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病人權益調查」及「社區診斷報告」進度

我們非常關心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已決定撥款進行「病人權益調查」及「社區診斷報告」

的進度。這兩個調查和研究涉及深水埗區居民福祉，絕不應該被拖延。

就「病人權益調查」，背景是深水埗區議會過往曾舉辦「社區參與圓桌會」，當時地區團體及長

者曾反映私家醫生的收費欠缺透明度1。因此，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於去年2020年10月29
日的會議決定撥款進行深水埗區內的「病人權益調查」，以了解有關收費透明度及病人權益的

保障情況。

就「社區診斷報告」，背景則是深水埗區議會曾於今年2月大會時討論「透過數據及政策設計完
善地區康健中心服務及運作」2，當時區議會同意向中文大學團隊提供於2002/2003年度「社區
診斷研究」報告的原始數據，並要求秘書處協助和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作出配合。然而，

經秘書處協助後，發現當時負責調查的機構沒有保存有關原始數據，令該計劃進度受到影響。

考慮到「社區診斷研究」的數據已有近20年未有更新，特別是深水埗區的人口分佈及發展已完
全不同 (舉例說，荔枝角中選區、還有多個大型公共房屋的落成的各社區)。因此，工作小組亦
於今年5月28日的會議決定再次製作「社區診斷報告」，收集最新的原始數據，另外考慮到近年
人工智能的發展，亦加任有關元素希望研究結果更為精準。區議會亦可參考有關數據和報告

建議，制定未來工作方向。

我們亦多次於區議會會議、工作小組會議及其他不同渠道跟進及查詢有關進度，但仍然未作

公開邀請。但至2021年8月17日，工作小組主席才首次收到民政專員就兩個調查內容的書面提
問，並著工作小組主席7天內(即8月24日)回覆。
「病人權益調查」的問題涉及「為何調查與《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準則》資助範疇有關」、「為何研

究應由深水埗區議會撥款支持」、「神秘顧客面對的健康風險」、「法律風險」等。工作小組主席

已於收到查詢後之後一天，即8月18日，作出詳細回覆。
「社區診斷研究」的問題則涉及「預測/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建議優先處理的項目」、「整合/歷史
數據/目標樓宇」、「非政府組織客戶的醫療/老年居民家庭的健康綜合評估數據」、「較高風險的
人仕的條件」、「申請機構自行提供人工智能算法」等。這些問題都是因加入「人工智能」而衍

生。工作小組主席亦已按民政專員所要求的日期，即8月24日，作出詳細回覆。

然而，至區議會大會提交文件截止日（即8月30日)仍未收到有關回覆和進度查詢，我們對兩個
調查推出的進度可能被拖延感到非常憂心，因此，我們需於區議會大會以下三個方面的提問，

作出跟進。

第一，「深水埗區病人權益調查」進度

- 早於去年10月工作小組的會議已決定推行調查，但至今年8月17日工作小組主席才收
到 民政專員的書面問題。為何當中需要如此長時間才作提問？

- 為何這些問題不是於已舉辦多次的工作小組會議前或會議進行時提出？

- 會否因此而影響推出調查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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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署對「深水埗區病人權益調查」的內容是否有任何意見？

- 區議會是撥款進行「深水埗區病人權益調查」去配合政府提倡的「提高私營醫療機構的

醫療收費（透明度）」3，為何也會被拖延近一年？

第二，「社區診斷研究」進度

- 衛生署一直推動世界衛生組織倡議的「健康城市計劃」45，深水埗區議會健康及安全社

區工作小組正是主要參與者。以社區診斷去「認識你的城市」，正是重要一步。衛生署

有否反對區議會進行新一輪「社區診斷研究」？如沒有，衛生署是否有任何意見？

- 區議會是撥款進行「社區診斷研究」去配合政府大力支持的「健康城市計劃」和「地區康

健中心」，為何也會被拖延？

- 民政專員曾提出多個就「人工智能」相關的提問及工作小組主席的回覆，現時的跟進情

況和進展如何？何時能夠作出公開邀請？

- 過往葵青有類似計劃，「評估葵青區長者風險及優化地區康健中心之服務機制：數據化

的服務模式及政策設計」正是受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

計劃於醫療系統創新方面的資助6。為何將同樣慨念或類近技術應用於深水埗社區，由

深水埗區議會推行就有如此多問題和障礙？

- 再退一步，如仍因「人工智能」而有障礙，是否不加入「人工智能」相關的元素，即完全

按照過往所做的模式，便可推出？

第三，現時區議會或工作小組所作的調查或報告，所需的程序或路線圖如何？每步的處理時

間需多久? 是否需要民政事務總署、民政局或其他部們的審批？ 煩請清楚列出這些程序，不
然，工作小組和議員難以估計有關時間安排，影響有關工作小組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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