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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我很高興向大家介紹這份衞生署二零一一/一二年度年報，報告回顧本署在該年度推行的工作

和撮述各服務單位的工作成果。 

 

在二零一一/一二年度，衞生署繼續依循《促進健康：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框架》的策略方

針，與各健康伙伴緊密合作，致力締造健康環境和推動健康生活，以預防和延緩非傳染病等

方面積極行動。我們在二零一一年十月推出了《香港減少酒精相關危害行動計劃書》，透過

對社會各界別和各層面提出多項行動建議，以遏止成年人尤其是較年輕組別飲用酒精的上升

趨勢，並減輕因飲酒所造成的疾病負擔和社會後果。同年，我們亦擴展了針對青少年的防止

吸煙工作，包括開展校本預防吸煙活動，並為青少年提供電話戒煙輔導服務。 

 

為加強應對公共衞生危機和大規模傳染病爆發的能力，我們策劃和統籌了多項內部和跨部門

緊急應變計劃及演練，並與區內和國際衞生機構保持密切聯絡及信息通報。年內，本署放射

衞生部和港口衞生處參與了政府就日本福島核電站意外發生後的公眾教育和監測工作。 

 

在規管職能方面，本署在二零一一年按香港藥物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將藥劑事務部

重組為藥物辦公室，以加強本署在規管藥物的能力。此外，隨著《中醫藥條例》中有關中成

藥標籤及說明書規定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實施，本港的中醫藥規管制度得以進一步完善。 

 

所有的成果全賴各位同事們對工作的熱忱和努力不懈。我要衷心感謝他們。我亦謹代表衞生

署感謝政府內外夥伴的支持和協助。本署會一如既往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最優質的公共衞生

服務。 

衞生署署長

陳漢儀醫生



 
 

                                                                                                 
衞生署年報 2011/12                                                                                 iii 

 

 

 

 

 

 

 

  

 使命

衞生署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衞生事務顧問， 

亦是執行政府的健康護理政策和法定職責的部門。 

我們透過促進健康、預防疾病、醫療護理、康復服務等工作，

保障市民的健康。 

部門的格言「結伴參與，促進健康」 

旨在反映我們與其他健康護理專業人士、界別及社會人士的協力合作， 

以改善本港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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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人的健康

人口指數

二零一一年年中的香港人口為 707 萬，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的人口按年增長

率平均為 0.5%。 

二零一一年的粗出生率按每千名人口計算有 13.5 人，登記活產嬰兒為 95 348 人；粗

死亡率按每千名人口計算有 6.0 人，登記死亡人數為 42 188 人。 

由於預期壽命增長及低出生率，香港人口正持續老化(圖  1)。在二零一一年，65 歲及

以上人士佔香港人口的 13.3%，老年撫養比率按每千名 15 至 64 歲人口計算為 177 人。

65 歲及以上人士在一九九一年佔香港人口的百分比為 8.7%，於二零零一年則佔 11.2%。

預計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三一年，該百分比分別為 18.9%及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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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一九九一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三一年的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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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標 

主要健康指標顯示香港人一般都健康良好。平均而言，在二零一一年出生的男嬰預期

可活到 80.3 歲，而女嬰則可活到 86.7 歲。本港人口預期壽命在過去 20 年來一直持續

增長(圖 2)，令香港處於世界上最高水平之列(表 A)。 

香港嬰兒死亡率(按每千名登記活產嬰兒計算的死亡人數)及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按每

千名活產嬰兒計算五歲前的死亡概率)在過去 20 年來持續下降。在二零一一年，按每

千名登記活產嬰兒計算，只有 1.4 宗嬰兒死亡，而五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則為 2.4 宗

(圖 3)。香港嬰兒死亡率居世界最低之一(表 B)。 

過去 20 年來，孕婦死亡比率持續低企。二零一一年只錄得一宗孕婦死亡的個案，而按

每十萬名登記活產嬰兒計算，孕婦死亡比率為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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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一九九二年至二零一一年男性及女性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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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香港及選定國家的人口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 

國家 / 地區 
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 (年歲  ) 

男性 女性

香港 80.3 (2011) 86.7  (2011) 

日本 79.4 (2011) 85.9  (2011) 

新加坡 79.5 (2011) 84.1  (2011) 

英國 78.8 (2010) 82.7  (2010) 

美國 76.3  (2011) 81.1  (2011) 

註 ﹕括弧內的數字代表個別數字的參照年份。

圖 3 : 一九九二年至二零一一年的嬰兒死亡率及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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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香港及選定國家的嬰兒死亡率 

國家 / 地區 嬰兒死亡率 
( 按每千名登記活產嬰兒計算的死亡人數) 

香港 1.4  (2011) 

日本 2.3  (2011) 

新加坡 2.0  (2011) 

英國 4.3  (2011) 

美國 6.1  (2011) 

註 ﹕括弧內的數字代表個別數字的參照年份。 

死亡資料 

死亡統計數字提供有用的資料，以監察主要致命疾病及其他情況的趨勢。主診醫生會

把每名死者的死因記錄在死因醫學證明書內。衞生署收集這些資料作編碼和分析。 

死亡率 

二零一一年的粗死亡率按每千名人口計算有 6.0 人，而登記死亡人數為 42 188 人(圖 4)。

年齡標準化死亡率大幅下降(圖 5)，由一九九二年按每千名標準人口計算的 5.1 人下降

至二零一一年 3.2 人。與一九九二年比較，男性及女性的年齡標準化死亡率分別下降

了 35.0%及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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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一九九二年至二零一一年按性別劃分的粗死亡率 

圖  5 : 一九九二年至二零一一年按性別劃分的年齡標準化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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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死亡原因 

由二零零一年起，疾病及死因分類是根據《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統計分類》(國

際疾病分類)第十次修訂本。用作死因排次的疾病組別亦作重新界定，並加入新的疾病

組別。因此，二零一一年的數字與二零零一年前根據國際疾病分類第九次修訂本編製

的數字，未必可以直接比較。 

在香港，慢性疾病仍然是死亡主因。二零一一年的十大致命病因(圖 6)跟二零一零年相

若，首五類致命疾病為惡性腫瘤(癌症)(31.4%)、心臟病(15.0%)、肺炎(14.7%)、腦血

管病(7.9%)，以及慢性下呼吸道疾病(4.7%)。表 C 顯示了二零一一年十大致命癌病。 

餘下的五類致命疾病依次序為疾病和死亡的外因；腎炎、腎變病綜合症和腎變病；敗

血病；癡呆；以及糖尿病。 

圖   6 : 二零一一年十大致命病因 

註 ﹕由於進位關係，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疾病組別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次修訂本內詳細列表中的相關編碼)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疾病和死亡的外因

(V01-Y89)
腎炎、腎變病綜合症和腎變病

(N00-N07, N17-N19, N25-N27)
敗血病

(A40-A41)

%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J40-J47)

癡呆

(F01-F03)
糖尿病

(E10-E14)

其他

惡性腫瘤

(C00-C97)
心臟病

(I00-I09, I11, I13, I20-I51)
肺炎

(J12-J18)
腦血管病

(I60-I69)

31.4%

15.0%

14.7%

7.9%

4.7%

3.7%

3.7%

1.8%

1.8%

1.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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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 二零一一年十大致命癌病 

部位 
(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次修訂本內詳細列表中的相關編碼 ) 

百分比 

氣管、支氣管和肺  (C33 - C34) 28.6 

結腸、直腸和肛門  (C18 - C21) 14.4 

肝和肝內膽管  (C22) 11.6 

胃  (C16) 5.2 

乳房   (C50) 4.2 

胰  (C25) 3.8 

鼻咽  (C11) 2.7 

食管  (C15) 2.5 

白血病  (C91 - C95) 2.5 

非霍奇金淋巴瘤   (C82 - C85) 2.3 

其他 22.2 

註 ﹕ 由於進位關係，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住院資料 

從私家醫院及公立醫院收集的病人住院數字是重要的疾病數據來源。二零一一年的住

院病人出院人次(包括死亡及轉院人次)為 1 893 985。二零一一年病人住院的主要原因

(圖 7)與往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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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二零一一年病人住院的主要原因 

 

註 ﹕此處所指的百分比是指住院病人出院總人次的百分比。由於進位關係，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疾病監察 

疾病監察有助衞生當局確定當前的疾病發病率及趨勢，從而作出適時調查，以及制定

和推行針對策略。目前，香港對傳染病、職業病及癌病均已設立有系統的監察機制。 

疾病組別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次修訂本內詳細列表中的相關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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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 

須呈報的傳染病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 章)，在二零一一年，本港共有 47 種須呈報的傳

染病(表 D)。醫生須向衞生署呈報懷疑及證實屬須呈報傳染病的個案，以便衞生署進行

傳染病監察及防控工作。 

表 D : 二零一一年須呈報的傳染病 

急性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 甲型流行性感冒(H2)、 

甲型流行性感冒(H5)、 

甲型流行性感冒(H7)、 

甲型流行性感冒(H9) 

風疹(德國麻疹)及先天性風疹

綜合症 

阿米巴痢疾 日本腦炎 猩紅熱 

炭疽 退伍軍人病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桿菌痢疾 麻風 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感染* 
肉毒中毒 鈎端螺旋體病 天花 

水痘 李斯特菌病 豬鏈球菌感染 

基孔肯雅熱 瘧疾 破傷風 

霍亂 麻疹 結核病 

社區型耐甲氧西林金黃葡萄

球菌感染 

腦膜炎雙球菌感染(侵入性) 傷寒 

克雅二氏症 流行性腮腺炎 斑疹傷寒及其他立克次體病 

登革熱 副傷寒 病毒性出血熱 

白喉 鼠疫 病毒性肝炎 

腸病毒71型感染 鸚鵡熱 西尼羅河病毒感染 

食物中毒 寇熱 百日咳 

乙型流感嗜血桿菌感染(侵入

性) 

狂犬病 黃熱病 

漢坦病毒感染 回歸熱  

註 ﹕ *  自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起，加入法定須呈報傳染病名單中取代大腸桿菌 O157：H7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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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共有 21 798 宗傳染病呈報個案。以呈報宗數計，首三類傳染病為水痘

(13 633 宗)、結核病(4 794 宗)和猩紅熱(1 526 宗)，合共佔所有呈報個案的 91.5%。

二零一一年的傳染病呈報個案較二零一零年的 18 588 宗(扣除人類豬型流行性感冒)增

加 17.3%。 

水痘 

二零一一年呈報的水痘個案有 13 633 宗，較二零一零年的 11 595 宗增加 17.6%。一

如往年，大部分個案(69.7%)的病患者均為十歲以下的小童。 

結核病 

二零一一年呈報的結核病個案有 4 794 宗，而呈報率是每十萬名人口有 67.8 宗。跟二

零一零年比較，呈報個案數字下降了 5.9%，而呈報率則下降了 6.5%(圖 8)。 

圖 8 : 一九九二年至二零一一年結核病呈報率及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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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 

二零一一年病毒性肝炎呈報個案有 240 宗，其中 46 宗為甲型肝炎，70 宗為乙型肝炎，

五宗為丙型肝炎，119 宗為戊型肝炎。跟二零一零年比較，甲、乙及丙型肝炎的呈報

個案數字分別下跌了 29.2%、4.1%及 54.5%。而戊型肝炎的呈報個案則與二零一零年

相約。 

疫苗可預防的疾病 

衞生署在二零一一年共接報 153 宗流行性腮腺炎、12 宗麻疹、84 宗德國麻疹、23 宗

百日咳及一宗破傷風呈報個案。二零一一年並沒有先天性風疹綜合症呈報個案。疫苗

可預防疾病的呈報數字維持在低水平。而在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中的各疫苗覆蓋率均處

於非常高的水平。圖 9 顯示一些疫苗可預防疾病的趨勢。 

圖 9 : 一九九二年至二零一一年一些疫苗可預防疾病的呈報率 

註 ﹕*       由一九九四年起須呈報的疾病。 
流行性腮腺炎於二零零三年採用新的病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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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傳播的疾病 

二零一一年共有 340 宗食物中毒呈報個案，涉及 1 284 人；另有 54 宗桿菌痢疾、34

宗傷寒、21 宗副傷寒、兩宗霍亂及三宗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感染的呈報個案。 

細菌仍然是引致食物中毒的主因，佔所有呈報個案的 79.1%。經由實驗室證實的個案

約佔所有呈報的 12.6%。最常見的致病原是沙門氏菌及副溶血性弧菌。另外，呈報個

案中亦有由化學物質或生物毒素引起的。由雪卡毒引起的爆發個案有 19 宗(涉及 43 人)。

圖 10 顯示常見的食物傳播疾病的趨勢。 

圖 10 : 一九九二年至二零一一年常見的食物傳播疾病的呈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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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病媒介傳播的疾病 

在二零一一年，登革熱呈報個案有 30 宗，全屬外地傳入個案，主要由亞洲國家 / 地區

如菲律賓、泰國和印度傳入。 

在二零一一年，日本腦炎呈報個案有一宗，個案為本地個案。 

至於瘧疾，二零一一年的呈報個案有 41 宗，其中 22 宗由間日瘧原蟲引起，14 宗由惡

性瘧原蟲引起，由三日瘧原蟲和卵形瘧原蟲所引起的分別有三宗和一宗。另有一宗是

由間日瘧原蟲和惡性瘧原蟲共同引起的個案。二零一一年的所有個案均由外地傳入，

主要源自東南亞(19 宗)及非洲(14 宗)。二零一一年錄得兩宗死亡個案。 

二零一一年的斑疹傷寒及其他立克次體病呈報個案有 39 宗，其中七宗為叢林斑疹傷寒，

20 宗為斑疹熱，兩宗為城市斑疹傷寒及 10 宗為未能分類個案。 

其他傳染病 

政府亦已設立監察系統，監控對公共衞生有重要影響的其他傳染病及疾病，例如愛滋

病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病類、手足口病、急性結膜炎(紅眼症)和急性腸道傳染病，以

及細菌抗藥性。 

衞生署愛滋病監測計劃對當局監察愛滋病病毒感染的趨勢，從而制定護理和預防計劃

十分重要。這項監測計劃透過自願不記名呈報系統、高危社群人士愛滋病病毒抗體普

遍率監察及行為調查，定期搜集有關資料。所有個人資料均會保密。至二零一一年底，

已呈報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有 5 270 宗，愛滋病個案則有 1 267 宗。性接觸傳染仍

