區露宿者問題  

5.  委員表示有居民反映九龍城區有不少流浪人士，長期於同一

地點露宿。當中九龍城賈炳達道近李基診所對面的行人路，長期有年

老流浪漢流連，並已持續數年之久。近期有居民反映打鼓嶺道行人隧

道內亦有露宿者居住，希望當局能提供協助。  

6.  社會福利署 (「社署」)回應表示露宿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

涉及不同政策局和部門的範疇。各有關政府部門及地區服務單位一直

緊密聯絡及合作，協力支援露宿者。社署地區福利辦事處會繼續配合

相關政府部門的工作，以及協調相關的福利服務單位，透過不同途徑

為露宿者提供適切的福利支援服務。就九龍城賈炳達道及打鼓嶺道行

人隧道內露宿者的福利安排，該署亦一直透過當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跟進相關露宿者的需要，以外展探訪的方式了解他們的情況，以及

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支援他們應付生活上

的基本需要。然而，該處露宿者對接受住宿及其他社會福利服務的動

機仍然偏低。儘管如此，社署會續繼協調相關的服務單位繼續透過外

展探訪主動接觸他們，因應每宗個案的情況提供適切協助。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2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