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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本澳醫療人員梯隊建立及專業化發展

　　多年來特區政府持續投入資源，優化本地醫療服務，並在國家支持
下設立一所大型綜合公立醫療機構“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進一
步滿足醫療需求及發展醫療旅遊。然而醫療服務持續優化的同時，據了
解，本澳亦面臨醫療人員退休與新人培訓間的銜接問題，致使現職醫護
人員壓力大增，促請當局能適時審視現行十五類醫療人員及專科醫生機
制。

　　為提高醫療人員專業資格規範化，《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
制度》於2021年10月正式生效，十五類醫療人員須通過學歷或專業資格，
方可進入資格認可考試，考試合格後並需展開為期不少於六個月的實習。
以醫生為例，總實習期為52週，基本是一年開放一次實習機會，名額有
限，而目前本澳獲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適合進行實習的場所除了有衛生
局之外，亦回應社會需求增設了鏡湖醫院，最近一次則有近百名人獲准
參與醫生實習。然而始終本澳醫院實習名額有限，隨著近年衛生局和業
界有意推動青年醫療人員赴外地執業汲取經驗，而且本澳本身有不少在
外地讀醫再返澳考取執業資格，建議政府能夠與外地尤其是大灣區的合
資格醫院構成合作關係，讓本澳醫療人員能赴外實習，既紓緩本澳醫院
的壓力，亦能夠讓本澳醫療人員能夠有更多實習機會。

　　除了醫生執業註冊外，醫療水平發展亦尤其重要，然而一名專科醫
生需時五至七年培養。根據人才發展委員會的《2020-2023年澳門醫療專
業人員供求預測》研究報告，當中對於專科和普通科醫生的需求分析，
顯示2021至2023年專科醫生的需求較嚴峻，其平均需求缺口量約佔醫生
總需求缺口量八成。2022年衛生局表示，山頂醫院未來五年合資格離職
的專科醫生約90多名；而2023年社會文化司則提到，目前有160多名專
科醫生正在專科學院培訓，但仍追不上醫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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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近年醫療統計及衛生局工作報告數據，醫院在職專科醫生人數
及專科醫療（門診、急診及住院）服務量由2021年536名專科醫生、75.9
萬人次求診，增至2023年600名專科醫生、80.5萬人次求診。但值得一提
的是，隨著澳門協和醫院於去年12月試營運並提供專科門診，並且有意
發展“醫療+旅遊”，面向外地客源，即使專科醫生數量有明顯上升，從
《大健康產業高級專業人才計劃》的人力資源緊缺的專業職務（第二期）
可了解到無論是從現實層面，抑或是醫療未來發展而言，本澳缺乏多種
類型的專科醫生。

　　加上專科醫生培養週期長，與此同時有現職專科醫生面臨退休，建
議政府能夠持續投入資源，醫學專科學院充分發揮其醫學專業培訓，以
及組織、統籌和監督實習醫生培訓的職能，積極開拓管道例如本地、區
域合作、國際合作等，令到有更多醫生能夠往專科方向發展，建立補充
人力資源流失的缺口，建立可持續的專科醫生人才梯隊，避免斷層，進
一步減輕醫療人員壓力，並縮減市民輪候時間。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普通醫生培養及註冊是本澳醫療發展的基礎，《醫療人員專業
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生效至今將滿三年，請問會否根據這三年反饋，
對相關制度適時作出檢討，如資格認證、實習條件等？同時，目前十五
類醫療人員實習地點主要集中在衛生局，隨著現時本澳鼓勵青年醫療人
員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請問會否考慮與大灣區合資格的醫療機構或
場所達成合作關係，允許本澳人員前往當地展開實習，並將有關實習成
績視為同等效力？

　　二、鑒於專科醫生培養週期長且需求缺口大，政府是否已制定具體
的長期規劃和戰略性措施，如促進與大灣區及國際醫療機構的合作，從
而有效增加專科醫生的培養數量與質量，確保醫療服務的可持續發展和
醫療旅遊的進一步推動？由於退休專科醫生擁有豐富臨床經驗及醫療技
術，針對當前醫療系統尤其是專科醫生普遍面臨的人力資源短缺問題，
請問會否出台措施返聘退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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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澳門協和醫院計劃會分階段聘請400人，去年共招聘197人，餘
下人手將於今年逐步招聘。隨著澳門協和醫院將於今年9月16日正式營運，
請問目前招聘情況如何？對於本地醫療人員專業化方面有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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