然是最重要的傳播模式。  

香港設立了定點監測系統，以監察流行性感冒病類、手足口病、急性結膜炎(紅眼症)、

急性腸道傳染病及細菌的抗藥性。這個系統是通過約 60 間公營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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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名私家醫生的網絡運作。 

15

流行性感冒病類定點監測的監察結果顯示，二零一一年發病高峰期大致為一月至三月，

而手足口病定點監察結果則顯示，與二零一零年曾錄得手足口病活躍程度大幅上升相

比，二零一一年手足口病的活躍程度較低。 

急性結膜炎(紅眼症)及急性腸道傳染病定點監測旨在監察這兩種疾病的趨勢，並確定其

病原體。二零一一年的急性結膜炎(紅眼症)求診率和急性腸道傳染病的求診率皆保持平

穩於基線水平。  

細菌的抗藥性定點監測計劃在一九九九年設立，以監察在社區層面的細菌抗藥性趨勢。

樣本包括鼻腔分泌物、喉嚨分泌物、中段尿液和糞便。有關結果定期在衞生署及衞生

防護中心的網站公布，供本港的醫生及牙醫參考。 

為加強傳染病監測，自二零零五年起，除普通科門診及私家醫生的定點監測外，衞生

署更設立安老院舍及幼兒中心的定點監測。前者通過約 60 間安老院舍監察院舍長者出

現發燒、急性腹瀉及嘔吐的情況，以及因該些病徵而入院的趨勢；後者則透過約 40 間

幼兒中心監察幼童病徵(發燒、咳嗽、腹瀉及嘔吐)及因病缺席的趨勢，並監察急性結膜

炎及手足口病的趨勢。在二零零九年，此監測網絡擴展至超過 120 間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在二零零七年，透過約 50 位中醫師設立了中醫師定點監測網絡，以監察測流行性

感冒病類和急性腸道傳染病在社區的趨勢。有關結果定期在衞生防護中心的網站公布，

供各界人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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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 章)，所有醫生須向勞工處呈報條例附表 2 中訂

明職業病的個案。勞工處的職業健康服務部在接獲呈報後，會調查導致職業病的原因，

並向僱主及僱員提出所需補救及預防措施的建議。在二零一一年，經證實的職業病個

案有 353 宗，較二零一零年的 229 宗增加了 124 宗。最常見的職業病是職業性失聰、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矽肺病，以及結核病。有關經證實的職業病個案數字載於表 E。

《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第 469 章) 的補償範圍已在二零一零年四月延伸至罹患噪

音引致單耳失聰的僱員。在二零一一年，該些個案共有 69 宗。 

表 E : 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經證實的職業病個案數目 

病症 
個案數目 

2010 2011 

職業性失聰 70 157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48 70 

矽肺病 61 63 

結核病 11 17 

間皮瘤 12 13 

氣體中毒 17 11 

石棉沉着病 1 9 

職業性皮膚炎 5 7 

豬型鏈球菌感染 3 1 

其他病症 1 5 

總數 229 353 

資料來源 ﹕勞工處職業健康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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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 

醫院管理局轄下香港癌病資料統計中心提供了以人口為基礎的癌病發病率數字。圖 11

列出於二零一零年發病最高的癌病類別。肺癌及乳癌分別是男性及女性最常患的癌

病。 

圖 11 : 二零一零年香港癌病資料統計中心接報的首十類癌病新增個案 

 

 
資料來源 ﹕醫院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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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統計調查結果 

衞生署在二零一一年四月進行了行為風險因素調查，以收集本港成年人與健康有關的

行為數據。調查提供了有助策劃、開展、支援及評估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計劃的資料。

調查顯示接近五分之二(38.0%)年齡介乎 18 至 64 歲的人士屬超重或肥胖；大約一半

(50.1%)稱他們很少用工餘 / 課餘時間做運動(少過每週一次)；以及約十四分之一(7.4%)

的受訪者報稱在過去 30 天內曾暴飲。 

中毒個案的呈報 

在二零一一年，衞生署共接獲 148 宗中毒個案的呈報。經調查後，73.0%的呈報確立

為中毒個案。這些中毒個案涉及中藥、重金屬、減肥產品和含未標示西藥成分的口服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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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二零一一年重點回顧

一月

在本港舉辦第十次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粵港澳三地衞生當局達成共識，同意在

控制傳染病方面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 

推出名為「活出健康新方向」的專題網站，作為衞生署在推動防控非傳染病方面的其中

一項重要工作，並推行以「食得健康，出力運動，你好叻！」這個健康訊息為主題的海

報宣傳活動，以鼓勵公眾為更健康的生活而作出改變。 

 

與醫管局社區老人評估小組、社康護理服務和醫管局微生物學部門合作推行為期兩年的

安老院舍感染控制導航計劃，目的是了解和改善安老院舍現行的感染控制工作程序，並

進一步掌握安老院舍人口目前患有傳染病的情況。 

在維多利亞公園工展會會場舉行器官捐贈宣傳活動，並邀得捐肝救同袍的海關督察許細

文一起參與。 

舉辦了「良方妙法說故事促進孩童語言能力研討會」，目的是推動以說故事的方式來改



 

                                                                                              
衞生署年報 2011/12                                                                               

 

善孩童的口語理解及表達能力。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的言語治療師出版了兩本小冊子

名為《良方妙法說故事》及《帽子掉了》，並在研討會分發給參加者。 

20

二月 

 出版了《香港中藥材標準第三冊》，並於衞生署中醫藥事務部的網站發佈。 

 為美容行業員工舉辦感染控制培訓。 

三月 

 就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共同進行影響評估及公眾教育活動。 

 舉辦世界衞生組織傳統醫學國際疾病分類項目週年聯網會議，以討論及推展傳統醫學國

際疾病分類項目。 

 與台灣中國醫藥大學簽訂合作協議，就香港中藥材標準計劃進行中藥材取樣及科研工

作。 

 舉辦為期三天的工作坊「HIV / AIDS Response Indicator Development Workshop」，

並邀請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高級學者 Dr. Tim Brown 作講者。 

 為響應世界防癆日，與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和醫院管理局合辦認識結核病活動。 

 舉辦為期兩天有關控制在醫護環境的多重耐藥性細菌感染的工作坊。 

 為基層醫療醫生舉辦分享會，推廣善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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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於四月十日舉行基層醫療推廣運動啟動典禮，標誌著一連串基層醫療相關的健康推廣和

宣傳活動的開展。本運動旨在加強市民對基層醫療的認識及了解，並向市民宣揚與家庭

醫生和其他基層醫療人員建立夥伴關係以促進健康。 

 

 

 

 

 

推出基層醫療指南的西醫及牙醫分支指南。基層醫療指南是一個包括不同基層醫療服務

提供者的個人及執業資料的網上平台，以方便公眾尋找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 

與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共同於香港舉辦「適當使用醫療儀器 — 方向與優

次專家會議」。 

與醫院管理局合辦控制耐藥性細菌對策的圓桌討論會。傳染病專家、感染控制醫生和護

士、公共衞生醫生和護士，以及海外專家 Herman Goossens 教授 (比利時 University of 

Antwerp) 齊參與討論。 

為響應世界衞生組織對抗抗菌素耐藥性，與醫院管理局在四月七日聯合舉辦世界衞生日

慶典，並於同日舉辦抗菌素耐藥性科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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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醫院管理局傳染病控制培訓中心合辦安老院舍感染控制導航計劃研討會及工作坊。 

 於四月、五月、七月、九月及十一月與社會福利署安老院牌照事務處合辦四場護理知識

工作坊，以加強安老院舍員工在藥物管理、感染控制、老年癡呆症、虐老、處理安老院

舍員工情緒問題及員工監管等方面的知識。 

五月 

 聯同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於五月九日在深圳灣口岸舉行跨境演習，加強雙方在處理公

共衞生事故的溝通和協調能力。 

 

  

 

展開「鍾意郁」社區推廣計劃推廣恆常體能活動，例如健步行及爬樓梯。

進行繼二零零一年後的另一次全港口腔健康調查，以持續監察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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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與香港大學青少年戒煙熱線合作提供朋輩式電話輔導。 

 為懲教署員工舉辦傳染病爆發管理及感染控制培訓計劃。 

七月 

 出版《退休樂逍遙》一書，向市民推廣健康退休生活。 

 與教育局舉辦一年一度的小學校長高峰會，旨在推動學童健康飲食，會上更向獲得至

「營」學校認證資格的學校頒授證書。 

 

  

 

 

  

舉辦以「少數族裔的健康推廣」為主題的健康促進交流會。

八月

委託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利用流動教室為小學舉辦預防吸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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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將前藥劑事務部重組成為藥物辦公室，以加強其規管藥物的能力。 

 與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聯合舉辦第二十八屆國際會議，藉

此提升病人安全及推廣醫院認證。會議主題為「病人安全：延續全球動力」。 

 於九月二十六日推行二零一一/一二年度兒童流感疫苗資助計劃及長者疫苗資助計劃，

鼓勵年齡介乎六個月至未滿六歲的兒童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及六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接

種流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注射。合資格的人士可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在參與

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接種政府資助的流感疫苗。資助長者接種肺炎球菌疫苗的服務則全

年提供。 

 

 

 

 

十月

參與粵港澳深珠衞生檢疫、動植物檢疫與食品安全控制會議，就衞生檢疫事項作出經驗

交流。 

在酒精與健康研討會上推出《香港減少酒精相關危害行動計劃書》，並於衞生署及衞生

防護中心的網站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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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全港愛牙運動的宣傳活動，鼓勵市民妥善照顧牙齒，每天使用牙線，並主動向牙科

醫生查詢自己的牙周健康狀況，以預防牙周病。 

 

  

 

 

舉辦二零一一年定點監測研討會，邀請參與傳染病定點監察系統的私家醫生出席。

十一月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轄下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與衞生署簽訂合約，參與制定香

港中藥材標準計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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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香港中藥材標準第一冊》的手機應用程式。 

 推出《糖尿病生活錦囊》影碟，為市民介紹控制糖尿病的技巧，包括 : 飲食原則、運

動、藥物使用、外遊、生活技巧，以及心理調適等方面的資料。 

 

 

 

 

與機場管理局於香港國際機場進行航機墜毀和救援演習，以提升處理航機事故時的緊急

應變。 

舉辦應急預備及重大傷亡處理研討會，為海外及本地專家提供分享大型災難處理經驗的

平台。 

舉辦「30 Years of Medical Genetics in Hong Kong」科學研討會以慶祝醫學遺傳科成

立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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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感謝器官捐贈者及其家人，和鼓勵更多市民加入捐贈器官的行列，位於九龍公園，

以器官捐贈為主題的｢生命˙愛｣花園於十一月十二日正式開幕。當日亦慶祝中央器官捐

贈登記名冊自二零零八年成立三周年。 

十二月 

 《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下關於中成藥標籤及說明書規定的條文於十二月一日開始

實施。該條文旨在進一步保障本港公眾健康。自此，《中醫藥條例》內所有規管中藥和

中醫的條文已全面實施。 

 舉行香港中藥材標準國際專家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舉辦「邁向母嬰親善研討會」暨母乳餵哺多媒體自學工具套啟用儀式，以提升醫護專業

人員推廣最佳婴幼兒餵哺方式的能力。 

 

 

  

  

舉辦控煙研討會，並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及專家就有關控煙及戒煙服務的議題發表演說。 

就公眾殮房運作，獲取認證機構ISO 9001:2008質量管理的認可。

舉辦以「大同世界、向零進發」為題的2011年世界愛滋病日活動開展禮暨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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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公共醫療衞生開支是指用於衞生政策組別下政策範圍的公共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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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開支及人手

開支

衞生署於二零一一/一二年度的開支為 44 億元，佔該年度公共醫療衞生總開支的 9.7%，

較二零一零/一一年度上升 10.8%( 圖 12 )。 

同期，政府用於醫療衞生方面的總開支，包括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的開支，則增加了

13.6%。 

圖 12 : 二零零二/零三年度至二零一一/一二年度公共醫療衞生總開支與衞生署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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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衞生署的在職人數為 5 507 人(表 F)，較二零一一

年同期增加 2.3%。 

表 F : 衞生署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在職人數 

 人數 百分比 

部門職系人員 

醫生職系 461 8.4% 

護理及相連職系 1 346 24.4% 

牙科醫生職系 261 4.7% 

輔助牙科職系 632 11.5% 

輔助醫療職系 633 11.5% 

其他部門職系 704 12.8% 

非部門職系人員 1 470 26.7% 

總數* 5 507 100.0% 
 

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另有 878 名全職合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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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健康服務回顧

衞生署的各種健康服務及公共衞生事務分別由衞生署副署長、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及牙

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負責監督。 

衞生署署長 

衞生署副署長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 

    衞生署組織圖 

 

 

規管事務及衞生服務

衞生署副署長負責監督以下的分部、辦公室及健康服務： 

中醫藥事務部 

藥物辦公室

家庭及長者健康服務：包括長者健康服務、家庭健康服務及醫療券組

衞生行政及策劃部：包括毒品管理部、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及控煙辦公室

基層醫療統籌處

特別衞生事務：包括電子健康紀錄管理組、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港口衞生處及放射衞生

部 

專科服務：包括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醫學遺傳科、法醫科、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及學

生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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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事務部 

中醫藥事務部負責執行《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該條例於一九九九年七月獲立法

會通過，訂明中醫執業及中藥使用、製造和售賣的規管措施。 

法定機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簡稱管委會)於一九九九年九月根據《中醫藥條例》成

立。中醫藥事務部負責向管委會提供專業和行政支援服務，以協助其制定和執行各項

中醫藥的規管措施。 

中醫藥事務部亦負責有關公共衞生的事務，包括就中藥不良反應事故的調查及處理提

供專業意見、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的工作中與中醫藥業界持份者保持溝通合作，並提供

中醫藥的公眾教育。 

截至二零一一年底，本港共有 6 484 名註冊中醫(包括 70 名有限制註冊中醫)和 2 746

名表列中醫。 

任何非表列中醫人士及根據中醫註冊過渡性安排而須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的表列中醫，

須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方具備資格註冊成為註冊中醫。 

註冊中醫必須持有有效的執業證明書，才可作中醫執業。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一般為

三年。所有註冊中醫必須符合管委會中醫組訂定的持續進修要求方可續領執業證明

書。 

根據《中醫藥條例》，凡欲經營中藥材零售與批發及中成藥批發與製造業務者，均須

首先向管委會轄下的中藥組申領有關牌照，而領有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的製造商可向管

