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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6月 7日 

2011年醫院管理局研討大會 

梁栢賢醫生主旨講詞 

 

醫療協作 � 優質服務的良方 

 

陳部長、周局長、胡主席、各位嘉賓、各位同事、各位女士和先生： 

 

十分多謝各位撥冗光臨，參加醫院管理局研討大會。在座各位對我們的服務舉足

輕重，所以稍後的投影片上都可能發現各位的芳蹤。 

 

在上任前，我聽說醫管局行政總裁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例如需要 24小時候命，

全年無休。所以，我上任後立即要求將辦公室的 24小時時鐘換成 48小時的。

不過，我發現原來一天 48小時都不足夠。醫管局的工作充滿挑戰，如果沒有周

一嶽局長、醫管局大會同袍和胡定旭主席的指導和灼見，以及局內同仁上下一心

的全力支持，我實在難以支撐七個月至今。 

 

接下來的二十分鐘，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過去一年的重點大事、應對未來挑戰的

方案，以及為何醫療協作是優質服務的良方。 

 

醫管局擔當著關鍵的社會角色。作為香港的主要醫療服務提供者，我們直接或間

接地為市民的健康和平安作出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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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自 20年前成立以來，一直致力為香港規劃和提供優質、便捷、廉宜而以

病人為本的醫療服務。今天，我們的成績令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羨慕不已。 

 

然而，維繫醫管局龐大的體系需要不斷投入可觀的資源和維持優良的效益。正如

美國一位著名諧星所說：「擺在醫院的病床，簡直如同按時跳錶的的士」。目前，

香港的醫療開支佔整體 GDP約 5%，其中近半數用於公共服務。與經濟合作及

發展組織的成員國比較，這個比例似乎不大。但實際上，醫管局的總開支自 1992

年以來大幅增長。醫管局 90%的預算來自政府，以 2010-11 年度為例，有關

撥款佔政府年度經常開支近近 15%。 

 

我們如何運用這筆撥款呢？與世界其他先進地區一樣，香港面臨著多種因素的交

互影響，例如人口增長和老化、科技進步、疾病形式不斷轉變和社會要求日益提

高等。過去數年間，醫療服務需求量與我們的工作量顯著增加。今天治療一名病

人，比 20 年前要投入更多的資源。我們已增聘員工、加建醫院、添置電腦斷層

掃描機和磁力共振掃描機等儀器、開展新服務，同時亦擴充了許多現有服務。 

 

此外，我們積極投入心力和資源來加強服務質素及水平。 

 

雖然資金、科技、藥物和醫院都是提供尖端醫療服務所需的資源，我們都知道還

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 人才。以病人為本的服務，背後有賴很多熱誠投

入、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過去七個月以來，主席和我以及周一嶽局長都聽

到了許多感動人心的醫護故事，見到同事們在當中付出的努力。這不僅是從論壇

和會議上聽聞，我們也曾親身陪伴同事處理日常工作。我們知道不眠不休的工作

夜是怎樣的。但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受到同事心中的熱誠。我知道這是大家工

作的動力，也明白大家為貢獻社會而在私人生活上付出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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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人服務，除了憑藉醫療硬件和心中的熱誠，還需要甚麼？我想優質的醫療服

務，不能缺少有效的人際技巧和不同專業的溝通合作，而且我們必須清楚明白每

個病人的特殊需要，並對如何滿足這些需要達成共識，因為病人的療程將會涉及

到不同的專科和專業人員。 

 

作為醫療服務的專業人員，我們應該把目光投至醫院以外，與其他夥伴建立和維

繫密切的關係。除了病人及其家屬外，還要與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大眾

保持溝通。 

 

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建立和維繫各方關係，同心協力完善我們的醫療體系，不但能

滿足本港的醫療服務需要，還可讓市民活得更健康快樂。 

 

這就是我今天的主題：「醫療協作 � 優質服務的良方」。簡單而言，這代表把各

方人士、團體和整個社會聯繫起來。所有香港人都希望本港的醫療服務不斷進

步，精益求精。醫療協作正是集結各方知識和力量，實現這個共同願望的良方。 

 

