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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越來越多港人
在內地生活，他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亦越來越
大。今年70多歲的港人廖先生，原在香港一所
小學任職，退休後與太太返回佛山老家置業養
老，並擔任一間民辦學校的校長顧問。閒時與
同一小區的幾位香港鄰居飲茶遊玩，樂不思 「
港」 ；惟因慢性疾病，需定期回香港問診拿藥
，往返奔波十分不便。他希望能夠在當地就醫
，否則未來須考慮再度回港定居。今年全國兩
會上，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建言獻策，希
望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嘗試更多醫療領域的合
作共融，讓港人北上實現真正的安居樂業。

大灣區

灣區醫療合作 助港人北上安居樂業
代表委員倡借鑒港經驗引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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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北京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 「優質生活圈」的打造，與
港人北上生活的 「幸福感」息息相關，居
住就是其中頭等大事。有港區委員代表建
議，在鄰近香港的廣東省城市，如珠海、
中山及惠州等，提供大量小區用地以設立
多個 「香港村」。廣州祈福新村是為國人
所熟知的、最早的 「港人社區」。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認
為，與其推廣 「香港村
」，不如鼓勵香港人與內
地人住同一社區。

隨着大灣區的發展，香
港有識之士、有為青年將
紛紛湧入廣州、深圳等地
就業、創業，他們都有可能
在大灣區安家樂業。孟麗紅
表示，以祈福新村為例，20
多年來已匯聚了全球100多
個國家及地區的人士、包括
中國內地各個省份、香港、
澳門、加拿大、美國、德國
、日本等等，他們有的是長期居住，有的
是周末度假，但都相處得其樂融融，互敬
互愛，非常和睦。 「目前大灣區內已有很
多類似的小區。就祈福本身，除了番禺的

祈福新村，我們在花都、佛山、肇慶等地
打造了多個大型社區，這些社區同樣有不
少香港人，或者他們引薦過來的親朋好友
。」孟麗紅表示， 「智慧安老小區」確實
也是一個熱點。由於香港土地不足，養老
環境亟待改善，香港老人到內地養老是一
個趨勢。因為內地養老相對價格低廉，環
境舒適，服務優質。 「比如我們的祈福護
老公寓，一直以來都住了不少香港老人。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兩地
在交通、通關方面有更多便

利，各類利好政策出台，相
信會有越來越多港人回內
地養老。」

為大灣區 「優質生活
圈」創造便利，孟麗紅建
議就醫療、養老、教育、
金融、稅收、兩地往返便
捷化等領域，由專業人士
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對
以上方面提出合理合法、
切實可行的建議或措施。

在後續保障方面，如在內地工作過的港澳
人員假如需要重新回港澳工作，將其在內
地繳納的社保金納入香港強積金、澳門社
會保障基金徵收範圍，解決後顧之憂。

打造智慧安老小區設香港村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隨着越來越多港人短期或長期定居內地，
如何及時獲得有效的醫療救助成為其迫切
需求。然而，對於不持有香港長者醫療券
且無參保深圳社保的香港居民來說，在內
地就醫更多情況需自費。對此，不少港區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建議推動內地求診能
享同等待遇，讓香港比較優質的醫院在內
地主要城市建設合營醫院，採用港式管理
，由內地與香港雙方醫療專家組成團隊，
共同為內地居民及定居內地的香港居民提
供優質醫療服務。

據悉，作為跨境醫療方面的重要政策
創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於2015年10月5
日成為香港特區政府長者醫療券內地首家
試點醫院，為居住在深圳乃至珠三角的香
港長者帶來較為便利的醫療服務。從2015
年10月6日起，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可以使
用長者醫療券支付當日在港大深圳醫院指
定門診的服務費用，包括預防護理、治療
和康復服務等。

同時，港大深圳醫院方面表示，香港
居民在醫院就醫，收費均按照公立醫院收

費標準執行，與本地居民無差別對待。在
支付方式上，在深圳工作並參保深圳社保
的香港居民，就診時可使用深圳社保卡付
費；國際醫療中心就醫可使用商業保險。
不持有香港長者醫療券，亦無深圳社保的
香港居民就醫則需自費。

依據回鄉證、身份證號碼規則等進行
初步統計，香港大學深圳醫院2017年全年

門急診（不含體檢）接診香港居民2.7萬餘
人次，住院800餘人次，其中使用醫療券
的香港長者共計約7000人次，醫院接診的
香港居民人數逐年增長。

有在該院就醫的港人指出，希望內地
能增開此類合營醫院，採用港式管理，方
便更多在內地居住生活的港人能便捷就
醫。

港人內地求診望待遇同等

改革新征程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北京
報道：粵港澳大灣區 「健康共同體
」今年初在廣東正式敲鐘成立。在

春節過後，香港聯合醫務執行董事李
家聰便馬不停蹄從香港趕到廣州，開

展 「全科醫生」培
訓計劃。據了解，全

科醫生也稱家庭醫生，
具備常見健康問題獨立處

理的能力，可為家庭提供
綜合醫療服務。 「在香港，
全科醫生就是穿西裝上班的
，全科醫生是一個大家都很
驕傲的職業，大家都開着自
己的診所，每天的門診量在
80到100之間。不過內地依然
屬於較新的產業。」