委會中藥組申請製造商證明書，證明其在製造中成藥方面，並在品質控制方面，依循

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管委會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實施中藥商發牌制度。

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共收到 11 706 份牌照及 16 份製造商證明書申請。中成藥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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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實施以來，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共收到 17 180 份中

成藥註冊申請。 

32

為全面實施中成藥的註冊制度及標籤及說明書要求，《中醫藥條例》有關管制中成藥

管有、銷售及進口的條文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開始實施，而中成藥標籤及說明

書的法定要求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開始實施。 

中醫藥事務部於二零零一年成立了香港中藥材標準辦事處，以統籌及管理對本地常用

中藥材的一個研究項目，以便制訂有關的品質和安全性標準。研究工作由六間本地大

學，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及

香港理工大學負責。研究分期進行以涵蓋 140 種中藥材。第一至四期共涉及 98 種藥材

的研究結果已分別於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八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刊印於《香

港中藥材標準第一冊》、《香港中藥材標準第二冊》、《香港中藥材標準第三冊》及

《香港中藥材標準第四冊》。涵蓋 42 種藥材的《香港中藥材標準第五冊》，正進行出

版工作。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九年施政報告》中強調，為促進中藥發展，《香港中藥材標準》

的涵蓋範圍將擴展至涵蓋約 200 種，並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底完成上述科研工作。就餘

下約 60 種藥材的研究工作亦正在進行，預計可按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完成。 

為強化區域性科研合作及加快工作進度，衞生署已在二零一一年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轄下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和台灣中國醫藥大學簽訂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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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辦公室 

為加強其規管藥物的能力，衞生署依照香港藥物監管制度檢討委員會有關設立專責辦

事處的建議，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將藥劑事務部重組成為藥物辦公室。藥物辦公室

負責制定藥劑製品的監管計劃和負責各項措施的落實，以加強監管本港藥物的安全、

品質及成效，保障公眾的健康。藥物辦公室並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

而成立的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及其轄下委員會提供專業意見及執行有關對發牌、規管，

以及藥劑製品註冊的決定。藥物辦公室共分以下四部。 

藥商牌照及監察部的職責是執行《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抗生素條例》(第 137 章) 及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執法是透過巡查及發牌予製藥商、進口商、批發商及

零售商、以試買受管制藥物的方式進行調查、從市面抽取藥物樣本化驗，並對違法者

提出檢控。該部門同時負責把香港現行的生產質量管理規範標準提升至符合國際醫藥

品稽查協約組織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制訂的協約組織

標準。在二零一一年，藥商牌照及監察部巡查次數及個案被定罪的宗數分別為 10 618

次及 100 宗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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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一年藥物辦公室*藥商牌照及監察部的巡查數目及個案 
被定罪宗數  

 

註 : * 2011 年前為藥劑事務部。 

藥物警戒及風險管理部負責監測市面的藥物、就有關藥物的不良反應報告進行風險評

估、傳遞藥物安全信息、制訂風險管理計劃，以及執行《不良醫藥廣告條例》(第 231 章)。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旨在保障市民免因廣告的引導，不當地自行用藥或治理，而不

諮詢有關的醫護人員。 

為確保本港市面上的藥劑製品安全、有成效及具品質，藥物註冊及進出口管制部負責

處理藥物註冊及有關申請、藥物臨床試驗申請、藥物進出口證申請，以及發展和維持

藥物資訊管理系統。藥劑製品必須註冊後，才能在本港出售或分銷。 

診所服務及商務部負責藥物採購、製藥及配藥。部門轄下的藥物採購及製造組與政府

物流服務署合作，評估和選購衞生署所使用的藥物和其他藥劑物品，並負責製造藥水、

油膏及乳膏。藥物採購及製造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在政府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中，就

抗病毒藥物及流感疫苗的貯存和分發，提供後勤支援。診所服務組向衞生署診所及不

同部門提供配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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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長者健康服務 

長者健康服務 

衞生署於一九九八年七月成立長者健康服務，透過社區服務，為長者提供以人為本、

素質為先的優質基層健康護理服務，並以綜合專業隊伍的模式，照顧長者的整體健康

需要，亦鼓勵社區人士，包括長者在內，積極參與，以推廣長者健康。衞生署共設有

18 間長者健康中心和 18 支長者健康外展隊伍，分佈在每區為長者提供服務。 

長者健康中心提供綜合基層健康服務，包括健康評估、輔導、治療及健康教育。凡年

滿 65 歲及以上的長者均可申請登記成為中心會員。在二零一一年，長者健康中心的總

登記人數為 38 985 人，接受健康評估及診症的長者達 172 215 人次。 

健康外展隊伍深入社區和安老院舍，與其他長者服務單位合作，為長者及護老者提供

健康推廣活動。目的是提高長者的健康認知、自我照顧能力，及提升護老者的護老服

務質素。此外，健康外展隊伍及專職醫療人員亦針對院舍內護老者的特別培訓需要，

提供綜合和全面的培訓。在二零一一年，長者健康外展隊伍共為 294 141 人次提供服

務。 

此外，健康外展隊伍每年均會到訪所有安老院舍進行綜合評估，以評估其感染控制、

藥物管理的措施和程序，及其他有關員工培訓的需要。 

長者健康服務會繼續其使命，努力改善香港長者的基層健康服務。除了直接提供健康

教育外，服務的重點將放在以印刷品和視聽資料形式而製作的健康教育資源，以提升

長者自我健康管理及護老者之能力。此外，亦會加強作為長者基層健康服務之模範和

健康顧問的角色，及有關之培訓工作，令香港整體社會均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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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健康服務 

家庭健康服務透過 31 間母嬰健康院及三間婦女健康中心，為初生至五歲的嬰幼兒童及 

64 歲或以下的婦女提供全面的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服務。 

母嬰健康服務 

母嬰健康服務的範圍，包括兒童健康、母親健康、家庭計劃及子宮頸檢查服務。 

兒童健康服務方面，母嬰健康院推行幼兒健康及發展綜合計劃，以促進兒童的全人健

康，包括生理、認知和社交情緒方面的發展。綜合計劃的核心項目包括免疫接種、親

職教育，以及健康和發展監察。 

母嬰健康院為嬰幼兒童提供全面的免疫接種服務，以預防十種小兒傳染病，分別是結

核病、乙型肝炎、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小兒麻痺、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

疹及肺炎球菌感染。表 G 列出二零一一年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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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二零一一年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 

 

疫苗 初生 一個月 兩個月 四個月 六個月 一歲 歲半 小一 小六 

卡介苗  
( 預防結核病 ) 

卡介苗         

白喉、破傷風、無細
胞型百日咳及滅活
小兒麻痺 

  白喉、破傷

風、無細胞型

百日咳及滅

活小兒麻痺 

白喉、破傷

風、無細胞型

百日咳及滅

活小兒麻痺 

白喉、破傷

風、無細胞型

百日咳及滅

活小兒麻痺 

 白喉、破傷

風、無細胞型

百日咳及滅

活小兒麻痺 

白喉、破傷

風、無細胞型

百日咳及滅

活小兒麻痺 

 

白喉、破傷風、 無
細胞型百日咳 ( 減
量 )及滅活小兒麻痺 

        白喉、破傷

風、 無細胞

型百日咳 ( 減

量 )及滅活小

兒麻痺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
及德國麻疹 

     麻疹、流行

性腮腺炎及

德國麻疹 

 麻疹、流行

性腮腺炎及

德國麻疹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親職教育計劃目的是為裝備幼兒家長有關培育子女成長所需的知識和技巧，從而扶育

幼兒健康成長。健康院會透過不同形式，從妊娠期開始到整個兒童學前階段，為所有

家長提供有關兒童身心發展、育兒知識及親職輔導。若兒童有初期的行為問題或父母

在管教方面遇到困難，家長可參加有系統的正面親職小組訓練課程。 

母嬰健康院推行母乳餵哺政策，積極推廣母乳餵哺，服務包括透過公眾教育和推廣，

讓婦女及其家人了解餵哺母乳所帶來的益處、設立母乳餵哺熱線及母乳餵哺互助小組，

以及為授乳母親提供餵哺輔導、實習安排及處理餵哺期間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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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發展監察是透過專業醫護人員定期跟進兒童的成長及發展，以便及早發現有問

題的兒童並作出轉介。這套服務包括為新生嬰兒進行健康評估，定期監察兒童的生長

指標及飲食情況，替新生嬰兒作耳聲發射普查測試及為學前兒童進行視力普查。此外，

醫護人員會與家長協作，為兒童進行發展監察，包括提高家長對兒童發展的關注，共

同觀察兒童的表現，及為家長提供適切的指導。若懷疑兒童的健康或成長發展有異常

情況，母嬰健康院會轉介兒童到專科診所作進一步診治及跟進。 

另外，政府由二零零五年起於四區母嬰健康院試行的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將逐步推

展至所有母嬰健康院。該計劃是透過母嬰健康院、醫院管理局產科門診部、學前機構、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其他非政府服務機構作為平台，協調現有衞生、教育及社會各方

面的服務，及早識別及處理幼兒及其家人的各種需要，向他們提供合適及適時的服務。

服務包括以下部分： 

1. 識別和全面處理高危孕婦；

2. 識別和處理產後抑鬱的母親；

3. 識別和處理有心理社會需要的兒童及家庭；及 

4. 識別和處理有健康、發展及行為問題的學前兒童。

產婦健康服務透過產前及產後護理，提供預防疾病及促進健康的服務。母嬰健康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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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立醫院合作，建立一個全面的產科服務計劃，照顧孕婦整個懷孕及分娩過程。 

39

母嬰健康院亦為產後婦女提供檢查及家庭計劃指導，並透過個別輔導，使產後婦女盡

快適應分娩後的生活。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有心理社交問題的產婦會被轉介到公立醫

院的精神科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接受相關的服務。 

在二零一一年，約有 75%本地出生的嬰兒及 31%的孕婦曾使用母嬰健康院的服務。 

母嬰健康院為已屆生育年齡的婦女提供家庭計劃服務，包括避孕指導，不育、意外懷

孕和結紥手術的輔導及轉介安排。亦為缺乏德國麻疹抗體的生育年齡婦女提供免疫注

射。 

所有母嬰健康院均為曾有性行為的 25 歲或以上婦女提供子宮頸普查服務。亦為有需要

的婦女團體提供有關子宮頸普查的外展健康教育講座服務。約有 95 000 人次在二零一

一年參與子宮頸普查服務。 

婦女健康服務 

三間婦女健康中心及十間母嬰健康院為 64 歲或以下的婦女提供婦女健康服務，旨在促

進婦女的健康，並照顧她們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健康需要。 

婦女健康服務提供各項婦女健康的專題教育，例如健康生活方式、乳癌及子宮頸癌、

更年期和骨質疏鬆等。婦女健康服務亦為婦女提供身體檢查、子宮頸檢驗，以及按個

別需要提供血液檢驗和乳房造影服務。懷疑有異常情況的婦女，會獲轉介至專科醫生

作進一步治理。 

約有 19 400 名婦女在二零一一年在婦女健康服務登記，所發現的健康問題包括乳癌、

子宮頸癌、血膽固醇過高、高血壓、糖尿病和其他婦科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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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券組 

醫療券組負責實施及管理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此試驗計劃透過電子系統，為 70 歲及

以上長者每年提供五張每張面值 50 元的醫療券，以資助他們使用各類私營醫護專業人

員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這些醫護專業人員包括西醫、中醫、牙醫、護士、職業治

療師、物理治療師、放射技師、醫務化驗師及脊醫。 

衞生行政及策劃部 

毒品管理部 

衞生署為吸毒者提供美沙酮代用治療及戒毒計劃的門診服務。全港共有 20 間美沙酮診

所，每天(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開放。於二零一一年，登記參與計劃的人數約為 8 200 

人，而平均每日求診人次則約為 6 200 人次。 

求診者在參加美沙酮治療計劃時，醫生會就求診者的病歷、社會背景、身體狀況作出

有系統及詳細的評估。此外，美沙酮治療計劃亦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包括由醫生、

社工及朋輩輔導員所提供的輔導服務、轉介往其他治療或康復機構的服務，以及破傷

風疫苗接種等。 

由於吸毒者是感染愛滋病病毒及其他透過血液傳播疾病的高危群，因此為病人提供健

康教育及輔導是首要工作。有關的活動包括在美沙酮診所播放健康教育的資訊、免費

派發安全套，並為參與美沙酮治療計劃的人士提供愛滋病病毒血液和尿液測試，以及

乙型及丙型肝炎血液測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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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 

根據《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第 165 章)，任何人有意營辦私家醫院、留

產院或護養院，須向衞生署署長申請註冊。非牟利診療所的註冊乃根據《診療所條例》

(第 343 章)進行。香港法例第 165 章及 343 章分別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四年實施，

並賦予衞生署署長註冊的權利。 

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主要是負責執行有關條例的規定及確保有關機構適合提供該等服

務。為確保每個註冊機構都符合法定要求，該處會透過實地巡查、審閱機構活動及投

訴的統計資料、發出建議或警告，以及直接處理公眾對有關機構的投訴。在二零一一

年，該處曾對按香港法例第 165 章註冊的 12 間私家醫院、46 間護養院及 10 間留產院，

進行了 246 次巡查。按香港法例第 343 章註冊的診療所則有 119 間。同年，該處共處

理 83 宗與該等機構有關的投訴。 

為配合醫療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對優質醫療的殷切需求，衞生署於二零零三年制定

《私家醫院、 護養院及留產院實務守則》，並於二零零四年起開始推行。守則列明就

房舍、人手、設備方面的註冊最低標準，以及有關提供優質服務的良好實務標準。守

則又涵蓋有關架構及行政、房舍及設備、政策及程序、人力資源管理、風險管理，以

及個別臨床及支援服務的規定。 

衞生署於二零零七年設立嚴重醫療事件監察及呈報機制。所有私家醫院及護養院須於

24 小時內向衞生署通報嚴重醫療事件。該機制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醫院服務質素及安全

方面找出可予改善的地方。 

 

醫院認證督導小組於二零零八年成立，負責監督本港公、私營醫院認證計劃的發展。

香港醫院認證先導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推行香港醫院認證先導計劃，聘用澳洲醫療

服務標準委員會為認證機構。先導計劃涵蓋五間公營醫院及三間私家醫院。醫院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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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第二階段在二零一一年年底展開，在五至七年內涵蓋 15 間公立醫院。截至二零