「醫療協作」有很多種方法和形式。 

 

醫療協作的一個好例子，就是由專科醫生與基層醫療醫生合作，因應個別病人的

具體需要而擬訂和提供專門的治療。 

 

另一個例子，是護士教導病人及其家屬有關疾病的知識和護理須知，協助病人自

強。 

 

介紹病人互相認識或網上聯繫，讓他們交流經驗、互相給予精神上或社交方面的

寶貴支持，也是協作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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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醫療協作形式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有效的溝通。這是指要跨越不

同醫療專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屏障，醫護人員也要加強與病人及社會大眾的互動溝

通。 

 

醫療協作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要衷誠合作，不要只顧競爭或專橫獨

斷。我們要分享知識和資源，不應為抱守專業權威而故作神秘，以致我們服務的

對象都無法了解我們的工作。這是充分實現醫療協作的不二法門。 

 

現在我還想談談醫管局與醫護人員、病人及其他主要夥伴加強配合，促進醫療協

作的一些例子。 

 

與醫護人員的協作 

 

所謂「求人先求己」，醫療協作也應如此。如果我們專業醫護人員自己都無法跨

範疇協作，就難言與其他界別順利合作了。 

 

在醫管局，我們必須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以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為共同目標及

責任，滿足病人在不同病況和治療階段下不同的需要。 

 

就此而言，成功關鍵在於凝聚員工，而有效的溝通能帶來信任、互諒和尊重，正

是重要的一環。作為醫管局的管理層，我們深明有責任維持與各級同事的雙向溝

通。因此，我們不單要表達自己的意見，更要積極鼓勵和細心聆聽其他同事發表

意見，培養「勇於表達」的文化。 

 

事實上，「聽取意見」已成為局內的常用詞。我們知道，要制訂和推行良好的策

略，就必須廣開言路，聽取同事提出的改善建議。大家群策群力，才能充分發揮

醫管局豐富的集體經驗、知識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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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也要讓同事知悉局方的最新動向及闡釋背後的原因，爭取他們對局方

政策的信任和支持。換言之，醫管局必須維持高透明度和問責性，這是達成協作

的先決條件。我們一直致力朝這個方向邁進，儘管未達至善，但今天的醫管局已

較 20年前有長足的進步。 

 

如何與醫護人員實踐上述協作原則？ 

 

夥伴協作：解決人手緊絀問題、擴闊事業發展機會 

 

過去一年，我們一直盡力應對人手緊絀的問題。前線的同事曾就人手問題表達關

注，以及醫院因而承受的額外負擔。這些問題影響了員工士氣，加劇員工流失，

導致壓力與日俱增，並影響到病人服務，形成惡性循環。 

 

局方決心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 

 

一直以來，我們致力為竭誠工作的同事們爭取合理的工作量、工作時數和工作條

件。 

 

我們十分希望能盡量增聘和挽留所需的人手。可惜我沒們有魔術棒，揮一揮就能

變出人來。幸而我們的同事真誠坦率地表達了許多寶貴意見，讓我們制訂一連串

應對措施，包括增加職位擴大招聘、改善晉升機會來挽留住員工、聘請兼職人員、

加強臨床支援服務，並為參加培訓的專業人員提供更佳的支援。 

 

支援團隊的穩定和表現是非常重要。我們十分重視12,000名助理同事的貢獻，

致力改善其工作條件，以維持穩定幹練的團隊，協助專業醫護人員提供優質服

務。因此，我們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助理職系架構檢討。 



6 
 

 

與病人的協作 

 

醫療協作的另一個要素，就是與病人的夥伴關係。為建立有效互信的夥伴關係，

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從病人的角度出發，以徹底掌握並迎合他們的需要。 

 

去年完成的病人服務滿意度調查就是我們在這方面的里程碑。雖然其他國家也有

同類調查，但這是香港首個如此大規模的全面調查，為評估病人對我們服務的觀

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為加強病人的參與和增進醫院與社區的關係，我們也推展了「病人協作傳動」計

