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要建設一個健康的香港 
並立志成為國際知名的公共衞生監管機構 

元朗區議會 

社區事務委員會 

2024年第三次會議（2024年6月27日） 

要求衞生署進一步優化牙科門診計劃 

 

 

醫務衞生局及衞生署的綜合回應如下：  

 

政府一向的牙科護理政策旨在透過宣傳和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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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政策下，政府主要進行宣傳、教育和推廣口腔健康的工作，特別

着重培育兒童從小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包括為兒童提供學

童牙科保健服務。一般而言，只要保持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便

可大大減低因蛀牙及牙周病而需要接受牙科治療或手術的機會。 

 

現時由衞生署直接提供的公共牙科服務主要包括 - 

 

(a)  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事務科以不同年齡組別人士為對象，專

責推行各項口腔健康推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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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透過 8 間學童牙科診所，為本港的學童提供牙科保健及治療

服務；  

(c)  透過轄下其中 11 間政府牙科診所的小部分服務容量，每星期

劃出特定時段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服務（俗稱「牙科   

街症」）。衞生署已於今年 6 月 11 日起，調整轄下 9 間位於

香港、九龍及新界（離島除外）提供牙科街症服務診所的   

「初步登記」時間，初步登記時間一律由服務當天凌晨零時

提前至服務前一天晚上八時，讓求診人士可於較早時間完成

初步登記並離開，無須通宵輪候。市民作「初步登記」後，

只須於牙科街症服務時間前半小時返回有關診所，核對身份

證明文件正本及正式登記後，便可接受服務。此外，署方正

全力開發軟件及系統，目標在 2024 年內為緊急牙科街症服務

推出線上電子派籌及登記系統。屆時市民無需再親身排隊取

籌，同時系統可向市民提供實時餘籌名額資訊，確保充分利

用所有名額；   

(d) 在 7間公立醫院設有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診所，為住院病人、

有特殊口腔護理需要的患者及牙科急症患者提供口腔頜面外

科及牙科專科診治；及  

(e)  與醫院管理局協作，為 6 歲以下患有智障的學前兒童提供特

殊口腔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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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由衞生署直接提供的牙科服務，政府亦透過資助非政府

機構和私營界別提供牙科服務，照顧在牙科護理方面有特別需要

的人士，尤其是有經濟困難的長者，或較難獲取一般牙科服務的

人士。有關服務主要包括 - 

 

(a)  為智障成年人士提供特殊護理牙科服務的「護齒同行」 ;  

(b) 為居於安老院舍或使用日間護理中心及同類設施服務的長者

實地提供免費口腔檢查服務及牙科治療的「長者牙科外展服

務計劃」 ;   

(c)  由關愛基金撥款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為正領取「長

者生活津貼」或正使用社會福利署津助的長者家居照顧服務

的合資格長者，免費提供鑲活動假牙和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 ;  

及  

(d) 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牙科治療費用津貼。  

 

此外， 65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也可以使用長者醫療券接受私

營界別提供的牙科服務。  

 

另外，政府亦利用非政府機構和私營界別執業的牙科專業力量，

提供資助服務。截至 2024 年 5 月，全港共有超過 2,100 名於非

政府機構和私營界別執業的牙醫，當中超過 1,500 名牙醫已參加

長者醫療券計劃，及約有 850 名關愛牙醫參與「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項目。由衞生署推行的「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在 2024-

25年度有 11家非政府機構在計劃下合共成立 25支牙科外展隊。

至於「護齒同行」計劃，現時共有 5 間非政府機構牙科診所參與

計劃，每間機構至少有 1 名符合有關資格的牙醫和 1 名牙科手術

助理。  

 

此外，由非政府機構於元朗區設立為市民提供服務的牙醫診所，

詳情如下： - 

 

1.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地址：新界元朗壽富街 3 號地下  

2. 博愛醫院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  

地址：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地下 15-16 號舖  

3.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 (江夏圍 ) 

地址：博愛江夏圍村 -元朗錦上路 71號博愛服務大樓地下 G07

室  

4.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 (元朗 ) 