一一年年底，有七間本地私家醫院獲得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認證。 

42

控煙辦公室 

在香港，吸煙是最可預防的死亡和疾病原因。衞生署在二零零一年二月成立控煙辦公

室，以統籌及加強政府的控煙工作。政府的既定控煙政策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鼓勵

市民不吸煙和抑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並盡量保護公眾免受二手煙影響。 

控煙辦公室的使命是透過跨界別的合作和社區動員，在香港孕育無煙文化。自《二零

零六年吸煙 (公眾衞生)(修訂) 條例》生效以後，控煙辦公室的主要工作範圍可分為執

法、宣傳教育，以及戒煙推廣三方面。現時控煙辦公室的首要工作包括﹕ 

 擔當《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第 371 章)的主要執法機構； 

 教育及協助法定禁煙區管理人以確保公眾守法； 

 透過宣傳及健康教育，推廣無煙文化； 

 協調衞生署的戒煙服務；及 

 協助決策局檢討控煙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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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辦公室的控煙督察在二零零七年開始在法定禁煙區執行禁煙規定。控煙督察在接

到違例吸煙的舉報後，會安排到有關法定禁煙區進行突擊巡查。此外，控煙督察亦會

主動到經常有違例吸煙的黑點進行突擊巡查。控煙督察會向違例吸煙人士採取票控行

動，並向禁煙區管理人建議落實禁煙規定的技巧。 

定額罰款制度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實施。任何人在法定禁止吸煙區或公共交通工具

內吸煙或携帶燃著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執法人員有權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罰款港幣 1,500 元。 

 

控煙辦公室在二零一一年共接獲 16 418 宗有關違例吸煙的投訴及 4 723 宗查詢。控煙

督察全年共進行 23 176 次禁煙區巡查，期間分別對 170 及 7 637 宗違例吸煙個案發出

傳票及定額罰款通知書。 

在處理違例煙草廣告方面，控煙辦公室共審閱超過 1 600 份刊物。同期，控煙辦公室

接獲 25 宗投訴，並對當中 10 宗違例煙草廣告個案發出一張傳票及 11 封警告信。 

控煙辦公室在二零一一年共舉辦了 10 場有關《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的講座，參與人

數超過 250 人次。這些講座的對象為法定禁煙區的管理人，包括保安員、食肆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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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類禁煙區的前線員工，如工作間管理人及共用宿舍管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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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辦公室在二零一一年共向禁煙區管理人及市民派發超過 73 萬份禁煙教育資料，當

中包括禁煙標誌、海報及禁煙實施指引等。 

為鼓勵更多吸煙者戒煙，控煙辦公室為各機構及公司舉辦了戒煙講座。在二零一一年，

控煙辦公室舉行了 35 場戒煙講座，參與人數超過 900 人次。 

為加強戒煙服務，控煙辦公室由二零零九年起與東華三院合辦社區為本戒煙服務，又

由二零一零年起，與博愛醫院推出一項使用中醫針灸的戒煙計劃。 

在二零一一年六月，控煙辦公室與香港大學青少年戒煙熱線開始合作提供朋輩式電話

輔導。控煙辦公室亦與保良局和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合作，在小學和中學舉辦健康推廣

活動，宣揚無煙文化。 

控煙辦公室亦設有由註冊護士接聽的綜合戒煙熱線（1833 183）。在二零一一年，熱

線共處理 20 571 個來電及查詢。煙草稅稅率於二零一一年二月調高 41.5%。綜合戒煙

熱線在公佈調高煙草稅後首星期每日平均收到 189 個來電，是二零一零年平均每日來

電數目的五倍。 

控煙辦公室於二零一一年昂然邁向十週年，展開另一個新里程。在二零一一年九月，

控煙辦公室榮獲公務員事務局的優質服務計劃在執行法例類別的優異獎，控煙辦公室

執法人員的努力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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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統籌處 

基層醫療統籌處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成立，以支援和統籌本港基層醫療的發展，並推行

基層醫療發展策略及行動。 

統籌處由來自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的醫護專業及行政人員聯合組成，

以促進更好的協調，並確保有適當的專業知識，以發展和推行基層醫療措施。 

特別衞生事務 

電子健康紀錄管理組 

電子健康紀錄管理組負責為衞生署建立一個以病人為中心及充分整合的臨床訊息管理

系統，以便與全港性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共享病人的病歷紀錄。該臨床訊息管理

系統將支援門診登記和預約服務程序，以及臨床工作流程，例如藥物處方和化驗報告

等。臨床訊息管理系統將會在衞生署各臨床服務單位分階段開發和推行。電子健康紀

錄管理組亦會為部門建立一個免疫接種紀錄系統。 

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 

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成立，以推行自願性醫療儀器行政管理制度和

發展長遠的立法規管架構。自願性制度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開始分階段推行，內容包

括﹕ 

 表列第 II，III 及 IV 級醫療儀器； 

 表列第 D 級體外診斷醫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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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可認證評核機構； 

 表列本地製造商； 

 表列進口商；及 

 處理安全警報。 

46 

醫療儀器管制辦公室於二零一一年共批准 648 宗醫療儀器表列申請，處理 1 498 宗安

全警報及 20 宗醫療事故報告，並舉辦了 10 次工作坊 / 講座。 

為預備立法規管醫療儀器的工作及因應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的要求，衞生署於二零一

一年開始就立法規管建議進行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港口衞生處 

港口衞生處執行《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 章)，並遵行《國際衞生條例》，以

防止任何疾病、疾病的來源或污染傳入香港、在香港蔓延及從香港向外傳播。 

 

港口衞生處為所有進入香港的船隻提供檢疫服務，並簽發自由無疫通行證。該處監察

傳染病媒介，確保船隻上、飛機上及各入境口岸的衞生情況符合標準，並在有需要時

為船上人士提供醫療協助或建議。該處亦簽發船舶衞生控制證書、船舶免予衞生控制

證書、國際防疫注射證明書、人類屍體進口許可證、火化許可證和生物物質進口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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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該處提供 24 小時駐香港國際機場公共衞生事故緊急應變隊，以應付公共衞生緊急

事故及空難。該處更與世界衞生組織和鄰近地區的衞生當局保持聯絡，交換有關流行

病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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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衞生處亦設有兩所旅遊健康中心，為外遊人士提供預防疾病服務及與旅遊有關的

風險資訊。中心為旅客提供全面的服務，例如醫療諮詢、疫苗接種和健康教育。該處

積極與旅遊業聯繫，並透過健康展覽和香港旅遊健康服務網站發放更多旅遊健康資

訊。 

放射衞生部 

放射衞生部是政府在輻射安全及防護事務上的顧問，並就核事故、放射性物質和放射

性廢物管理， 以及輻射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等範疇，向政府提供意見，以保護公眾健康。

該部是輻射管理局的行政機關，管制放射性物質及輻照儀器的進口、出口、管有和使

用，並通過牌照管制和巡查，保障從業員和公眾健康。該部也為放射工作從業員提供

輻射劑量監測和體檢服務，並為放射計量實驗所提供放射計量參照儀器精確校準服

務。 

放射衞生部在二零一一年評估並處理 11 480 個牌照和許可證，並為 10 553 名放射工

作從業員提供監測服務。這些放射工作從業員的平均職業輻照量為 0.12 毫西弗，而法

定輻照年劑量限值則為 20 毫西弗。 

放射衞生部在二零一一年參與廣東  / 嶺澳核電站事故場外應急事宜粵港合作二零一零

年度週年總結會議。 

  



 

                                                                                                 
衞生署年報 2011/12                                                                                 48 

 

專科服務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旨在透過綜合專業隊伍的模式，協助有發展障礙及行為問題的

兒童康復。該服務在九龍及新界地區共設有六間中心，為 12 歲以下的兒童進行評估。 

由兒科醫生、公共健康護士、臨床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聽力學家及視光師組成的專科人員隊伍﹕ 

 為有發展問題的兒童提供全面的體能、心理及社交能力的評估；  

 在發展診斷後制定康復計劃； 

 在有需要時協助安排適當的學前及在學訓練、糾正及特殊教育編班；及 

 透過輔導、講座和互助小組為家長及兒童提供短期協助。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將堅守其理想、使命及信念，努力接觸更多家長及康復服務領

域的工作人員，從而提高公眾的認識及服務的水平，為有發展困難的兒童謀取福祉。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在二零一一年內共處理了 8 476 宗新症，所提供的評估服務共

有 68 498 節。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繼續與相關的服務提供者簡化評估及安排服務的協調工作(包括

診所及社區環境所提供的短期協助)，和加強公眾及專業教育活動。 

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舉辦了「良方妙法說故事促進孩童語言能

力研討會」，目的是推動以說故事的方式來改善孩童的口語理解及表達能力。該服務

的言語治療師出版了兩本分別名為《良方妙法說故事》及《帽子掉了》的小册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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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討會分發給參加者，深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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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出版了九種常見兒童發展問題的資料單張，其中一個系列是為專業教育及資訊而

設，另一系列則向公眾人士提供資料。供大眾參閱的資料單張已上載兒童體能智力測

驗服務的網站。 

醫學遺傳科 

醫學遺傳科提供全港性的遺傳病服務，包括遺傳病的診斷、輔導及預防。該科由遺傳

輔導組及遺傳篩選組所組成。 

遺傳輔導組就逾千種遺傳病提供診斷，又在遺傳學化驗所的支援下進行細胞遺傳學、

生化遺傳學及分子遺傳學的化驗。化驗個案中以染色體分析和分子遺傳學化驗居多，

普遍的轉介原因包括﹕多發性先天異常、慣性流產、唐氏綜合症、智障、性紊亂及各

種單基因遺傳病。遺傳輔導組亦為求診家庭提供有關遺傳病的臨床輔導。遺傳輔導組

在二零一一年為求診家庭提供了 3 926 次輔導。 

遺傳篩選組為新生嬰兒推行兩項篩選計劃，分別是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缺乏症及先

天性甲狀腺功能不足症的篩選計劃。整體而言，在二零一一年有 51.5%的新生嬰兒接

受該組的篩選服務，包括差不多所有在公立醫療機構出生的嬰兒和 6.3%在私家醫院出

生的嬰兒。其餘 93.7%在私家醫院出生的嬰兒，則接受有關醫院提供的篩選服務。在

二零一一年，4.2% 男嬰及 0.5%女嬰發現患有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缺乏症。先天性

甲狀腺功能不足症的發病率，則為每 1 280 人中有一名患者。 

醫學遺傳科年內亦透過講座、傳媒訪問及發表學術報告等方式，加強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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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科 

法醫科為政府部門提供法醫病理和臨床法醫學服務，包括替性罪行的受害人或疑犯作

法醫學檢查，以及就個案提供法醫學的專家意見。該科與香港警務處緊密合作，就刑

事及其他類型案件中涉及法醫學的事宜提供專業意見，包括到達案發現場檢查屍體及

協助罪案現場的調查工作。 

法醫科亦負責公眾殮房的運作及管理事宜，包括按《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504 章)規

訂下呈報的死亡個案，就死者遺體辦理接收、臨時貯藏、辨認、檢查及發放。法醫科

醫生亦會按死因裁判官的命令，替死者遺體進行法醫學屍體剖驗及必要的化驗，並向

死因裁判官及警方報告死因。公眾殮房設有實驗室提供病理組織學化驗。 

法醫科在二零一一年進行了約 7 360宗驗屍、820宗臨床法醫學檢驗及 23 540項化驗。 

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 

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旨在提供具質素保證的個人健康服務，並支援和推動衞生署及基

層醫護服務的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工作。 

該服務單位設行政組及五個診所，包括家庭醫學深造培訓中心、香港公務員診所、九

龍公務員診所、柴灣公務員診所及新界公務員診所。服務對象包括現任與退休公務員

及其家屬，以及轉介到家庭醫學深造培訓中心就診的病人。 

於二零一一年，除提供醫療服務外，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開辦了 74 次基本生命支援技

術訓練課程，共培訓了 577 位員工，及舉辦三項延續醫學教育活動予 263 位員工參與。 

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自二零零四年加入國際醫療認證機構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與世界各地的專家保持聯繫，致力推動高質素及安全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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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服務。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經常舉辦不同的健康教育活動及透過大眾傳播令公眾

了解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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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服務 

在一九九五年成立的學生健康服務設有 12間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及三間健康評估中心，

為全港中、小學生服務。 

該服務旨在透過全面的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健康計劃，保障學童生理和心理的健康，

確保他們能夠在教育體系中得到最大的裨益及充分發揮個別的潛能。參加此服務的學

生每年會獲安排前往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一系列的健康服務。這些服務是配合學生

在各個成長階段的健康需要而設計，其中包括體格檢驗、與生長、營養、血壓、視覺、

聽覺、脊柱彎曲、心理健康及行為等有關的普查，以及個別輔導和健康教育。經檢查

發現有健康問題的學生會被轉介至健康評估中心或專科診所作詳細的評估及跟進。 

在二零一零/一一學年，該學年共有 690 729 名來自 1 181 間中、小學的學生參加，學

生和學校的參與率分別為 89.0%及 97.8%。接受服務的學生當中，常見的健康問題包

括視力問題(如近視、遠視)、生長問題(如肥胖、過瘦、身材矮小)、脊柱側彎、心理社

交健康問題及包莖問題(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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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 二零一零/ 一一學年學生健康服務測試出的健康問題 

 

註 ﹕每位學生可歸類於一種或多於一種健康問題。 

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於二零零一/零二學年推出，旨在促進青少年的心理社交健康。此

計劃由醫生、護士、社工、臨牀心理學家及營養師等不同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外展隊伍，

以活動教學形式在中學提供服務。基本生活技巧課程對象為中一至中三學生，而專題

探討的內容廣泛，對象包括中一至中七學生、老師及家長，自推出以來獲得他們良好

的反應和支持。自從二零零四/零五學年，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的職員開始和非政府機

構組織的社工導師共同在課室帶領基本生活技巧課程。 

在二零一零/一一學年，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為 324 所中學，超過 90 920 名學生及 1 950

名教師和家長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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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負責衞生防護中心的總體傳染病和非傳染病預防及控制工作，以及

