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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公營牙科缺人 街症長期爆滿

責編 曉辰 李家華 美編 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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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內地發債可扣稅
本港商界表歡迎

掃碼睇圖文

打造琴澳品牌
「澳門監造」系列標誌發布

掃碼睇文

◀屯門安定區關愛隊早前舉辦 「仁心關
懷 牙科外展關愛活動」 ，為行動不便且失
去牙齒的長者免費提供上門鑲配活動假牙
服務。 馮沛賢fb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為了紓緩牙醫人
手短缺問題，醫衛局於本月初向立法會提交《2024年
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全面修訂自1959年起
沿用的法律框架。據介紹，條例草案提出增設新途徑
容許合資格非本地培訓牙醫來港執業，引入實習及評
核期以提升本地牙科畢業生和非本地培訓牙醫的臨床
經驗，更新牙科衛生員和牙科治療師的規管架構，以
配合政府推動口腔健康和牙科護理的政策方向，務求
增加本港牙科護理人手，支援公營和資助牙科服務，
並提升整體牙科專業水平。

醫衛局相信，修訂條例草案有助增加本港牙科護理
人手，以支援公營和資助牙科服務，並提升整體牙科
專業水平，更好保障使用牙科服務的市民。政府將全
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務求讓條例草案盡早通
過，讓香港市民能獲得更優質的牙科服務。

加強培訓學額應付未來需求
陳恒鑌議員對政府修例表示支持，相信可大幅改善

牙醫人手短缺問題。他強調，政府應根據市民需求，
盡快制定公營牙科服務的具體時間表及路線圖，確保

早日提供基本、適切及優質的公營牙科護理服務。從
中長期來看，當局亦應進一步加強牙科輔助人員的培
訓學額，以應付未來需求增長。
周浩鼎議員表示，牙科服務人手不足固然是問題的

癥結，因此歡迎政府盡快修訂條例，容許非本地牙
醫到港作有限度註冊；同時提升牙齒衛生員的角
色，包括讓牙齒衛生員以更靈活方式執行他們的工
作任務例如洗牙等。他促請政府以多管齊下方式，
提升本港牙科服務人手及效率，解決牙科街症爆滿
現象。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除
政府在行動外，坊間有不少善心人士及
團隊亦向長者提供免費牙科服務。屯門
安定區關愛隊日前舉辦 「仁心關懷 牙
科外展關愛活動」，為行動不便且失去
牙齒的長者免費提供上門鑲配假牙服
務。

屯門區議員、屯門安定區關愛隊隊長
馮沛賢表示，口腔健康對於長者的生活
質素至關重要，感謝仁心牙科的支持，
免費為他們檢查及製作假牙，令長者能
夠進食及重展笑容。他希望社會各界關
注長者，尤其是獨居及行動不便的長
者，協助改善他們的生活。

副隊長彭文慧表示，牙醫團隊上門到
區內為行動不便和無牙的長者免費配假
牙，令長者可以開心進食及得到關懷，
希望今次的牙科外展服務能夠有正面影
響，帶動更多私營企業日後積極參與。

據了解，今次活動旨在為獨居及行動
不便的長者，特別是全口無牙或舊假牙
不適用的長者提供上門牙科服務，幫助
他們恢復正常的飲食和生活。關愛隊與
專業界別的合作可為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提供幫助，期待未來持續有同類的社區
關愛活動，讓更多長者受惠。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
樂報道：港人看牙難，慘過
睇大病！目前，香港牙醫人
手嚴重不足，全港平均每
1000 人僅能分配到 0.37 名
牙醫。在供求嚴重失衡下，
導致私營服務收費高昂，部
分基層市民轉而花費數小時
輪候衛生署牙科街症服務。
多名立法會議員認同公營牙
科服務嚴重不足，已不能滿足
市民需求，促請政府採取措施，
多管齊下緩解憂難。