地址：新界元朗安寧路 184 號安寧樓地下 E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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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市民的口腔健康，行政長官在《 2022 年施政報告》中，宣

布全面檢視政府提供或資助的牙科服務，並在 2022 年年底成立

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檢討內容包括口腔健

康及牙科護理的政策方針、推展策略、服務範疇和提供模式。工

作小組在 2023 年年底發表了中期報告，總結工作進度。  

 

政府認同工作小組的意見，未來牙科服務發展應該參考《基層醫

療健康藍圖》中重視預防、早發現、早治療的方向，以達致保存

牙齒及提升市民口腔健康整體水平為目標。政府考慮以公帑資助

治療性牙科服務時，必須顧及長遠的財務上可持續性，把重點放

於預防性基層牙科服務，會更具成本效益。  

 

未來政府會致力為市民發展基層牙科護理服務，以推廣基層牙科

護理服務 (做闊做淺 )，協助市民自我管理口腔健康，實踐預防、

早發現和早治療牙患。政府也會探討如何繼續發展適切的牙科護

理服務，針對性地提供予工作小組界定的弱勢社群 (做窄做深 )。 

 

要考慮提升牙科護理服務，必須有足夠牙科專業人手配合。在牙

醫培訓方面，政府曾四度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牙醫學

士課程首年學士學位學額，由 2009/10 學年的每年 50 個增加至

2024/25 學年的 90 個，增幅達百分之八十。鑑於本地培訓需時，

而擴充教學人手及設施亦面對實際限制，政府不能單靠增加本地

培訓學額來解決迫切的人手短缺問題，特別是公營界別的牙醫人

手更是嚴重不足。為確保有足夠人手支援本地公營或資助牙科護

理服務，政府會透過修訂《牙醫註冊條例》，在維持專業水準和

病人福祉的前提下，提供新途徑引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牙醫於指

明機構執業。有關條例草案現已提交立法會，政府會積極配合審

議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會增加牙齒衞生員和牙科治療師的培訓學額，由

2023/24 學年的 95 名，增加近一倍至 2024/25 學年的 185 名。此

外，為吸引更多人士投身行業，衞生署會向修讀牙齒衞生員和牙

科治療師課程的學生提供全額學費資助。  

 

行政長官在《 2023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推行一系列措施加強不

同年齡層和目標群組的牙科護理服務 - 

 

(a)  在 2025 年內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增加為有經濟困難的弱勢社

群提供的緊急牙科服務，在新的服務模式下提升服務量、增

添服務點和擴展服務範圍，目標是額外提供現時政府牙科診

所牙科街症的最少兩倍名額。醫務衞生局正研究計劃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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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適時公布；  

(b) 在 2025 年內，推出「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銜接

小學學童牙科保健服務，資助 13 至 17 歲青少年使用私營牙

科檢查服務的部分費用，以協助青少年與非政府機構或私營

界別的牙科醫生建立夥伴關係，引導他們終身維持定期檢查

牙齒的習慣，預防牙患；  

(c)  在 2024 年第 3 季，加強現時由衞生署向有殘疾或特殊需要人

士提供的特殊護理牙科服務，延長推行「護齒同行」計劃至

2027 年 3 月，「護齒同行」計劃並會覆蓋自閉症譜系障礙患

者，增加每年 900 個新增病人服務名額；及  

(d) 在 2024 年第 3 季，政府會優化由關愛基金撥款的「長者牙科

服務資助」項目，修改必須鑲配活動假牙的條件，讓合資格

長者即使不申請鑲配假牙，亦可以接受牙齒檢查、洗牙、脫

牙和補牙等牙科服務。  

 

工作小組會就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的長遠策略，以及加強公營或

資助服務的範疇和模式等事宜，繼續向政府提供意見，期望在

2024 年年底工作小組任期完結前提交完整報告，向政府再提出

實現各項政策方向及牙科服務發展建議。  

 

 

 

醫務衞生局  

衞生署 

2024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