監督以下的功能分處：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 

 感染控制處 

 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  

 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 

 公共衞生服務處 

 監測及流行病學處 

衞生防護中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成立，是衞生署轄下新設立的公共衞生防護架構。

中心的使命是與本地及國際的衞生機構合作，務求在香港有效地預防及控制疾病。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負責促使衞生防護中心作好準備，應付及處理公共衞生危機，制訂

風險傳達策略，以及統籌制訂衞生防護中心的目標和策略。緊急應變及資訊處與衞生

署其他服務單位和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緊密合作，制訂和檢討應變計劃，以應付香港

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傳染病爆發。例如，緊急應變及資訊處汲取於二零零九年應對 H1N1

流感的經驗和全球最新的發展，以持續更新「政府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 

緊急應變及資訊處亦與專業協會(例如醫生、護士、藥劑師協會)及非政府機構合作以增

加緩衝人手，使在緊急事故時，協助動員志願人士。為加強緊急應變中心作為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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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公共衞生緊急事故時的神經中樞功能，緊急應變及資訊處會繼續替中心配備最

先進的通訊設施，以便發放適時資訊和數據，和為有關人員提供所需的訓練。 

54 

作為應急準備工作的一部分，緊急應變及資訊處策劃及統籌定期演練，以確保各相關

單位在重大公共衞生緊急事故發生時熟知既定的程序，並能履行職責及任務。緊急應

變及資訊處聯同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在深圳灣口岸舉行一項

代號為「碧玉」的跨境公共衞生緊急應變演習，以加強雙方在處理公共衛生事故的溝

通和協調能力。演習測試了兩地處理於大運會期間出現傳染病事故的應變能力。約有

130 名來自香港和深圳各個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的人員參與演習，另約有 200 名內地

和澳門專家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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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處 
 

感染控制處的重點工作是培養感染控制文化，務求減少在本港出現流行性傳染

病，以及防止院舍爆發疫症。感染控制處負責制定、頒布和評估醫院及社區院

舍的感染控制指引；為醫護人員及院舍員工舉辦感染控制培訓；向醫護專業人

員、院舍及公眾提供感染控制建議；支援醫院及其他院舍內傳染病爆發的流行

病學調查，以及進行感染風險監測及醫護環境感染監察。  

 

自二零零四年成立衞生防護中心以來，感染控制處一直在本港的感染控制工作

方面擔當關鍵角色。並與其主要持份者緊密合作，採取全面的方式，計劃和推

行感染控制項目，以應付新發傳染病不斷演變的挑戰。  

 

感染控制處與中央健康教育組合作，就安全使用抗生素，推出一系列全新的全

港性宣傳活動，由二零一一年三月底至五月，通過不同渠道進行宣傳。感染控

制處亦繼續積極推廣手部衞生。手部衞生關注日喚起大家對世界衞生組織提出

的潔手五個時刻的注意，藉以控制多重耐藥性細菌。  

 

感染控制處在二零一一年制定、更新和發布了多份感染控制指引，包括：  

· 製作《香港腎科服務感染控制指引》第二版，並相應擬備該指引的中文版；  

· 修訂了在二零零四年初次出版的《殘疾人士院舍預防傳染病指引》；  

· 修訂了《控制病菌感染方法指引 (適用於診所運作環境 )》；  

· 制定有關針灸的感染控制指引；及  

· 修訂了《學校  /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  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  

 

為減輕醫護環境感染的負擔，感染控制處繼續與醫管局合作，通過改善監測 (手

術部位感染監測、主要表現指標、質素表現指標、流行率調查 )，更快檢測和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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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公立醫院新發或再現的傳染病，從而加強對新發傳染病的應變準備。  

 

56 

感染控制處也進行了多項質素改善計劃及研究，務求在公立醫院及社區控制多

重耐藥性細菌。  

 

為加強安老院舍的感染控制措施，以及了解現時安老院舍員工和院友的傳染病

負擔，感染控制處自二零一一年一月起，推行為期兩年的安老院舍感染控制導

航試驗計劃。該計劃包括外展探訪，為安老院舍提供以實證為本並切合需要的

感染控制建議及培訓；向安老院舍員工和院友進行防疫注射推廣計劃；設立感

染控制熱線；以及製作不同的宣傳物品。共有 32 間荃灣及葵青區的安老院舍參

加計劃。   

 

感染控制處亦為公營和私營機構醫護人員、醫護相關人員、政府部門及社區，

定期和適時舉辦感染控制培訓課程。該處亦不時為機構  /  社區  /  政府部門度身訂

造感染控制培訓課程。在二零一一年，感染控制處共舉辦了 80 項培訓活動，參

加者超過 7 800 人次。  

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 

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包括項目管理部、行政支援部及疫苗計劃辦事處三個分部  /  辦

事處。該處負責協調衞生防護中心的各個科學委員會及提供秘書處支援，聯繫國際及

地區衞生防護機構並促進各項合作活動，統籌研究項目及醫護人員的專業培訓活動，

並為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該處亦負責策劃、執行及評估政府的疫

苗注射計劃及資助計劃。 

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為衞生防護中心的科學顧問架構提供行政支援。該科學顧問架

構是一個三層架構系統，此架構的成立以中央科學顧問委員會為首，其下成立多個由

不同範疇的專家所組成的科學委員會。委員會轄下有針對有關公共衞生的課題而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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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衞生防護項目和工作小組提供支援。 

57 

此科學顧問架構為委員會成員提供平台，定期會面以討論相關議題和交換專業意見，

從而制訂加強本港衞生防護系統的有效策略。在二零一一年，科學委員會共召開了 18

次會議，並討論了 31 份科學文件。同時，就多項公共衞生議題進行討論及提出 15 項

建議。 

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是一個與國際性及地區性衞生機關聯繫的樞紐，促進各項合作

活動。衞生防護中心亦是國家公共衞生機構國際協會的創會成員。除國際機構外，項

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亦與內地各省市建立網絡，以促進香港與內地各省市的專業人員

互訪交流。整體而言，在二零一一年，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共接待了 151 名訪客進

行 17 項探訪活動。 

政府於二零一一年成立醫療衞生研究基金，把過往的衞生及醫護研究基金及控制傳染

病研究基金合併及納入在食物及衞生局範疇下的新基金內，並擴大資助範圍以支持先

進醫療衞生研究。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負責統籌衞生防護中心所委託的研究，協助

呈交該基金的評審撥款委員會，並監察研究工作的進度。在二零一一年，有兩項由衞

生防護中心委託的研究申請獲批准資助。 

為建立醫護人員專業才能，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與不同的夥伴協辦各種培訓計劃及

研討會，內容包括現時衞生署處理疾病爆發之守則、基本生命支援術訓練等等。在二

零一一年，該處一共舉辦及協辦了七項培訓活動，共有 178 名參加者，當中主要為醫

護人員。 

愛滋病信託基金根據《財政司司長法團條例》(第 1015 章)所訂的信託聲明書於一九九

三年四月三十日成立，基金由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管理。初期資金為 3.5 億港元。

該基金的目的是為一九八五年八月之前在香港因輸注受污染血液或血液製品而感染愛

滋病病毒的血友病患者及其他人士發放特惠補償金、向那些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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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和支援服務的計劃給予資助、以及促進和推行愛滋病教育。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

處為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在二零一一年，該基金下共有 21 項計劃  /  項目持續進行，

並處理了 26 宗新的資助申請，其中 13 宗是醫療和支援服務的申請，當中七宗申請已

獲批准；另外 13 宗是宣傳和公眾教育的申請，當中九宗新的資助申請已獲批准。委員

會亦接獲及批准 29 宗新增特惠補助金的申請。 

58 

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轄下的疫苗計劃辦事處負責策劃及執行政府防疫注射計劃。政

府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把此計劃擴展，新增的合資格人士包括年齡五十至六十四歲的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人士，以及肥胖（體重指數 30 或以上）並領取綜援的

人士。於二零一一/一二年度，大約 239 000 位高危人士獲免費注射流感疫苗。同時，

有大約 15 000 位合資格長者獲免費接種肺炎球菌疫苗。 

為降低兒童及長者因季節性流感及肺炎球菌而導致住院的機會，政府繼續於二零一一/

一二年度推行兒童流感疫苗資助計劃及長者疫苗資助計劃。該兩項計劃是透過私家醫

生推行。疫苗計劃辦事處負責該兩項計劃的策劃、執行及行政工作。 

在兒童流感疫苗資助計劃下，年齡介乎六個月至未滿六歲的兒童，在參與計劃的私家

醫生診所接種流感疫苗可獲政府每劑疫苗 80 元的資助。而在長者疫苗資助計劃下，六

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在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接種流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可分

別獲政府每劑疫苗 130 元及 190 元的資助。 

於二零一一/一二年度，近 1 600 位私家醫生 / 1 900 間診所登記參與該兩項計劃並提

供疫苗接種資助服務。在兒童流感疫苗資助計劃下，約有 43 700 兒童接種了近 53 500

劑受資助流感疫苗。在長者疫苗資助計劃下，長者分別接種了近 120 900 劑及 13 600

劑受資助的流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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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  

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為公私營醫療界別提供高素質的臨床診斷及

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藉此履行病人診治和公共衞生的職能。 

該處有五個功能分部，包括化學病理及血液部、組織病理及細胞部、微生物部、初生

嬰兒普檢部及病毒部。它們全集中於石硤尾的公共衞生檢測中心及沙田瀝源的臨床病

理化驗中心。 

公共衞生檢測中心是一所提供專科檢測的實驗室，範疇包括臨床及公共衞生微生物學、

病毒學、組織病理學及細胞學、及初生嬰兒普檢。臨床病理化驗中心提供化學病理學

及血液學化驗服務。 

化學病理及血液部集中為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轄下的診所  /  健康中心  /  醫院及香港其

他醫療機構提供化學病理及血液學化驗服務。該部亦提供產前，長者及婦女等健康檢

測化驗服務。 

組織病理及細胞部進行組織病理化驗，以及子宮頸和非婦科細胞樣本的細胞化驗。 

微生物部為香港的診所、醫院及其他健康護理機構提供公共衞生及臨床診斷微生物檢

驗服務。該部處理病人樣本及監察樣本，以診斷及篩檢傳染病。透過定期收集實驗室

的流行病學數據，以及為傳染病爆發提供適時的實驗室檢測服務，本部為衞生防護中

心的疾病監察、預防及控制職能提供支援。該部獲世界衞生組織指定為跨國結核參比

實驗室。 

初生嬰兒普檢部為本港初生嬰兒提供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不足及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

缺乏症普檢的化驗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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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部是一個專科部門，負責診斷和監察各類病毒、衣原體和立克次體感染，並獲世

界衞生組織指定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家流感中心、國家脊髓灰質炎病毒實驗室和國

家麻疹病毒實驗室。病毒部亦是世界衞生組織指定的西太平洋地區區域麻疹病毒參比

實驗室，及全球 H5 甲型流感和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參比實驗室。該部處理來自公

營和私營機構的臨床及監察樣本，進行感染檢測，以及免疫狀況監察。病毒部並定期

蒐集基線的流行病學數據，及為傳染病爆發調查工作提供快捷的化驗診斷服務，以支

援衞生防護中心於監察、預防和控制疾病工作上的職能。 

公共衞生服務處 

公共衞生服務處旨在加強預防及控制結核病，愛滋病病毒感染及可經性接觸傳染的疾

病，並提供臨床專科服務。 

社會衞生科 

社會衞生科負責預防和控制可經性接觸傳染的疾病(性病)，同時亦設有治理皮膚病包括

麻風病的皮膚科診所。 

在控制性病方面，社會衞生科診所接受不經預約即時求診的病人，並為合資格人士提

供免費治療及輔導服務，務求盡量方便患者就診。衞生輔導組人員負責追查曾與性病

病人接觸的人士，提供健康教育及外展活動，以防止性病蔓延。除門診服務外，在伊

利沙伯醫院設有八張病床，並於其他公立醫院設有少量病床，為性病和皮膚病病人提

供治療。 

1在二零一一年，社會衞生科診所 共有 150 703 就診總人次及 22 771 新症人次。在二

零一一年的新症當中，最常見的性病是非淋菌尿道炎、非特異性生殖道感染、生殖器

                                                           
1
 部份社會衞生科診所亦提供皮膚科門診服務，以上到診人次數字不只限於性病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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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淋病、梅毒及生殖器疱疹(圖 15)。 

61 

圖 15 : 二零一一年社會衞生科診所新症常見的性病類別 

 
註：每位新症病人可歸類於一種或多於一種疾病類別。 

皮膚科診所為經轉介的皮膚病病人提供專科門診護理服務。診所設有新式的光療和激

光治療儀器。常見的皮膚病有濕疹、疣、癬、粉刺和牛皮癬。在二零一一年，皮膚科

診所共錄得 20 361 新症人次及 175 993 到診總人次。 

特別預防計劃 

特別預防計劃負責愛滋病病毒感染  / 愛滋病的預防、監測和臨床治理，以及病毒性肝

炎的預防。該計劃的四個主要活動範疇包括臨床項目、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預防及健康

推廣、策略擬定，以及研究和流行病學項目。 

特別預防計劃的臨床項目專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 愛滋病患者提供服務。該服務包括

愛滋熱線、愛滋病輔導及測試、臨床診治、護理和心理社交支援。其他臨床活動，包

括針刺意外的治理及皮膚科與性病診治。愛滋病治療服務主要由位於九龍灣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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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治療中心提供。在二零一一年，特別預防計劃的就診總人次達 20 869 人次，較

二零一零年的 20 659 人次多 1.0%。 

62 

愛滋病的預防及健康推廣項目主要透過紅絲帶中心在社區推行預防愛滋病的工作。該

中心的使命是「加強社會力量 引發迴響 正視愛滋病」。除了直接策劃和推行活動外，

特別預防計劃亦與社區機構合作，推展多項活動，例如「紅絲帶動力」愛滋病教育資

助計劃及獅子會紅絲帶學人計劃。為了針對高危行為，紅絲帶中心亦舉辦了安全套推

廣活動和吸毒者外展項目。此外，特別預防計劃亦有支援兩項進行中的大型愛滋病病

毒抗體自願測試計劃，它們分別是產前愛滋病病毒抗體普及測試和對美沙酮診所吸毒

康復者作出的普及測試。 

為響應二零一一年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紅絲帶中心以「大同世界、向零進發」為主

題，舉辦了一系列的宣傳項目，以增加市民對愛滋病的認識、支持及接納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此外，為響應國際愛滋病運動「Red」，十二月一日當晚首次將尖沙咀鐘樓和