關愛隊幫老友記
免費配假牙

牙醫註冊修例 提升專業水平

牙科街症服務就診人次

醫院牙科服務就診人次

公營牙科診所診症名額長期供不應求。記者 馮瀚文攝

總計

年度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就診人次（數目）

67100 15884 82984

60400 14669 75069

54600 15251 69851

58200 18865 77065

57500 20652 78152

34500 13270 47770

年度 就診人次（數目）

2018-19 37027

2019-20 34313

2020-21 23317

2021-22 27067

2022-23 20035

2023-24 11229

（截至2023年10月）

（截至2023年10月）

緩解睇牙難計將安出？

現時香港牙
醫主要在私營
界別執業，佔
行業人手約四
分之三。衛生署轄下口

腔頜面外科及
牙科診所

醫管局轄下口
腔頜面外科及
牙科診所

據特區政府統計，截至去年12月底，本港共有2876名註冊牙醫，當中約
700人是公營牙醫，遠未能滿足市民的牙科服務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
早前在立法會表示，目前香港每1000人只有約0.37名牙醫，遠較內地及其他
先進經濟體為低。現時香港牙醫主要在私營界別執業，佔行業人手約四分之
三，令公營界別近年短缺更趨嚴峻。截至今年1月1日，衛生署370個牙科醫
生職位中有100個空缺，空缺率高達27%，未來數年更面對退休潮，人手問題
將會惡化。

議員倡引入海外培訓牙醫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目前公營牙科服務嚴重不足，全港僅11間

提供公營醫療服務，而衛生署轄下40間牙科門診中心每月僅提供約4000個
免費名額，遠不能滿足市民需求。他認為，引入更多牙醫及發展輔助醫
療專業，是改善公營牙科服務的積極方向。

陳恒鑌介紹，民建聯早前公布《牙科服務發展藍圖暨公營牙科服務
政策倡議書》，當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設專項牙醫醫療券、放

寬牙醫職業許可試要求、改善在職培訓及職業階梯等短中長期措
施。民建聯亦建議引入海外培訓牙醫，設立特別註冊委員會，並

制定特定學府名單，以允許合資格畢業生在香港執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一直聯同民建聯屯門團隊
積極跟進牙科街症服務，過去亦曾親身於凌晨時分到訪屯

門區牙科街症診所，視察派籌實況，並與政府進行磋
商。

政府應積極做好公私營協作
牙醫學會會長陳超余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公

營牙科服務面對人手短缺和流失，政府已設法解決
問題，但在現時經濟下行情況下，香港復蘇步伐
較緩慢，牙科私營市場發展或擴張亦較慢，因此
認為在市場自然引導下，私營市場未必會吸納人
手。他預料未來一兩年畢業的牙科學生將較多地
流向公營體系。

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接受傳媒訪問
時則稱，牙科人手不足是長期問題，源於過去
數十年來政府投入於牙科服務的資源，與普
通科醫療服務相差太遠。他指，牙科街症
現時主要服務公務員，只撥少數位置予
市民，所以籌號不夠。他認為，牙科街
症派籌有改進空間，建議政府利用醫
健通或醫管局的 「HA GO」應用程
式，讓市民即日網上預約。他又提
到，聽聞部分私營牙醫近月生意
慘 淡 ， 相 信 有 空 間 做 公 共 服
務，建議政府積極做好公私營
協作。

調整牙科街症初步登記時間
衛生署自2022年起推行初步登記安排，於11間政府牙

科診所提供牙科街症服務，並在街症服務當日凌晨12時
開始登記病人資料，但有關服務長期供不應求。據審計
署早前公布的報告顯示，2018/19至2022/23年度，11間
診所的派籌數目由40322個大減至20337個，派籌比率由
92.3%增至99.2%。審計署去年12月及今年2月到訪5間
診所，發現當中4間診所在下午5時已有少量市民排隊，
輪候至少7小時才能進行初步登記。

因應審計報告提出的問題，盧寵茂5月7日出席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時宣布推行一系列措施，加強
牙科護理服務。衛生署於今年7月初起，將調整牙科街
症服務 「初步登記」時間，一律由服務當天凌晨零時改
為服務前一天晚上 8 時開始。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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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市民深宵排隊及多次往返診所。

對於上述最新舉措，周浩鼎議員感謝政府採納團隊建
議，由通宵排隊領籌改為更人性化安排，避免了牙科街
症通宵輪候領籌的苦況。

擬推線上電子派籌登記系統
同時，衛生署正計劃推行線上電子派籌及登記系統，

屆時市民毋須再親身排隊取籌，系統亦可向市民提供11
間診所實時餘籌名額資訊，確保充分利用所有名額。電
子派籌及登記系統的開發工作已經展開，爭取盡快推
出。至於關愛基金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政府已
經籌劃在今年第三季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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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長者早發現和早治療
牙患。

醫衛局亦會積極落實審計報告內
的其他建議，包括在與推行機構
簽訂的服務協議中加入有關維護
國家安全的具體條款，加強宣
傳以鼓勵長者和牙醫參與項
目，以及監察長期未完成處理
的個案等。另外，為提供足
夠的牙科專業人手配合提升
牙科護理服務，醫衛局已於
本月初向立法會提交《2024
年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