李家聰表示： 「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全科醫生模式有很大的剛需。
」據了解，以廣州番禺區為例，據核定當
地常住人口超過171萬人，按每萬人口配置
8名醫務人員計算，現缺口約240名醫務人
員。隨着二胎開放，休產假的醫務人員逐

漸增多，人力資源配置不足的弊端愈加顯
著。他稱，全科醫生的優勢，還在於面對
不同病症可以轉診，這就需要有一個全科
醫生網絡，包括對市場的鋪開和對全科醫
生人群的覆蓋。李家聰告訴記者，過去開

展全科醫生培訓一般只針對內部人
士，此次開展外部培訓，是因

為了解到內地全科醫生，在
日常病處理、應急技巧、
資訊更新方面，依然與國
際上有不少落差。而香港
的全科醫生培訓模式正好
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陷。
他說，為籌備全科醫生培
訓在廣州試點，已經前後
準備了一年時間，務求在
培訓技巧和專業性上更能
適應當地情況。

記者了解，在香港聯合醫務集團有限
公司與廣州番禺合作舉辦的Gold（金牌）
家庭醫生培訓項目，培訓內容包括全科服
務生服務理念、全科醫學循證診療技術與
技巧、溝通的技術與共同決策等。

港醫北上培訓填全科醫生缺口
有統計顯示，近年來每年有約20萬名

香港居民前往內地工作，此外，因應近年
內地生活水平上升，居住環境大大改善，
退休後選擇定居內地的港人長者，每年人
數亦有近2萬人。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希瑪國際眼科醫
療集團董事長林順潮是第一個響應政策在
內地建立獨資醫院的香港投資者，在深圳
、北京分別開辦了獨資的眼科醫院。深圳
希瑪眼科醫院也成為深港醫療合作的典範
，港醫北上辦醫的範本。

可仿效港醫療雙軌制度
林順潮表示，粵港灣大灣區建設，惠

及人口6500多萬，其中醫療服務業的發展
也是重要的一環。對比紐約灣、東京灣等
的醫療水平，粵港澳大灣區還要加大力度
引進國際醫療人才，解決民眾看病問題。
不過他指出，目前香港醫生到內地執業仍
面臨不少問題。例如做同一個手術，由於
內地進口稅率較高，醫療耗材成本明顯高
於香港，但手術收費又低於香港。此外香
港與國際接軌，許多國際上的新藥，香港
往往較內地早獲批准使用。

林順潮認為，種種現實問題面前，大
批香港醫生到內地發展醫療未必是大趨勢
，但是以香港的方式進行管理和培訓、打
造港式品牌則成為了新出路。如此既可提
升知名度，增加一些周邊擴大收入的渠道
，也能吸引國際醫療人才。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前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也認為，在提升大灣區
醫療水平方面，香港可以
在管理架構等方面進行經
驗分享，尤其是在家庭醫
療方面，香港全科醫生制
度與英國國民健康服務體系
一脈相承，其家庭醫生與
保健服務在粵港澳地區
受到廣泛認同。

高永文表示，現在內
地醫療改革出了分級醫療，跟香港的雙軌
制醫療制度方向類似。他稱，香港的制度

就是分級醫療制度，在公立醫院方面，有
基層醫療、專科中心、社區康復服務。而
內地目前無論大病小病，都集中在醫院，
不利於資源更好地運用。

當前內地正在建立社區醫療，放開醫
生的多點執業。在高永文看來，這是一個
很關鍵的配套措施。如果醫生都在三甲醫
院，不利於社區基層醫療發展。此外，香
港的醫生在不同的位置有醫務委員會、醫
學委員會，以及醫管局等機構管理，降低
醫患矛盾，值得內地借鑒。

簡化國際醫療人才審批手續
就吸引國際醫療人才，林

順潮表示，香港的經驗證明
引進國際醫療人才，可以
為當地帶來先進的診療技
術和服務理念，是快速提
高當地醫療水平的一條捷
徑。但內地現時引進國際

醫療人才手續繁瑣。
林順潮介紹，按照現有

規定，辦理國際醫療人才來
內地短期行醫的手續，涉及6
個部門，需要提交材料48份

，經過10道審批程序，正常辦理整個過程
需要3個月左右時間，手續過於繁瑣，耗時

過長，且每年就要辦理一次，
不利於提高醫療單位引進國際醫療
人才的積極性。為此，他建議
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醫療人
才引進開闢綠色通道，簡
化手續，並將國際醫療人
才內地行醫許可一年一
審改為三年一審。

此外，林順潮還建議
，香港方面考慮未來大灣
區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增
加醫科生的人才培養規
模，或者通過與內地高校合
作，聯合培養人才。他透露
，正在與深圳的高校商談設
立國際眼科研究所。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香港特區政府長者醫療券內地首家試點
醫院，為居住在深圳乃至珠三角的香
港長者帶來較為便利的醫療服務

2017年全年門急診（不含體檢）接
診香港居民2.7萬餘人次住院

800餘人次

使用醫療券的香港長者共計
約7000人次

（大公報製表）

▲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建言獻
策，希望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嘗試更多
醫療領域的合作共融，讓港人北上實現
真正的安居樂業 資料圖片

◀港人希望在內
地就診能夠享受
同等待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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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醫務執行董
事李家聰 大公報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孟麗紅 大公報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高永文 大公報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林順潮 大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