香港演藝學院外牆打上紅光，以喚起市民對愛滋病的關注。 

 

 

 

鑑於近年男男性接觸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數字有上升趨勢，紅絲帶中心推出手機應用

程式「1069 試戴樂」，方便用家搜尋提供免費愛滋病病毒測試或免費發放安全套的地

點。 

紅絲帶中心是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為與內地愛滋病項目的銜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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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性和國際性合作發展提供框架。由國際獅子總會港澳 303 區贊助的獅子會紅絲帶

學人計劃，旨在支援內地專業人員到香港進行有關控制愛滋病病毒感染  / 愛滋病的專

業培訓或研究活動。在二零一一年，四位人員已透過此計劃接受培訓。 

63 

在政策擬定方面，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為本港愛滋病的整體防治計劃提供建議，而特別

預防計劃則為顧問局提供秘書處服務及運作支援。 

特別預防計劃的研究及流行病學項目包括管理愛滋病病毒感染 / 愛滋病自願呈報系統、

統籌高危社群人士愛滋病病毒抗體普遍率監測系統、推行行為調查、支援性病及愛滋

病基因監測項目，管理一系列登記冊及跟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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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肺科 

衞生署胸肺科就預防及控制結核病方面擔任重要角色。胸肺科的主要工作包括監測結

核病及找出未被發現的結核病個案、提供直接督導下的藥物治療、為新生嬰兒及 15 歲

以下兒童提供的卡介苗防疫注射計劃，以及進行健康教育和醫學研究。 

 

  

胸肺科在全港設有胸肺科診所，為結核病及各類胸肺病症的患者提供門診服務。除胸

肺科診所外，胸肺科還設有肺塵埃沉着病診所，為肺塵埃沉着病病人作出工傷評估，

以及提供其他醫護服務。 

胸肺科診所在二零一一年共錄得 731 449 就診總人次。常見的新症類別包括有急性 / 慢

性支氣管炎 (12.5%)、活躍肺結核病 (11.3%)、肺炎 (6.7%)、非活躍結核病 (6.2%)、急

性呼吸系統感染(4.9%)、其他類型的活躍結核病(3.5%)，以及氣管和支氣管惡性腫瘤

(1.4%) (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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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 二零一一年胸肺科診所常見新症類別 

 

註：每位新症病人可歸類於一種或多於一種疾病類別。 

接受卡介苗注射的新生嬰兒比率自一九八零年以來一直維持在 98%以上。嬰幼兒童患

擴散性結核病的病例，現已相當罕見。 

監測及流行病學處 

監測及流行病學處負責就傳染病及非傳染病的監測、預防及控制，制定策略並推行有

關措施。 

傳染病部 

傳染病部管理傳染病綜合通報網絡、就疫症爆發進行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及推行適

當的控制措施和提供健康指引，以遏止疫症蔓延。該部亦收集、整理、分析及發放傳

染病監測數據、設立中央傳染病資訊系統及定期編製報告、發展及協調珠江三角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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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監測系統，以及發展對公共衞生有重要影響的傳染病監測上發展專業知識。 

66 

該部的定點監測系統在多個地點監察傳染病的最新情況。私家醫生和普通科門診醫生

定期呈報有關流行性感冒病類、手足口病、急性結膜炎及急性腸道傳染病的求診數字。

中醫師亦會呈報有關疑似流感和急性腸道傳染病的求診人數。系统同時監察幼兒中

心  / 幼稚園兒童及安老院舍院友的早期病徵如發燒、腹瀉及嘔吐等情況。藉著這些寶

貴數據，該部能掌握傳染病在社區的流行情況和趨勢，作實時監測、迅速反應，以及

準確和適時通報風險，從而採取適當的預防及控制措施。 

中央呈報辦公室集中處理傳染病及中毒個案呈報，和監察本港有關傳染病的信息。中

央呈報辦公室由多方面收集呈報，例如醫生、實驗室及院舍，並即時將信息分發給相

關單位作調查。「網上中央呈報辦公室」提供一個安全的電子平台讓醫生呈報個案和

疾病爆發。中央呈報辦公室亦和醫院管理局研發了一個電子呈報介面，以方便公共醫

療系統內的個案呈報。 

廣東、香港及澳門已建立了定期通報傳染病監測信息機制，同時亦設立了緊急通報機

制。三地亦定期舉辦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以加強對重點傳染病的信息交流、

共同部署防控措施和應對準備，以及促進區域間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應急工作。第十

次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至十二日於香港舉行。 

傳染病資訊系統是就有效監控香港傳染病而訂定的資訊科技策略。系統組件的開發及

整合工作將分階段進行。該系統將會負責分析從多個渠道收集到的傳染病資料，與醫

院管理局等合作伙伴的資訊傳輸亦將更快捷。 

該部同時為四個科學委員會提供專業支援，包括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腸

道傳染及食物傳播疾病科學委員會、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及傳病媒介疾病科學

委員會。另外，該部亦為確認全港消滅脊髓灰質炎野株病毒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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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染病部 

非傳染病部負責監測及控制對香港市民有重要影響的非傳染病，包括就預防癌症、促

進健康飲食及體能活動、減少酒精相關危害，及男士健康等制訂策略。 

防控非傳染病督導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成立，目的在於研討並檢視防控非傳染病方面

的策略和路線圖。督導委員會轄下的飲食及體能活動工作小組於二零零八年成立，以

應付由不健康飲食習慣、缺乏體能活動和肥胖所導致的迫切問題，並於二零一零年出

版了《香港促進健康飲食及體能活動參與的行動計劃書》；而飲酒與健康工作小組則

於二零零九年成立，就減少本地酒精相關危害方面制訂優先工作範疇，並於二零一一

年出版《香港減少酒精相關危害行動計劃書》。損傷工作小組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

成立，工作小組成員來自社會團體、學術界、醫療衞生專業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及公

眾人士，亦有來自其他政府部門的代表。工作小組將就有關預防損傷的健康促進工作

訂立優先範疇，在預防損傷的行動方案中，就開展、落實計劃及評估成效方面提出建

議。 

該部與其他醫療服務提供機構合作，於二零零四年開展了全港性的子宮頸普查計劃。

子宮頸癌是本港常見的婦女癌症之一，子宮頸普查計劃透過宣傳及教育活動提高公眾

對預防子宮頸癌的認識，並招募婦女參與子宮頸普查，從而長遠減低此癌症的發病及

死亡率。子宮頸普查計劃的網站為公眾及醫療專業人士提供有關子宮頸普查的資訊。

而子宮頸普查資訊系統乃一中央資料庫，儲存參加該計劃的婦女、服務提供機構及化

驗所的資料。 

於二零零二年推行的男士健康計劃繼續擔當策略性的角色去推廣健康，從不同的層面

來綜合處理男士健康的問題，包括疾病、生活模式、社交影響、高危及保健行為，而

最終目的是改善香港成年男士的身心和社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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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染病部亦成立了行為風險因素監測系統，透過定期的電話調查來收集香港成年人

口各種與健康有關的行為資料。這些資料有助監測健康風險因素的趨勢，以便策劃、

推行和評估各種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的計劃。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設立的「香港健康寶庫」網站繼續以多元化的內容，實踐促進公眾

健康為目標。公眾人士能透過「香港健康寶庫」網頁獲得統計數據。 

此外，非傳染病部亦負責管理公共衞生資訊系統之日常運作，公共衞生資訊系統目的

在於提高搜集、分析和發布健康資訊的能力，從而為健康事務和政策的決定、資源分

配，以至健康服務的計劃、實施及評估，提供實證支持。 

毒物安全監察組於二零零七年成立。其工作包括加強流行病學監測的能力，以識別社

區的中毒風險、有關物質、情況和所涉及的人口，並提高調查中毒事故的能力，以便

及早推行控制措施。 

中央健康教育組 

中央健康教育組透過於衞生署內外推廣以知識為本、需求為導、饒具效益的健康促進

活動，以擴展其促進健康的角色及職能。該組透過跨專業的團隊，引領各健康促進伙

伴，也為他們提供資料性支援及資源。該組的工作重點包括傳染病預防、健康飲食、

體能活動及器官捐贈的推廣。 

為增進公眾的知識，影響他們的態度，並維持公眾對減低健康風險的動力，該組採取

主動的手法並運用社會市場學的策略，教育並影響公眾作出改善健康的選擇。透過定

期安排傳媒訪問，向公眾傳達最新健康資訊，並就猩紅熱、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感染、

日本腦炎等本地重要的健康課題，向公眾及各持份者發放最新健康訊息。 

為對付肥胖問題，中央健康教育組與各政府部門及機構緊密合作，推出一系列推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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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飲食的運動。踏入第六個學年的「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運用全面性的策略如建

立伙伴、宣傳鼓勵、教育及創造支援環境等，展開多種項目及活動，協助兒童建立健

康飲食習慣。至於踏入第四年的「有『營』食肆」運動，則透過與飲食業界及各持份

者建立緊密的合作，協助食肆為顧客提供健康的選擇，幫助市民在出外用膳時能夠貫

徹健康飲食的原則。此外，中央健康教育組繼續於三十間學前機構進行先導計劃及在

十九個工作場所開展「健康在職先導計劃」，推動健康飲食及體能活動。 

69 

提高市民的健康意識，特別是關注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是我們實施全民措施，作好

應急準備和有效控制疾病爆發事故的其中一環。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間，衞生署

與一個非政府組織合辦了一個為期十個月的社區健康推廣計劃，向六類主要少數族裔

人士（包括菲律賓籍、印度籍、印尼籍、尼泊爾籍、巴基斯坦籍和泰籍）推廣預防傳

染病的健康資訊。中央健康教育組亦製作了多種語言的健康教育教材，以提高少數族

裔人士預防傳染病和採取相關衞生措施的意識。 

該組繼續參與推廣器官捐贈的工作。為了感謝器官捐贈者及其家人和鼓勵更多市民加

入捐贈器官的行列，位於九龍公園以器官捐贈為主題的｢生命愛｣花園於二零一一年十

一月十二日正式開幕。另外，該組亦成立器官捐贈專題臉書(Facebook)，希望透過這

媒體促進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認識和支持器官捐贈。 

該組更充分發揮其製作健康教材的長處，於年內製作了多項視聽與印刷教材，如視像

光碟、電腦光碟、展板、海報及單張等。在製作過程中又與不同專業團體及非政府組

織合作，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 

在人才培訓方面，該組為衞生署內外的健康促進人員舉辦了各式培訓課程，涵蓋不同

的主題，包括「健康推廣入門」及「健康飲食的營養培訓」，參與的健康促進人員逾

千。 

該組進行多項研究，以評估現行計劃的效益及探索健康推廣的新方向，如少數族裔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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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傳染病項目評估，以及幼營喜動校園先導計劃評估等。 

70 

同時，該組為風險傳達顧問小組提供秘書工作。顧問小組成員包括來自不同界別的專

家，為衞生防護中心制定風險傳達策略和行動方案提供意見。《衞生防護中心通訊》

定期出版，讓我們的伙伴更能掌握中心的動態。 

中央健康教育組在未來數年的策略性方向如下： 

 發展、監察及檢討本港的健康促進策略； 

 在跨健康促進社群當中統籌及加強行動的凝聚力； 

 建立、蒐集及發放健康促進優質方法實證；  

 交流及宣傳健康促進活動；及 

 推動社會人士參與各個範疇的健康促進活動。 

社區聯絡部 

社區聯絡部負責地區的健康促進及聯繫區議會，作為衞生署內各部門和社區間的橋樑，

促進資訊交流，並就有關衞生署及公共衞生事宜作為社區的聯絡點。社區聯絡部通過

參與區議會及其轄下有關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推廣衞生署的政策，並就公共衞生事

宜提供意見。涵蓋廣泛的健康議題，例如傳染病及非傳染病的防控、健康促進活動、

衞生署提供的健康服務及有關公共衞生的規管工作等。 

社區聯絡部與不同的社區團體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共同在社區推廣健康。並透過參與

各健康城市委員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支持及推動健康城市活動。亦與健

康城市計劃及非政府機構共同舉辦社區健康推廣活動。 

另外，該部舉辦健康促進交流會，以提供一個平台讓社區健康促進伙伴及醫護人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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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推行健康促進的經驗及良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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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聯絡部定期出版《社區健康伙伴通訊》並派發予社區健康促進伙伴，向社區人士

傳遞有關本港的主要健康訊息，以便社區領導者透過他們的網絡將最新的資訊傳達到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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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 

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負責有關促進市民口腔健康的服務，透過宣傳和教育活動，從

而提高公眾對口腔衞生及健康的關注，並協助市民適當使用口腔醫護服務。 

牙科服務通過以下服務  / 單位為市民提供多項的口腔健康促進、預防、和牙科醫療服

務： 

 口腔健康教育組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政府牙科診所 

 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  

牙科服務又與水務署合作，定期監察食水的含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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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教育組 

口腔健康教育組透過製作口腔健康教育資料、舉辦宣傳活動，以及與非政府機構和專

業團體合辦推廣計劃，以促進市民的口腔健康。該組每年都推行全港愛牙運動，幫助

市民建立正確的口腔健康習慣，亦設有口腔健康教育網站和 24 小時口腔健康教育熱線，

以方便公眾獲取口腔健康資訊。 

除支援其他健康服務單位外，該組亦一直推行以幼稚園兒童、小學生、中學生和輕、

中度智障學童為對象的口腔健康促進活動。口腔健康教育組繼續以基層護理模式，加

強促進口腔健康的工作，並透過「陽光笑容流動教室」，為全港小學生提供更廣泛的

口腔健康教育外展活動。 

口腔健康教育組於二零一一年製作了約 95 項口腔健康教育的新教材。而各項計劃及活

動的參與人次則錄得 12.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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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是透過其轄下的八間學童牙科診所，向小學生推廣口腔衞生和提供

基本及預防牙患的護理服務。服務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牙科治療師提供，並在牙科醫生

指導下執行。該服務亦設有 24 小時互動式話音回應服務系統和網站，為公眾提供有關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和口腔健康護理的資訊。 

在二零一零/一一學年，共有 314 701 名來自 616 間學校的小學生參加學童牙科保健服

務，佔全港小學生總人數的 95.1%。在二零一零/一一學年內，共 84.4% 於該學年就

診的學生的牙齒健康屬良好狀況。 

政府牙科診所 

牙科服務亦透過 38 間政府牙科診所為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牙科治療服務，以履行政府

