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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個籌大減至約2萬個
全港現有11間政府牙科診所，每星期會在

特定時段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服務，但名額
經常供不應求。審計報告發現，全部診所2018/19
年度籌數約有4萬個，但2022/23年度大減至只有約2
萬個，派籌比率則由92.3%增至99.2%。根據截至去
年10月的數字，審計署估計，2023/24年度的籌額只
有2018/19年度的一半。

《大公報》於2022年8月報道，通宵輪候 「剝牙
籌」 的人龍在粉嶺、九龍城、荃灣、元朗等政府牙科
診所均有出現，有老人家於晚上11時抵達，通宵等候
九小時。衞生署於一個月後在九間牙科診所推行 「初
步登記安排」 ，即是於提供街症服務當日，凌晨12時
開始登記病人資料，先到先得，病人可在早上返回診
所就醫，衞生署稱是希望避免市民通宵排隊。

不過，審計署人員於2023年12月及今年2月，到
訪五間政府牙科診所（堅尼地城、九龍城、荃灣、元
朗、屯門仁愛牙科診所），發現有四間診所於大約下
午5時，已有人排隊輪候翌日牙科街症籌，即需要輪
候至少7小時。今年2月中，審計署人員於晚上10時到
訪其中三間診所，見到排隊人數已佔當日籌額的36%
至57%不等。

衞生署：牙醫空缺率增加
審計署建議，衞生署應採取措施，在政府牙科診

所或透過新的服務模式把緊急牙科服務量至少增至疫
情前水平，亦應檢視牙科街症服務的派籌安排，以期
便利有需要的市民取籌，並編製有關牙科街症服務所
提供的緊急服務類別等。

衞生署回應審計署解釋，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七
成半牙科醫生被調配執行多種防疫抗疫職務，而且有
提供牙科街症的診所，牙科醫生空缺率由2018/19年

度的11%，增至去年10月的
24%，導致籌額自2020年1月起
減少。該署已於2021年起全年招聘牙科醫生，並以退
休後服務合約和非公務員合約聘請牙科醫生。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未達標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方面，現有10間非政府機構組

織外展隊，到安老院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提供免費牙
科服務，目標每年服務4.3萬名長者。審計報告指
出，過去三個年度服務量均未達標，其中兩個非政府
機構的服務量，更連續三年低於目標一半。審計署建
議衞生署應進一步採取措施，協助非政府機構達標及
加強推廣，包括與社署合作，鼓勵安老院參與計劃。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幹事連瑋翹向《大公
報》表示，排隊輪候牙科街症服務的情況長期存在，
排隊者多數是未受惠於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或綜援
計劃下牙科治療費用津貼的人士。他認為政府
應雙管齊下，除加強政府牙科診所治療服務
外，同時應參考學童牙科保健計劃，為長
者提供預防性治療的服務。

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市民苦候逾7小時

《大公報》率先報道長者通宵等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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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牙
科診所街症籌

額大減，排隊輪籌情況嚴重，就算調
整派籌安排，讓市民凌晨12時登記，早
上再取籌，但效果是將市民排隊時間再
推前。大公報記者昨日在位於紅磡的
九龍城牙科診所門外觀察，排頭位市
民於下午1時已在輪候，苦等11小
時，只求 「搶到」 今日早上8時45
分的牙科服務。有市民於昨晚7時
到場排隊，透露已是第三次來排
隊，每次都要輪候5、6小時。

私家太貴難負擔
據了解，排頭位的市民於前晚8時，

曾到衞生署觀塘牙科診所取籌，但到場
時發現籌號已被取光。她牙痛難耐，而
觀塘牙科診所只在星期三上午提供服
務，所以昨日轉到九龍城牙科診所，由
於擔心拿不到籌，所以下午就到場排
隊。

九龍城牙科診所星期四門診只派發

21個籌，至昨晚8時，已有13名市民在排
隊取籌。林先生於晚上7時抵達，排第8
號籌，他說是第一次來排隊取籌， 「牙痛
了半年，近日進食都有困難，只好來排
隊。」 他慨嘆輪候時間很長，但私家牙醫
收費貴，等5小時，能省下1000多元，小
市民寧可等一等， 「這裏的服務只包剝牙
和止痛，如有其他問題，還是要考慮去深
圳找牙科，香港的太貴了。」

胡先生也是晚上7時到場，他已是第
三次排隊， 「天氣還好，起碼沒有下雨，
只是要餵蚊。上次來排隊，冬天寒風陣
陣，一邊打冷顫，一邊等六小時。」 他又
說， 「如果拔智慧齒，私家診所動輒過萬
元，在這裏排5小時，每小時省2000
元。」 他自嘲道。

在元朗政府合署的衞生署牙科診
所，昨晚沒開放派籌，有職員告訴大公報
記者，該診所每周二、周五提供服務，每
次派21個籌，若想穩拿到籌，前一天晚
上8時前就要開始排隊。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忍痛輪籌 由朝等到晚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道：預約復康巴
士出行，隨時一車難求。審計報告指出，復康巴
士資源分配不均，平日平均有9至42架車輛處於備
用狀態、部分醫院路線的載客量平均每次車程不
足一人、部分旅遊路線載客量偏低，但亦有輪候
名單最長更等近兩年。有殘疾人士團體向《大公
報》反映，復康巴士電話預約相當困難，需提前
一個月預約，對於 「有車無人坐」 的情況表示失
望。