劃，並邀請曾參加計劃的病人，擔任地區醫院活動的夥伴和病人諮詢委員會成員。 

 

與其他夥伴的協作 

 

我想談的第三個協作範疇，就是與香港、內地和全球其他醫療服務機構的協作。 

 

首先我想提的是公私營協作計劃。我們推出了數個與本港私營醫療業界合作的計

劃，在治療時間和服務機構方面為病人提供了更多選擇。這些計劃都以達致病

人、公營及私營機構的「三贏」為目標。目前，部分計劃仍在試行階段。其他已

順利推行並得到良好效果的計劃包括： 

 

 公私營醫療協作 � 醫療病歷互聯計劃。此計劃令公、私營界別能即時交

流病人的綜合資料，自 2006年開展以來，已獲得逾 138,000名病人及

超過 2,000個私營醫療機構參與。 

 「耀眼行動」白內障手術計劃。此計劃十分成功，除了為病人提供於私營

機構接受服務的選擇外，亦縮短了其他白內障病人在公立醫院的輪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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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至今已有近萬名病人受惠。有鑑於此，計劃將由 2011/12年起延長

五年。 

 因應末期腎衰竭患者對血液透析服務的需要日益增加，醫管局於去年三月

開展了為期三年的公私營協作先導計劃。 

 最近，醫管局更為政府就興建中的北大嶼山醫院第二期公私營協作計劃進

行個案研究，足見我們對進一步擴大公私營協作的興趣。 

 

與學術機構的夥伴協作 

 

在學術協作方面，我們十分重視與本港大學共同發展新的疾病療法。目前，醫

管局正於瑪麗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設立第一期臨床試驗中心，協助在香港進

行臨床試驗和將科研成果轉化到臨床應用。這兩個中心將由兩所大學主導運

作，而醫管局則提供場地及適當的支援。 

 

此外，我們也與多間大學和非政府組織，攜手開設中醫藥培訓及科研中心。 

 

與外界其他夥伴協作 

 

與海外同業交流合作，是我們持續提升服務水平的重要一環。醫院認證計劃的成

功開展，正是我們一直緊貼國際醫療界發展的成果。  

 

在局內同事的努力下，我們有五間醫院成功取得認證，顯示其服務達至世界水

平。在未來五年內，認證計劃將進一步推展至另外 15間醫院。 

 

與中國內地的夥伴協作 

 

近年來，北上內地 � 特別是深圳 � 生活、工作或退休的港人越來越多。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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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他們能持續獲得所需的醫療服務，我們最近與深圳當局簽訂了香港病人轉介計

劃，實現跨境病歷轉移，以便在深圳指定醫院接受治療的香港居民，能夠回港到

指定的醫管局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 

 

此外，我們也經常就專業培訓、醫院管理等不同範疇與內地同業進行交流。 

 

與其他組織的夥伴協作 

 

不少政府、非政府及社區組織都十分支持或樂意支持我們的醫療服務。醫管局一

直積極尋求和開拓與這些組織的合作機會，以下所述的精神科服務計劃就是其中

一項成果： 

 

 我們與多個服務機構特別是社會福利署合作推行個案管理計劃，為嚴重精

神病患者提供支援。計劃首先在三個地區推出，由於反應理想，現已擴展

至另外五個地區。 

 

希望通過這些說明和例子，讓大家更了解社區醫療協作所帶來的豐富契機。我相

信，我們開展的多個計劃只發揮了當中的小部分潛力，但這些計劃的成績已經足

以說明醫療協作的莫大裨益。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無論我們的醫院大樓、科技設施、營運計劃和策略有多出色，

都不可忘記背後全賴一群熱誠投入的同事全年無休地為病人服務。 

 

我們的醫療服務建基於醫院同事的團隊合作、公私營界別的合作、醫護人員與病

人及家屬的合作，也建基於各方及社會大眾的相互合作。 

 

全力合作便能眾志成城，得到更大的成果。開展合作只是第一步，長期協作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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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最終達到目標。我們要提供優質的服務，就必須貫徹醫療協作。 

 

健康是最寶貴的財富，讓我們攜手同心，一起邁向共建民康的目標。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