對僱員的合約責任，而其中 11 間診所亦在指定牙科街症時段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

治療服務，包括處方藥物止痛、拔牙、處理急性牙患，也會按個別病人的需要向他們

提供專業意見。 

在二零一一年，公務員及其家屬有 603 059 就診人次，公眾人士則有 95 823 就診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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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 

此外，牙科服務還為公立醫院住院病人和懲教機構的犯人  / 被羈留者提供牙科診治服

務。設於七間公立醫院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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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專科服務按醫院管理局

或私家醫生轉介的形式提供。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會根據病人的病況性質和緩急來

處理診症約期，如有急切需要例如涉及牙齒創傷，病人會即時安排接受診症和治療。 

在二零一一年，共有 10 130 名需要特殊口腔護理的病人曾於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接

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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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員培訓及職員關係

培訓及發展

一直以來，衞生署十分重視人力資源，並致力使員工得到適當的培訓和發展，使其能

盡展所長，實踐部門的使命。培訓範圍包括專業知識、高層領導發展、管理技巧、語

文及傳意和顧客服務技巧。 

專業培訓是其中一個重點項目，為使員工能夠提供優質公共醫療服務。在二零一一年，

衞生署安排了員工共 176 人次在外地實習及參加培訓課程，而由署方贊助在本港受訓的人

員則有 1 903 人次。除了邀請海外和本地的專家主持講座及研討會外，衞生署亦聘用了一

間本地大學為本署員工提供一個公共衞生基礎課程以及一系列專業持續發展研討會，讓本

署員工有機會學習各門公共衞生專題的最新知識。由衞生署舉辦的外判課程，受惠員工

超過 1 713 人次。 

衞生署一直致力提供優質顧客為本的服務。自二零零五年起，處理投訴的工作從總部集

中跟進推及至個別服務單位直接處理。在二零一一年，本署再次舉辦一個以個案研習形

式進行的顧客為本服務工作坊，以加強本署的優質服務文化。 

衞生署繼續獲香港醫務委員會委任為普通科醫生延續醫學教育計劃認可的課程提供及

執行機構。衞生署亦繼續獲牙醫管理委員會委任為牙科醫生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課程提

供及執行機構。上述兩項計劃均為鼓勵執業醫生和牙醫持續進修而設，並有助提升他們

的專業才能與水準。 

此外，本署員工共有 2 517 人次參加由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培訓處主辦的課程。網上學習

方面，本署共有 69 位員工於二零一一年內完成了由「公務員易學網」所提供的網上學習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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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至卓越成效，衞生署將努力不懈，建立培訓和發展的優良典範，務求不斷優化員工的

專業水平及服務質素。 

職員關係 

衞生署十分重視管職雙方保持有效的溝通，並提供多個協商渠道。除了部門協商委員會

及五個職系協商委員會每季舉行會議外，署方亦會在有需要時召開特別會議及舉辦簡報

會。署方又鼓勵員工就改善服務質素方面提出建議。為了協助員工處理工作壓力及個人

問題所引致的緊張和焦慮，署方委託了專業機構提供僱員輔導熱線服務。此外，職員關

係及補助事務組和職員聯誼會在年內亦舉辦了多項體育及康樂活動，包括各類球賽、參

觀活動、旅行、興趣班、職員聯誼會周年聚餐及家庭同樂日等，藉以加強部門內部的凝

聚力及團隊精神。衞生署熱心支持慈善團體的籌款活動。衞生署義工隊亦積極推動署內

的義工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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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國際聯繫

衞生署透過定期通訊、互訪及參加外地會議，與國際間的衞生當局保持密切聯繫:

衞生署署長在三月份以臨時顧問身分出席在韓國首爾舉行的 Regional High-level 

Meeting on Scaling Up Multisectoral Actions for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衞生署署長在五月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40th Anniversary 2011 Symposium。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在五月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員身分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的第 64 屆世界衞生大會。 

衞生署署長以中國香港代表的身分十月到菲律賓馬尼拉參加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

域委員會第 62 屆會議。 

衞生署亦派員參加外地會議並進行訪問，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在二零一一年，282 位衞

生署人員參與了 132 個外地會議 / 職務訪問。 

在二零一一年，衞生署與內地的聯繫繼續維持緊密: 

衞生署署長在六月參與了在成都舉行的中西藥品及醫療器械監管領域首屆高層會議。

衞生署署長於八月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醫院協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

衞生署署長於九月出席了在澳門舉行的第十一屆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

衞生署署長在十月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 2011 北京中醫藥國際發展與合作交流會議。

衞生署署長參與了十一月份在北京舉行的第十屆內地、香港、澳門衞生行政高層聯席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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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省政府人員交流計劃之下，衞生署於二零一一年接待了

一位來自上海市負責衞生行政管理的官員。 

 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博士率領多名高級官員，一行七人於六月訪問香港紅絲帶中心，

並與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愛滋病顧問局主席、愛滋病社區論壇召集人、以及多名非政

府組織代表會面，討論政府與社區組織的愛滋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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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企業環境保護

環保政策及目標

為支持政府承諾成為環保典範，衞生署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推行環保經理計劃，在工作場

所加強落實環保措施。 

衞生署於一九九六年六月發表環保政策聲明，並委任部門環保經理，在署內推廣企業環保

文化，提醒員工本署的環保政策，加強其環保管理意識，推動同事參與環保管理活動；又

策劃各項新的行動計劃，以支持政府的長遠環保策略，並監察有關措施的落實推行。自一

九九八年開始，本署把各項主要環保管理項目及其成效載述於年報內。 

員工參與

為能有效地落實各項環保措施，員工的支持及積極參與尤其重要。在這方面，署方經常鼓

勵同事透過公務員建議書計劃提出有關環保管理的新建議。多年來，很多切實可行的環保

建議亦已被採用。 

自二零零五年起，各服務單位主管指派同事擔當能源管理人，以監察其管理範圍內的工作

間的耗電情況及各類環保管理措施的落實。現已有超過 200 位同事擔當能源管理人。 

廢物管理

為加強公眾對廢物分類回收的意識，本署於二零零二年開始參與廢物分類及回收運動。在

診所及辦公室樓層內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以便廢物收集商分類回收廢紙、鋁罐及膠樽作

循環再用。 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回收的廢紙總數量為 7 122 公斤。另外，本署亦有安

排分類回收用完的彩色打印機墨盒及鐳射打印機碳粉盒作循環再用。 



 

                                                                                                 
衞生署年報 2011/12                                                                                 81 

本署依照環境保護署所發的指引處理醫療廢料及化學廢料，包括分隔、包裝、標籤及儲存。

診所或實驗室產生的醫療廢料、化學廢料及家居廢物均分開處理。醫療廢料，如利器盒和

已使用的敷料，均放進紅色塑料廢物袋內。盛載醫療廢料的紅色塑料廢物袋須貼上適當標

籤，袋口須妥為紮緊，並在負責收取醫療廢料的有關人員運走處置之前，移至指定地點暫

時存放。用作暫放醫療廢料的地方，亦要提供清晰可見的警告標誌，防水防雨，並經常保

持清潔乾爽，及嚴禁未經授權人士進入。 

為遵守《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第 354C 章)，化學廢料須與醫療廢料及家居廢物

分開處理，並暫放在只准許有關職員進出的指定化學廢料儲存地方，由特許的化學廢物處

理承辦商安排收集及處置。一般家居廢物則放進黑色塑料廢物袋內以作處置。 

節約用紙 

衞生署採取了下列環保措施，以節約用紙： 

 盡量利用已用過紙張的空白一面作打印或書寫用途，以減少用紙量； 

 信封及檔案夾回收再用； 

 盡量利用雙面影印及紙張雙面使用； 

 持有電郵戶口的同事已採用電子處理假期申請系統，以取代紙張印製的假期申請表； 

 傳真時盡量避免附加面頁； 

 鼓勵同事多利用電子方式發布健康訊息，例如在部門網站登載刊物，以減少出版紙本

刊物的數量； 

 增加利用電子郵件傳遞信息，以取代紙張文件傳閱； 

 以電子方式寄發節日賀卡； 



 

                                                                                                 
衞生署年報 2011/12                                                                                 

 停印一些供同事內部傳閱的印刷品，例如診所時間表及部門總部電話名冊，以減少用

紙；及 

 不同種類的衞生署牌照電子申請表格也可從政府網站下載。 

82 

環保採購 

本署亦有推行下列的環保物料採購建議，以支持使用較具環保效益的產品： 

 廣泛使用可循環再造紙張； 

 採用普通紙張傳真機來取代熱能紙張傳真機，因此無須把傳真本再影印作存檔用途； 

 採用有雙面影印功能的影印機； 

 採用不含 PVC 塑膠物料並可安全焚化的醫療廢物袋及利器盒； 

 採用循環再造塑料的塑膠袋； 

 策劃外判清潔服務合約時，使用循環再造或可分解的清潔物料規定為必需條件； 

 採用不含水銀的血壓計及溫度計； 

 採用更具節能效益的液晶顯示器來更換老化陰極射線顯像管顯示器；及 

 採用可回收及循環再用的辦公室文具物資，如可更換筆芯的原子筆、可循環再用的打

印機墨盒及鐳射打印機碳粉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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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 

衞生署採取了下列環保措施，以節省能源： 

 將燈光調配至最低照明水平；在無需使用時，關掉非必要的電器設備； 

 為個別耗電量大的診所大樓進行能源審核調查，研究有效可行的節能措施； 

 將分組式燈光開關改為獨立式開關設計； 

 在診所入口加裝風閘，以防止滲入未經處理的外來熱及冷空氣； 

 以電子鎮流器取代用電較高磁鎮流器，並以效能較高的 T5 螢光管，取代 T8 螢光管； 

 為加強節約能源，增加採用耗電量較低的發光二極管指示燈取代現時裝置在診所內的

傳統緊急逃生指示燈；及 

 在不影響重要醫療服務正常運作的情況下，把一般辦公室及公眾地方在夏季月份的室

內空調溫度保持於 25.5°C 的水平。 

改善空氣質素 

作為政府的衞生事務顧問，本署率先自一九八二年起推行無煙工作間政策。此項政策亦由

一九九六年起在本署轄下所有服務單位執行。 

在環保管理及感染控制方面，診所及健康中心的工作環境內須有足夠鮮風流通量，這對保

障員工及市民的健康十分重要。自一九九九年開始，機電工程署已分階段為本署轄下各診

所及辦公室，定期進行室內空氣質素測試及空調系統的風槽清潔工程，以提高空調系統的

操作效能及確保有足夠的鮮風流通量。 

另外，本署亦已採取以下措施，支持減低因汽車排放廢氣所產生的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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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外勤工作員工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及 

 指示本署司機停車熄匙，並不時發出通告提醒各司機職系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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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作前瞻

本署將在來年展開的新工作如下：

完成為約二百種中藥材建立標準的工作目標。

成立世界衞生組織控煙及煙癮治療合作中心。

推出適用於基層醫療的兒童及長者護理參考概覽，為醫護專業人員提供通用參

考，以助他們於社區提供全面、綜合、以實證為本的護理，亦藉此加強長者及

其護老者的自理能力，並提升巿民對健康推廣及疾病預防的關注。 

推出基層醫療指南的中醫分支指南，以方便公眾尋找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

準備建議立法規管醫療儀器的細節，並就建議的規管架構進行營商環境影響評

估。

與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聯合在香港舉辦區域會議，討論如何通過

減低酒精相關危害以預防及控制非傳染病。  

加強與少數族裔人士建立的網絡，並確保有關健康推廣以需求為本、切合他們

的社交及文化背景，以提升他們的健康意識。 

促進安全使用抗生素，例如：舉辦抗生素關注日；與私家醫院合作設立基礎設

施，收集和分析細菌耐藥性數據，並就感染控制措施提供專家意見；製作通識

教材，增進高中生對抗菌素耐藥性、安全使用抗生素及個人衞生的認知；開發

《效果》抗生素指引流動應用程式，供醫護專業人員參考，以加強適當使用抗

生素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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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錄 I 

刊物

衞生署積極參與科學研究，並在醫療護理界別中多份著名期刊發表文章。為加強本港

醫療護理人員的專業發展，衞生署亦定期發出期刊及通訊，就對公共衞生有重要影響

並涉及香港的事件發布消息。 

為配合政府節約用紙的環保措施，衞生署採用了網上發布模式，適時發放衞生資訊，

例子包括《CHP 通訊》、《傳染病直擊》、《非傳染病直擊》及《中毒直擊》。 

《CHP 通訊》報導衞生防護中心的活動及人物專訪。通過這份刊物，我們期望讀者更

了解衞生防護中心的工作，並認同衞生防護中心的價值、信念及行動，攜手支持保障

香港市民健康的措施。 

《傳染病直擊》旨在為公眾人士及醫護界的專業人士提供與香港相關的最新傳染病資

訊及知識。這亦顯示衞生防護中心積極進行風險資訊溝通，回應社會對傳染病的日益

關注。

《非傳染病直擊》旨在加強公眾人士對非傳染病和相關課題的認識，以及發放相關的

衞生資訊，使讀者們意識到預防和控制非傳染病的重要性。這亦顯示衞生防護中心積

極進行風險資訊溝通，並致力處理非傳染病在我們社區引起的種種健康問題。 

《中毒直擊》旨在加強醫護人員對本地中毒個案的認識，以及發放有關預防和控制中

毒各方面的資訊，包括中毒個案的流行病學資料及臨床診治。 

除定期刊物外，衞生署在二零一一年發布了多份專題報告。二零一一年內由不同服務

單位發布的刊物，載列如下。 

愛滋病專訊》，第五十八至五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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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流感疫情週報》，第七期，第一至五十二號 

 《CHP 通訊》，第二十八至二十九期 

 《傳染病直擊》，第八卷，第一至二十六期 (只備英文版） 

 《藥劑製品目錄 2011》 

 《營廚》，第十至十二期 

 《牙科服務通訊》，第三十八至四十一期 

 《腸病毒透視》，第一、二十一至五十三週 

 《「有營食肆」通訊》，二零一一年，第一至三期 

 《流感速遞》，第八期，第一至五十二號 

 《愛滋病監測報告 – 2010 年年報》(只備英文版） 

 《性病 / 愛滋病監測報告》，第十七卷，第一至四期 (只備英文版） 

 《滋心話集》，第十七卷，第一至二期 

 《長者健康專訊》，第三十二期 

 《非傳染病直擊》，二零一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中毒直擊》，第四卷，第一期 

 《公眾健康及流行病學期刊》，第二十卷，第一至三期 (只備英文版) 

