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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維持公共衛生服務的挑戰：急症室人手短缺與收費調整 
 
 
相關概念 / 名詞 
 

 生活素質（《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二分冊→基本概念） 

 公共衛生（《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五分冊→基本概念） 

 疾病診斷及治療（《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五分冊→基本概念） 

 疾病預防（《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五分冊→基本概念） 

 醫療衛生開支（《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五分冊→基本概念） 

 

 

建議探究重點 
 

 現時香港的急症室服務正面對甚麼挑戰？試分別從求診人士及當值醫護人員

的角度而加以說明。 

 承接上題，你認為甚麼因素導致這些挑戰出現？而醫管局又曾經提出哪些措施

以回應這些挑戰？ 

 綜合你所掌握的資料，分別列出贊成與反對急症室加價的意見。 

 「提高使用急症室的費用，可以減低市民濫用急症室的情況。」你在多大程度

上是否同意這個說法？試參考上題的整理所得而加以說明。 

 面對現時醫護人員人手不足的問題，有意見認為引入外地醫生來港執業是其中

一個解決方法。你是否同意這個意見？為甚麼？ 

 綜合而言，你如何評估現時香港基層醫療服務的成效？試以急症室服務為例子

而加以說明。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68 頁） 

 
 教師可以從香港的公共衛生政策當中選取適合的探究議題，而在引導學生探究

時，宜指導他們掌握當中的爭議點，例如政策制訂者（政府、非政府機構）擔

當的角色、資源分配的優次、政策能否促進社會公平或解決社會的矛盾。 

 建議教師選取統計數據，介紹香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醫療衛生總開支與本地

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令學生概略了解香港的醫療開支情況。教師並可考慮結合

因醫療科技發展而令人類壽命延長，醫療開支亦將相應增加的趨勢，引導學生

探究公共醫療開支應怎樣分配，以切合社會需要及提供多元化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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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及早發現問題 減重複住院入急症室 陳肇始：守好基層醫療第一關〉（《成報》，

2017 年 10 月 13 日。） 

 〈急症室質素 還看市民意見〉（《信報財經新聞》，2017 年 10 月 4 日。） 

 〈加價短期見效 未礙長者需求 急症室求診人數 同期比跌 6.7%〉（《成報》，2017

年 9 月 29 日。） 

 〈加價僅治標 急症照濫用〉（《文匯報》，2017 年 9 月 7 日。） 

 〈正視醫療人手荒 爭資源三步紓困〉（《文匯報》，2017 年 9 月 3 日） 

 〈急症室太擠迫要由制度入手」〉（《明報》，2017 年 8 月 28 日〉 

 〈香港急症 vs 台灣急診〉（《蘋果日報》，2017 年 7 月 27 日。） 

 〈工作量大恐漏症 業界冀增人手〉（《香港經濟日報》，2017 年 7 月 26 日。） 

 〈公立醫院百病叢生 醫療資源須更好分配〉（《香港 01 週報》，2017 年 7 月 24 日。） 

 〈三分二求診者非急症〉（《香港 01 週報》，2017 年 7 月 24 日。） 

 〈急症室迫爆問題不在於人手〉（《明報》，2017 年 7 月 21 日。） 

 〈急症室崩潰 那打素男護急籲勿濫用〉（《成報》，2017 年 7 月 12 日。） 

 〈優化門診服務 解決急症室逼爆問題〉（《東方日報》，2017 年 6 月 21 日。） 

 〈醫護人手捉襟見肘保護主義礙解困局〉（《明報》，2017 年 6 月 20 日。） 

 〈急症室加價 求診者未減 廣華依然迫爆 高永文指觀察成效需時〉（《文匯報》，

2017 年 6 月 19 日。） 

 〈急症室加價難治本 分流病人需多管齊下〉（《文匯報》，2017 年 6 月 19 日。） 

 〈新收費基層遭殃 看病難雪上加霜〉（《東方日報》，2017 年 6 月 19 日。） 

 〈公院急症室加價 有市民認為加幅可接受（視頻材料，片長 2 分 22 秒）〉（Now 新

聞，2017 年 6 月 18 日。取自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225261） 

 〈公院加價幸顧及老弱 疏導急症宜有新思維〉（《成報》，2017 年 6 月 9 日。） 

 〈議員倡急症室按分流收費〉（《大公報》，2017 年 4 月 26 日。） 

 〈正視公營醫療服務不足〉（《都市日報》，2017 年 4 月 6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因人口老化而引起的醫療負擔問題 

 醫療改革及醫療輔助基金 

 定期體檢，及時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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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自願醫療保險計劃（CD50） 

 自願醫療保險計劃（二）（CD59） 

 人口老化與引入海外醫生（CD56） 

 
 
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李浩然博士：「從歷史建築看香港公共衛生設施的發展」（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教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5/16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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