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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病人同意下可更方便快捷地查閱病歷 

4.1 在《創設健康未來》的文件中，為了善用資源，以及提供讓病人在不同醫

療層面和公私營醫療界別之間流動所需的架構，我們建議開發一個在取得病人同意

下可更方便快捷地查閱病歷的系統。我們的長遠願景是開發一個全港資訊系統，讓

在公私營醫療界別的醫護專業人員能在得到病人授權的情況下，輸入、儲存和檢取

病人的醫療記錄。 

4.2 電子健康記錄現時尚無普遍適用的定義，一般意指以電子方式儲存的記

錄，內載與個人健康有關的資料，可為醫療相關用途而予以儲存和檢取。電子健康

記錄載有個人基本資料（例如姓名、身分證明、出生日期、聯絡資料、投購保險的

資料、器官捐贈意願等）、與個人健康有關的資料（例如體重、身高、血型、膳食

習慣、運動習慣、吸煙習慣等），以及來自不同來源和地點的醫療記錄（例如診症

記錄、處方藥物、化驗結果及出院摘要）。電子健康記錄系統可協調儲存、檢取和

查閱個人的電子健康記錄。 

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的目標 

4.3 開發全港電子健康記錄系統對加強護理服務的連貫性，改善不同醫療服務

之間的配合，使病人獲益，是十分重要的。該系統亦有助推行各項改革，包括改善

公私營界別的基層醫療服務，以及在提供服務方面促進推動公私營協作。 

4.4 要達到我們的長遠願景，政府會牽頭開發全港性的電子健康記錄互通基建

平台，以達到下列目標－ 

(a) 改善醫療服務的效率和質素：醫護專業人員能夠適時查閱病人的全面醫療

資料，並因而能夠盡量減少重複檢驗及治療而提升成本效益。 

(b) 促進護理服務的連貫性和配合：家庭醫生可查閱個別病人終身健康記錄，

以便提供整全護理，並有助在不同醫療層面之間轉介病人和跟進病人個案。 

(c) 加強疾病監察：可容許迅速地提供不具名的資料，以便用於疾病監察，以

及利便編製健康統計數據，支援政策制訂和進行醫學研究。 

(d) 解決公私營醫療失衡：讓病人可在公私營服務之間自由選擇而毋須顧慮病

歷轉移問題，促進醫療服務領域內其他公私營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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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 

4.5 要達到上述目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成立了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由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擔任主席，成員包括來自公

私營醫療界別的醫護專業人員，以便藉此就措施提供督導、建立共識和收集專家意

見。督導委員會的目標是為全港性的電子健康記錄系統的整體發展制訂策略和計

劃，讓醫療界在有條件下（包括記錄所載人的同意）在醫療體制內互通個別人士的

健康記錄。為了推展有關措施，督導委員會定下了多個指導原則。督導委員會亦找

出一些與開發電子健康記錄互通基建平台有關的基本問題，包括其組成架構、涉及

的法律問題及私隱事宜的關注，以及技術標準等。督導委員會已分別成立三個工作

小組專責處理這些事宜。 

4.6 開發全港性電子健康記錄系統的工作是一項長遠措施，當中涉及公私營醫

療界別內的重大轉變。根據其他經濟體系推行類似措施所得的經驗顯示，這項措施

不單是一個涉及在軟件開發和硬件配置方面作出大量投資的資訊科技計劃，更重要

的是服務運作程序的重整，對醫護人員的觀念和他們提供醫療服務的模式均需作重

大改變，因此必須按部就班推行，開展之初便需有醫護人員的參與。這項措施不會

是一次過的單一計劃，而是一系列經協調的計劃，電子健康記錄系統亦會持續發展

和演變。 

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的未來路向 

整體工作計劃 

4.7 督導委員會現計劃在二零零八年上半年就工作計劃提交初步建議，包括有

助我們邁向建立全港性電子健康記錄互通基建平台終極目標的試驗計劃。這些建議

擬涵蓋的範圍，包括在公私營醫療界別進一步發展電子健康記錄系統的整體策略，

以及能讓不同醫療服務提供者之間，特別是公私營界別之間，互通電子健康記錄所

需的組件。有關建議亦會包括組織安排、法律架構和技術標準的未來路向。 

電子健康記錄系統的財政安排 

4.8 就開發電子健康記錄系統，尤其是其互通基建平台而言，系統開發和運作

方面分別需要資本投資和經常費用。電子健康記錄系統的持續發展和日後提升亦需

再投入資金。因此，為使這個系統得以持續發展，便需解決包括就初期所需開辦費

用以及長期運作及再投資所需費用的融資問題。 

4.9 為了開展這項措施，政府準備考慮為開發電子健康記錄基建平台所需的資

本成本提供融資，並收取少許費用甚或免費的情況下讓私營醫療界別應用公營醫療



 

第四章   發展電子健康記錄互通  第 31 頁  

界別現有的系統和相關知識及對該系統作進一步開發。我們亦會考慮其他可能的一

次過資助，以便在私營醫療界別，特別是參與各類公私營合作計劃的私營醫療服務

提供者，包括購買服務的提供者（例如提供由政府購買的基層醫療服務的醫生）、

其他獲公帑資助的醫療服務提供者（例如提供獲政府資助屬於預防性護理服務的家

庭醫生），以及各類共同護理計劃（例如公立醫院和私家醫生為長期病患者提供的

共同護理服務）的服務提供者，建立電子健康記錄系統。 

健康記錄互通的公眾教育 

4.10 現時並非所有病人都了解查閱其個人健康記錄的權利和健康記錄互通的優

點。若要電子健康記錄系統成功，並取得社會的支持，公私營醫療界別應協力進行

更多公眾教育活動，宣傳有關健康記錄互通的優點，以及具備互通功能的電子健康

記錄系統有何好處。我們將會繼續研究如何推廣健康記錄互通的好處，並推廣一個

以病人為本的病人記錄互通的文化，以期提供更佳的醫療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