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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十五類註冊醫療人員及醫療規劃提出書面質詢

　　為滿足本澳醫療需求，特區政府近年積極保障及提升醫療衛生服務，
先後成立藥物監督管理局，引入中藥配方顆粒智能調配系統，透過醫療
人員實習考試進一步規範專科醫生和護士的培訓制度等，為澳門醫療衛
生體系的長足發展提供堅實基礎，社會樂見其成。
　　事實上，面對人口老齡化加劇，慢性疾病日漸普遍的問題，本澳對
於不同專職醫療的服務和需求亦不斷擴大。根據統計局資料顯示，本
澳“門診物理治療及康復科”求診者連續兩年佔比超過百分之13，顯示市
民對相關醫療有一定需求。雖然本澳自《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
制度》於2021年10月生效以來，明確了包括物理治療師的十五類醫療人
員的執業資格認可、有關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的開展、資格認可考試的內
容和形式等，進一步提高本澳醫療服務水平，然而物理治療應用廣泛，
實際亦包含足病診療師、運動創傷防護員、康復治療師等方面，以更精
準的方式改善患者身體功能，在身體機能康復上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隨著醫療需求日新月異，不少根據臨床研究而發展出來的專
業治療也應用在醫學領域，例如鏡湖醫院於2014年開設澳門首個在醫療
體系的音樂治療服務，以治療精神疾病及輔助治療生理疾病，為市民提供
“打針食藥”以外的另一種治療選擇。然而，由於上述非用藥醫療行業風
險程度較低，除了未被納入《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當
局仍僅限於透過巡查跟進，以及與司警聯合打擊監管職業行為，令相關
非醫療性質職業存在“灰色地帶”，難以充分保障市民的醫療安全。為此，
本澳應積極強化不同醫療範疇人員的專業性和認受性，一方面開拓多元
醫療服務和護理方案，推動醫療事業取得突破性進展，滿足和保障市民
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加强醫院和診所的協助網絡，協調醫療及社會護理
服務。
　　長遠而言，除了應加快不同醫療行業的監管，隨著衛生局中醫服務
發展廳運作、社區醫療漸趨多元，患者在急症、專科治療及社區治療都
會安排和接受不同的專科服務，當局亦曾表示研究擴大私營醫療機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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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服務範圍和項目，藉此開拓澳門醫療市場，為此，特區政府應加快
部署本澳各醫療機構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强化不同範疇的加乘效應，從
而更好地豐富和運用醫療資源，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穩步健康發展。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醫療發展離不開基礎建設、行業規管和人才培育，當局曾於去
年舉行澳 門 醫 療技術人 員狀況調查線上講解會 ，以了解未獲納入
第18/2020號法律《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的非十五類註冊
醫療人員（包括聽力師、音樂治療師、足病診療師、運動創傷防護員、
診療技術員（視軸矯正）、診療技術員（圖示記錄）、康復治療師等醫
療專業）在本澳的最新行業分佈、專業發展等內容，對此，請問當局是
否掌握上述非十五類註冊醫療人員的數量和社會應用需求，以及將如何
加大相關行業的人員培訓，與現時的醫療系統相互結合？
　　二、為配合澳門整體的醫療發展和合理分配醫療資源，當局曾表示
特區政府正制定公共臨床服務計劃，對此，請問“公共臨床服務計劃”計
劃將於何時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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