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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不少醫院都
已引入人工智能技
術。圖為廣州「智
慧醫院」廣東省第
二人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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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寵茂在專訪中直言內地醫院存在
「創收文化」，醫護人員透過安排病人
接受非必要的檢查和治療增加收入的情
況不理想，內地政府亦已發現問題，並
正着手發展高質量醫院。他認為香港醫
學界可以從中分享經驗，輸出制度協助
國家培訓醫療人才，以改善大灣區整體
醫療服務質素。

內地整治「創收文化」提升質量
有別於香港的公營醫療服務由醫院管理局作中央

統籌，內地的公立醫院雖然由政府投資興建，但投
入運作後要自負盈虧，服務一般按項收費，而內地
醫生除了基本工資外，獎金會與服務量掛鈎，每應
診一名病人、多處方一種藥物，及多做一個手術都
可以爭取更多收入。
港大深圳醫院在2012年開幕後將香港的醫院

管理文化引入內地，盧寵茂表示內地政府已經發
現醫療界存在的問題，正着手推動公立醫院高質
量發展，希望將重數量變成重質量、重物質變成
重人員技術，避免醫生收回扣及紅包等違規情
況。
大灣區總人口逾8,600萬，盧寵茂指香港本

身存在醫生短缺問題，輸出醫護人才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工作不單未能發揮太大影響力，
更可能危及香港的醫療服務，但認為業界仍
可以透過輸出管理標準、文化理念及技術貢
獻大灣區發展。他舉例指，有約2,000張病床
的港大深圳醫院只有約30名香港醫生負責管
理，但全院3,200名內地職員現時都已經認同

他們的理念。

內地電子臂配藥快 港宜引入
他表示，內地雖然存在醫學院過剩問題，但卻

欠缺優質醫學院，而香港兩間醫學院和醫專均具
國際級培訓水準，對大灣區醫療發展十分重要，
他期望港大盡快與中文大學一樣，在深圳開設醫
學院。
雖然內地的醫療存在一些問題，但盧寵茂強

調內地的醫療系統亦有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
特別是建設「智慧醫院」方面，內地不少醫院
都已引入人工智能技術。他舉例指，港大深圳
醫院的配藥工作現時是由電腦負責，醫生在門
診診治病人並輸入處方藥物資料後，電子臂會
即時「配藥」，大部分病人等候「取藥」的時
間少於10分鐘，做到「藥等人」。
他認為香港的醫院亦可以考慮引入類似技

術，以改善病人的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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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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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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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關」逾一年半，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近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認

為，遲遲未能全面通關，與

香港特區政府的「外防輸

入」措施未夠嚴謹、難讓內

地防疫部門放心有關。疫下

仍深港兩邊走的盧寵茂以自

身經歷作例子，表示深切體

驗到內地防疫政策的一絲不

茍，以及香港的寬鬆。他認

為香港與其羨慕澳門與內地

恢復正常通關，不如採取與

內地看齊的防疫措施。

掃碼看片輸出港式制度 改善灣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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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強香港
與內地各領域交流合作、完善便利香港居
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對
此，盧寵茂表示，過往有不少原本在內地
養老的長者因為想享用香港醫療服務，最
後被迫回港定居，情況反映醫療問題是一
個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因素，香港特區政
府應認真研究如何讓身處大灣區內不同城
市的港人繼續享用在港的醫療福利，令市

民安心在內地工作和生活。
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香港特區政

府近年大力鼓勵港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求學、就
業和生活。但盧寵茂在專訪中提出，香港特區政
府在推動港人到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同時，必須
先處理好港人在內地所遇到的醫療問題，「大灣

區融合不能只靠高鐵、港珠澳大橋，一小時生活
圈是要令人放心在任何一個地方居住。」

「港澳藥械通」未令港人安心
中央政府去年已經推出《粵港澳大灣區藥品

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港澳藥械
通」），允許在大灣區內指定醫療機構在臨床急
需的情況下，經廣東省審批後使用已在香港上市
的藥物和香港公立醫院已採購使用的醫療儀器。
盧寵茂表示，部分香港使用的藥物於內地沒

有藥效相若的替代品，新政策方便在內地大灣區
城市生活的港人，令他們毋須特地回港配藥，但
他認為該政策仍然未足以令港人安心在內地居
住。他解釋，兩地醫療制度不同，內地公立醫院
需自負盈虧，檢查按項收費，運作模式近似香港

私家醫院，「大部分內地人可以用醫保支付大部
分醫療費用，但香港人在內地沒有醫保，以往有
許多於內地養老的香港人，因為生病而搬回來香
港，因為他們擔心無法負擔醫療費用。」