患有肌肉萎縮症的香港肌健協會會長呂文林
昨日向《大公報》表示，需至少提前一個月預約
復康巴士，平時出行主要乘坐交通工具， 「我知
道好難預約，所以都不會經常預約。」 呂文林
說，無障礙電召的士價錢不菲，單是預約費已逾
百元，以他居住黃大仙為例，前往瑪麗醫院覆
診，單程車費連同電召預約費，接近400元， 「真
的好貴，但要覆診沒有辦法。」

復康巴士服務現時由兩間營運商提供，一間
負責固定路線、電話預約服務，另一間負責穿梭
服務，在2022/23年度，兩營運商分別獲得資助

1.12億元和1300萬元。
審計報告指出，運輸署負責與復康巴士營運

商安排車輛採購，2018至2023年間，共採購124
架車輛，涉款1.353億元。就復康巴士電話預約
服務為例，近五年接獲的用車要求增加28%，同
期拒絕用車要求次數則急增102%至2.1萬次，而
該段時間的平日平均有9至42架車輛處於備用狀
態。

此外，由於電話預約服務現時未就陪同者人
數設限，曾出現一人乘車、12人陪同的情況。運
輸署和營運商解釋，電話預約服務行程以康樂為
目的、出席殘疾人士團體的年度活動或特別活
動，會以較彈性方式處理陪同者最高人數。

肌健協會：隨時兩三天前被取消預約
審計署報告指出，2019年至2023年固定路線

用戶逐年遞減，但復康巴士仍加開15條路線至121
條，其中22條於去年1月至9月的每月平均乘客人
數，只有6人或以下，而輪候名單有近100人輪候
超過一年，最長更等近兩年；穿梭服務載客量同

樣偏低，來往香港兒童醫院、博愛醫院、屯門醫
院的三條路線，平均每次車程的乘客人次少於1，
而80%或以上的車程沒有乘客。

運輸署回應稱，2020至2022年在新冠疫情
下，學校停課、復康中心服務和公立醫院非緊急
服務也告暫停，復康巴士乘客需求因而減少，以
致備用車輛數目增多。負責固定路線與電話預約
服務的營運商，去年難以在本地聘請足夠車長，
以致備用車輛數目和拒絕用車要求次數增多。

香港復康會回應表示，有定期檢討現有服務
的行走路線、審視電話預約服務的安排等，並會
根據檢討內容落實相應措施，以改善輪候時間過
長、提升復康巴士車隊的使用等情況。

香港肌健協會不時組織會員到郊外活動，至
少需預約兩輛復康巴士出行，呂文林說，團體出
遊需提前半年預約復康巴士， 「最過分是出發前
兩、三天才被告知 『安排不到』 ，活動真的唯有
取消。」 他對 「有車無人坐」 的情況相當失望，
認為政府一方面鼓勵共融社會，但另一方面出行
工具仍未完善。

復康巴士有車無人搭 有人輪候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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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六年衞生署牙科街症派籌數字
年度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截至2023年10月
註：衞生署表示，籌號未派發或未使用可能是由於季節

因素，例如天氣情況和傳統節日。
資料來源：審計報告

籌額（實際派發率）

40322（92.3%）
37133（92.9%）
23787（98.6%）
28101（97.2%）
20337（99.2%）
11462（98.7%）

已使用籌號

37027
34313
23317
27067
20035
11229

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昨日
開會審議引入非本地培訓牙

醫，以及為本地牙科畢業生引入一年實習期的草
案。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在會議上表示，根據
2020年的人力推算，本港在2030和2035年的牙醫
人手差距，分別是115人和102人，預計到2040年
才有望紓緩，希望透過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增加
本港的牙醫人數。由於行業約四分三人手在私營執
業，公營界別牙醫短缺情況更嚴峻，截至今年1月1
日，衞生署牙科醫生職位空缺率達27%，嚴重影響
牙科護理服務。

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並建議，規定本地牙科

畢業生到公營機構實習至少一年。李夏茵表示，
預計最快於2025年或以後畢業的本地牙科畢業
生，實施實習期安排，避免影響今年夏季畢業的學
生正在求職的情況。

她強調，引入實習期旨在提升牙醫專業水平，與
人手供求無關，類似做法在醫生方面已實施多年。

醫療衞生界林哲玄指，世界上大部分牙科學院
都無實習安排，質疑政府提出醫生培訓已有相關
安排，是 「橙和蘋果」 的比較，要求召開公聽
會。民建聯議員陳永光亦表示支持，稱有牙
醫團體想表達意見。委員會最終在多名議
員同意下，決定召開公聽會。

▲《大公報》2022年8月報道，

政府牙科服務供不應求，長者通

宵冒雨排隊等剝牙。

2022年8月9日
《大公報》兩年前曾報道長者與基層市

民為輪候政府牙科診所的 「剝牙籌」 ，
通宵輪候排隊，衞生署其後調整派籌安排，但審

計署昨日發表新一份審計報告批評，政府牙科診所服務仍然不足，
派籌數目較疫情前減少一半，多間牙科診所有病人輪候逾7小時，直
至午夜開始登記派籌。

報告亦指出，衞生署委聘非政府機構參與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
計劃」 ，三個年度的服務人數未達標，有兩間機構連續三年的服
務人數不到目標的一半。有關注病人組織表示， 政府應雙管
齊下，加強牙科治療服務，為長者增設預防治療服務。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審計報告

昨日

擬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紓人手荒

九龍城牙科診所

可慳逾千元

輪候時間
很長，但私家
診 所 剝 牙 很
貴，寧願來這
裏等5小時，
能 省 下 千 多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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