 《紅絲帶綜合治療中心刊物》，第三十六至三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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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四月行為風險因素調查報告》 

 《病毒性肝炎監測報告 2010》(只備英文版) 

 《萌》，第十三卷，第一至三期 

 《控煙專訊》，第十九期 

 《旅遊健康錦囊》，第七期 



 

                                                                                                 
衞生署年報 2011/12                                                                                 89 

 

  

附錄 II 

 

衞
生
署

組
織
圖

 (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牙
科

服
務

主
任

顧
問

醫
生

監
測

及
流

行
項

目
管

理
及

緊
急

應
變

公
共

衞
生

公
共

衞
生

家
庭

及
長

者
特

別
衞

生
藥

 物
 辦

 公
 室

中
醫

藥
衞

生
行

政
及

基
層

醫
療

行
政

及
管

理
局

及
財

務
及

病
學

處
專

業
發

展
處

及
資

訊
處

服
務

處
化

驗
服

務
處

健
康

服
務

事
務

事
務

部
策

劃
部

統
籌

處
政

策
部

委
員

會
辦

事
處

物
料

供
應

部

醫
院

牙
科

緊
急

應
變

及
兒

童
體

能
智

力
長

者
健

康
中

醫
藥

管
理

公
共

健
康

服
務

應
急

計
劃

組
測

驗
服

務
服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護

理
部

政
府

牙
科

風
險

傳
達

及
特

別
預

防
初

生
嬰

兒
醫

學
家

庭
健

康
醫

療
儀

器
中

藥
信

息
及

醫
療
衞
生
服
務

診
所

行
政

服
務

整
體

籌
劃

組
計

劃
普

檢
部

遺
傳

科
服

務
管

制
辦

公
室

研
究

組
人
力
組

及
策

劃
處

學
童

牙
科

疫
苗

計
劃

醫
護

機
構

新
聞

及
公

共

保
健

服
務

辦
事

處
註

冊
辦

事
處

關
係

組

口
腔

健
康

中
央

健
康

組
織

病
理

專
業

發
展

及
資

訊
科

技
服

務
發

展

教
育

組
教

育
組

及
細

胞
部

質
素

保
證

管
理

組
策

劃
組

化
學

病
理

電
子

健
康

紀
錄

及
血

液
部

管
理

組

牙
科

服
務

傳
染

病
部

衞
生

署
副

署
長

中
藥

事
務

組

部
門

行
政

處

微
生

物
部

顧
客

關
係

組

社
會

衞
生

科

行
政

支
援

部

行
政

部

內
部

審
計

組
公

共
衞

生
組

衞
生

署
署

長

港
口

衞
生

處

放
射

衞
生

部

行
 政

 事
 務

 部

社
區

聯
絡

部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總
監

胸
肺

科

診
 所

 服
 務

及
 商

 務
 部

病
毒

部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感
染

控
制

處
專

科
服

務

藥
 物

 警
 戒

 及

風
 險

 管
 理

 部

藥
 商

 牌
 照

 及

監
 察

 部

非
傳

染
病

部
藥

 物
 註

 冊
 及

進
 出

 口
 管

 制
 部

醫
療

券
組

項
目

管
理

部

法
醫

科

控
煙

辦
公

室

毒
品

管
理

部

綜
合

臨
床

發
展

部

公
共

衞
生

部

職
員

訓
練

組



 

                                                                                                 
衞生署年報 2011/12                                                                                 90 

  

 

 

  

   

  

  

  

  

  

  

  

  

  

  

 

 

  

附錄 III 

港島區醫療機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由衞生署提供服務的機構 區議會分區

1. 香港仔賽馬會診療所(美沙酮診所、牙科診所及長者健康中心) 南區 

2. 柏立基夫人健康院(母嬰健康院) / 鄧肇堅牙科診所 東區

3. 鴨脷洲診所(母嬰健康院) 南區 

4. 柴灣健康院( 婦女健康中心、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及健康評估中心) 東區

5. 柴灣母嬰健康院 東區

6. 東邊街美沙酮診所 中西區

7. 海港政府大樓牙科診所 中西區

8. 香港警察學院牙科診所 南區

9.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樓牙科診所 中西區

10. 麥理浩牙科中心 / 鄧肇堅兒童牙科診所 灣仔

11.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社會衞生科診所及牙科診所) / 柴灣公

務員診所 / 柴灣政府牙科診所 
東區

12. 瑪麗醫院(牙科診所) 南區

13. 金鐘政府合署牙科診所 中西區

14. 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大廈(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及健康評估中心) 中西區

15. 西灣河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 東區

16. 西營盤賽馬會分科診所(長者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胸肺科診

所、皮膚科診所、X 光檢驗中心及牙科診所) 
中西區

17. 筲箕灣賽馬會診所(胸肺科診所、肺塵埃沉着病診所、美沙酮診所

及長者健康中心) 
東區

18. 修頓中心 / 貝夫人健康院(美沙酮診所及長者健康中心) / 中央健

康教育組(健康教育中心) 
灣仔

19. 赤柱牙科診所 南區 

20. 鄧志昂專科診所(母嬰健康院及社會衞生科診所) / 香港公務員診

所 
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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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醫療機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續) 

由衞生署提供服務的機構 區議會分區 

 中西區 

灣仔 

 中西區 

灣仔 

 
 
懲教署內的健康中心 區議會分區 

 東區 

東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21. 域多利道牙科診所

22. 灣仔分科診所(胸肺科診所及牙科診所) 

23. 西區牙科診所

24. 胡忠大廈(港口衞生旅遊健康中心) 

25. 歌連臣角懲教所

26. 勵志更生中心 

27. 馬坑監獄

28. 白沙灣懲教所 

29. 赤柱監獄

30. 東頭懲教所 



 

                                                                                                 
衞生署年報 2011/12                                                                                 92 

九龍區醫療機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由衞生署提供服務的機構 區議會分區 

1. 亞皆老街賽馬會學童牙科診所(學童牙科診所及口腔健康教育中心) 九龍城 

2. 中九龍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九龍城 

3. 長沙灣賽馬會診所(遺傳學輔導診所及初生嬰兒健康檢查診所) 深水埗 

4. 東九龍分科診所(母嬰健康院及胸肺科診所  黃大仙 

5. 何文田美沙酮診所 九龍城 

6. 紅磡診所(母嬰健康院及美沙酮診所) 九龍城 

7. 九龍灣健康中心(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綜合治療中心、X 光診斷中

心及愛滋熱線、輔導及測試服務)

觀塘 
 

8. 九龍醫院(胸肺科診所) / 亞皆老街政府牙科診所 九龍城 

9. 觀塘賽馬會健康院(美沙酮診所及牙科診所) 觀塘 

10. 藍田社區綜合大樓(長者健康中心) 觀塘 

11. 藍田分科診所(母嬰健康院、學童牙科診所、婦女健康中心、學生

健康服務中心及健康評估中心)

 觀塘 
 

12. 李基紀念醫局(美沙酮診所及牙科診所)  九龍城 

13. 李寶椿牙科診所 油尖旺 

14. 獅子會健康院(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及長者健康中心) 九龍城 

15. 南山健康院(長者健康中心) 深水埗 

16. 牛頭角賽馬會診所(母嬰健康院、美沙酮診所及家庭醫學深造培訓中

心)

 觀塘 
 

17. 伊利沙伯醫院(遺傳學輔導診所及牙科診所)  油尖旺 

18. 柏立基健康院(母嬰健康院、美沙酮診所及長者健康中心) 黃大仙 

19. 深水埗公立醫局(美沙酮診所) 深水埗 

20. 石硤尾健康院(胸肺科診所) 深水埗 

21. 橫頭磡賽馬會診所(母嬰健康院及紅絲帶中心)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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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醫療機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續) 

由衞生署提供服務的機構 區議會分區 

22. 西九龍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及皮膚科診所) / 長沙灣政府合署牙科 深水埗 
診所 / 港口衞生旅遊健康中心 

23. 伍若瑜健康院(母嬰健康院、美沙酮診所及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黃大仙 

24. 油麻地賽馬會分科診所(胸肺科診所、社會衞生科診所、牙科診所 油尖旺 
及長者健康中心) / 九龍公務員診所 

25. 油麻地專科診所新翼(母嬰健康院、皮膚科診所及美沙酮診所) 油尖旺 

26. 容鳳書紀念中心(胸肺科診所、社會衞生科診所及皮膚科診所) / 尤 觀塘 
德夫人分科診所(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懲教署內的健康中心 區議會分區 

27. 荔枝角收押所 深水埗 

28. 豐力樓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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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區醫療機構(包括離島)(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由衞生署提供服務的機構 區議會分區 

1. 粉嶺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綜合治療中心、牙科診所、X 光診斷 北區 
中心、學童牙科診所及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2. 瀝源健康院(母嬰健康院及長者健康中心) 沙田 

3. 馬鞍山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及牙科診所) 沙田 

4. 方逸華診所(胸肺科診所及牙科診所) 西貢 

5. 梅窩診所(母嬰健康院) 離島 

6. 北區醫院(牙科診所) 北區 

7. 尤德夫人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牙科診所及學童牙科診所 沙田 

8. 威爾斯親王醫院李嘉誠專科診所(牙科診所) 沙田 

9. 沙田(大圍) 診所(美沙酮診所及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沙田 

10. 石湖墟賽馬會診療所(胸肺科診所、美沙酮診所、學生健康服務中 北區 
心及長者健康中心) 

11. 長洲醫院(母嬰健康院、胸肺科診所、美沙酮診所及牙科診所) 離島 

12. 大澳牙科診所 離島 

13. 大埔賽馬會診所(胸肺科診所、美沙酮診所及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大埔 

14. 大埔王少清診所(母嬰健康院、牙科診所及長者健康中心) 大埔 

15. 將軍澳賽馬會診所(長者健康中心) 西貢 

16. 將軍澳寶寧路健康中心(牙科診所及母嬰健康院) 西貢 

17. 東涌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胸肺科診所、牙科診所及長者健康中心) 離島 

18. 圓洲角診所(胸肺科診所)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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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區醫療機構(包括離島)(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續) 

懲教署內的健康中心 區議會分區 

19. 喜靈洲戒毒所 離島 

20. 喜靈洲懲教所 離島 

21. 羅湖懲教所 北區 

22. 勵顧懲教所 離島 

23. 壁屋懲教所 西貢 

24. 壁屋監獄 西貢 

25. 沙咀懲教所 離島 

26. 石壁監獄 離島 

27. 塘福懲教所 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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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區醫療機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由衞生署提供服務的機構 區議會分區 

1. 青山醫院(胸肺科診所及牙科診所) 屯門 

2. 下葵涌分科診所及特殊教育服務中心(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牙 葵青 
科診所及學童牙科診所) 

3. 葵涌醫院(牙科診所) 葵青 

4. 葵盛長者健康中心 葵青 

5. 戴麟趾夫人分科診療所(美沙酮診所及長者健康中心) / 荃灣牙科診 荃灣 
所 

6. 容鳳書健康中心(母嬰健康院、牙科診所及長者健康中心) 元朗 

7. 葛量洪夫人母嬰健康院 荃灣 

8. 新界公務員診所 葵青 

9. 北葵涌診療所(母嬰健康院) 葵青 

10. 瑪嘉烈醫院(牙科診所) 葵青 

11. 南葵涌賽馬會分科診所(母嬰健康院、胸肺科診所及學生健康服務中 葵青 
心) 

12. 大欖牙科診所 屯門 

13. 天水圍健康中心( 母嬰健康院) 元朗 

14. 青衣長康診所(母嬰健康院) 葵青 

15. 荃灣政府合署牙科診所 / 荃灣健康教育中心 荃灣 

16. 屯門診療所(美沙酮診所及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屯門 

17. 屯門眼科中心(社會衞生科診所) 屯門 

18. 屯門醫院(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及牙科診所) 屯門 

19. 屯門學童牙科診所 屯門 

20. 屯門湖康診所(母嬰健康院及長者健康中心) 屯門 

21. 仁愛分科醫療中心(母嬰健康院、胸肺科診所、牙科診所及婦女健康 屯門 
中心) 

22. 元朗賽馬會健康院(胸肺科診所、美沙酮診所、牙科診所及學生健 元朗 
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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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區醫療機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續) 

懲教署內的健康中心 區議會分區 

23. 勵敬懲教所 葵青 

24.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屯門 

25. 大欖女懲教所 屯門 

26. 大欖懲教所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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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二零一一/一二年度按綱領列出的開支表 

綱領 政府部門 受資助機構 總計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1. 執行法例，確保市民獲得高水平的公共

衞生保障 
551.8 0.0 551.8 

2. 預防和控制疾病，並減少可預防的疾

病和夭折早逝的情況發生 
1,796.6 39.5 1,836.1 

3. 促進健康和加深一般市民及特定目

標組別人士對健康知識的了解 
213.5 59.7 273.2 

4. 透過專科門診服務，為市民治療各種疾

病 
691.4 3.0 694.4 

5. 為在成長發展過程上有問題和障礙

的兒童作全面的體能智力測驗評估 
 84.9 0.0 84.9 

6. 提供協助，配合政府對控制吸毒問題的

整體策略 
47.0 95.1 142.1 

7. 為在職和退休公務員及其他合資格

人士提供醫療及牙科服務 
803.9 0.0 803.9 

8. 履行對任職醫院管理局的公務員的

人事管理職責，維持其士氣和工作效

率，以便所有公營醫院得以在混合員

工編制的情況下順利運作，以及照顧

這些公務員的利益 

7.1 0.0 7.1 

 總計 4,196.2 197.3 4,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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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二零一一/一二零年度政府給予志願機構的醫療資助 

政府醫療資助 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

資助金額( 元) 

經常資助金  

香港明愛 6,082,162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38,178,869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14,915,180 

香港紅十字會 951,000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12,656,094 

香港戒毒會 81,281,762 

東華三院 — 中醫普通科門診 2,960,000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7,309,223 

東華三院 — 戒煙服務 21,000,000 

博愛醫院 5,750,000 

保良局 1,200,000 

經常資助金總額 192,284,290 

非經常資助金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364,359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205,362 

香港戒毒會 400,293 

非經常資助金總額 4,97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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