倡讓灣區港人續享港醫療福利

香港醫院
管理局主席范鴻齡

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提
出，希望修改《醫院管理局

條例》，容許醫管局資金「過
河」，以採購內地醫療服務。對

此，盧寵茂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現時
有特別支援計劃，委託港大深圳醫院代為照顧因

「控關」而未能回港覆診，但身處廣東省的醫管局
病人，而長者醫療券更早在2015年已經適用於該院，
特區政府未來應研究進一步擴展資金「過河」安排，以
便利住在內地大灣區城市的港人。
盧寵茂表示，向內地醫療機構購買服務亦有助紓緩醫管局

服務壓力，提出安排長時間輪候仍未獲接受檢查和治療的香港
公立醫院病人轉到內地接受檢查。他建議，醫管局可以首先考
慮採購較易做到標準化的影像服務，「在公立醫院照磁力共振現
時要等一年，但港大深圳醫院最長只是等一星期。」

深新標準冀灣區醫療「同質化」
不過，安排香港公立醫院病人到內地接受檢查將涉及兩地各自有法

例對病人病歷儲存作出規定，令病歷未能互通的問題，盧寵茂指他們
雖然可以準備實體檢查報告供病人保留，但病歷不互通，對需要做手
術的長期病患者造成不便，「病歷資訊十分重要，長者可能同時服用多
種慢性病藥物，例如抗血小板藥和薄血藥，如果他們要做手術可能要先
改藥和停藥。」他強調，病人安全是醫療服務的首要考慮，希望兩地政
府可以處理解決有關問題。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現時可以「過河」的資金只限用於港大深圳醫
院，盧寵茂認為做法未能便利內地港人，但指兩地的醫院認證制度有
別，特區政府採購內地醫療服務時選擇有限，故深圳正借香港的經驗
發展一套新評審標準，令內地的「三甲」制度與國際接軌。
該標準已經提交國際評審，順利的話有望在今年內獲通過，最
快明年實施，未來成為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在內所有大灣區
城市共同使用的指標，令區內醫療服務「同質化」，期望香港
特區政府屆時可以與更多分布不同城市的醫療機構合作，令在
內地大灣區城市生活的港人能繼續享用香港的醫療福利。

香港雖然已經一段時間沒有
出現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

案，但內地至今仍未放寬從香港
入境的檢疫安排，盧寵茂指出內
地已經大致成功清零，目前個別
小型爆發都是與輸入個案相關，
形容「外防輸入」是國家現時最
重要的戰爭，所以內地政府對恢
復正常通關的要求必然十分嚴
謹。

豁免妮歌潔曼 做法惹質疑
他表示，深圳市政府每日都有

密切留意香港每宗確診個案和疫
情相關新聞，早前特區政府在澳
洲疫情嚴重之際，豁免國際影星
妮歌潔曼從當地入境，全程豁免

檢疫，並可以進入香港社區活
動，做法危險使外界質疑香港的
外防輸入政策，「我可以肯定地
說，內地政府特別是深圳市政府
看得到，你說清零，但用這樣的
（免檢疫）政策，內地政府不會
相信香港可以真正做到（清
零）。」

免檢禁離醫院 嚴謹遠勝香港
盧寵茂以自身經歷為例，因工

作需要港深兩邊走，深切體會到
香港的寬鬆、深圳的嚴謹。
他目前入境內地也難以申請豁

免檢疫，即使成功獲准免檢，嚴
謹程度亦令香港望塵莫及，「即
使獲免檢疫，首3天都只能留在

醫院辦公室內，其間要做兩次核
酸檢測，結果陰性的話，3天後
才獲放寬少少，但一定要住在醫
院21天，其間不能聚餐，連醫
院的餐廳也不能到。」
他表示，人口密集的內地亦能

大致清零，反映出清零並非不可
能。
他認為香港與其羨慕澳門可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不如採取令
內地可以信任的防疫政策，「全
國人民正享受最大自由，我認為
疫情下全球最自由的地方是內
地。要除下口罩，令經濟回復，
必須做到清零。香港如果想享受
同樣自由，就要跟隨國家防疫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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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藥械通」令灣區港人毋須特地回港配
藥。圖為專用取藥窗口。 資料圖片

◀盧寵茂表
示，港大深圳
醫院照磁力共
振最長只是等
一星期。圖為
香港大學深圳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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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寵茂以自身經歷作例子，表示深切體驗到內地防疫政策的一絲不茍，以及香港的寬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

深圳
●深圳防疫嚴
謹。圖為旅客在
深圳機場二層抵
達大廳的核酸檢
測採樣點做核酸
檢測。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豁免
檢疫妮歌潔曼，
惹來外界質疑。
圖為妮歌潔曼
（紅圈示）在花
園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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