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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民就機構管治方面的擬議規定提出的意見

諮詢事項

3.1	 我們在《諮詢文件》第五章提出以單元組合的方式規管私營醫療機構，並就此
徵詢市民的意見。根據這個方式，我們識別了 19 個規管範疇，這些範疇集合起來就成為
擬議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下主要的規管規定。該19個範疇按其規管對象分為五個組別，
包括機構管治、機構的標準、臨床質素、收費透明度和罰則。本章及隨後四章載述我們所
收到有關這五組規管範疇的意見。

3.2	 在機構管治方面，我們提出了五個規管範疇，分別是（A1）委任負責人；（A2）
成立醫學顧問委員會；（A3）設立投訴管理制度；（A4）設立可連接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系統（互通系統）的資訊系統；以及（A5）維持醫院的認證資格。我們認為，良好的機
構管治有助確保私營醫療機構的服務質素、效率及安全。

市民的意見

(A1)	 委任負責人

(A2)	 成立醫學顧問委員會

3.3	 市民支持清楚訂明私營醫療機構負責人的職責，以便對所有私營醫療機構負責
人的委任作出規管，以及強制規定私家醫院必須成立醫學顧問委員會的建議。有些表示支
持的意見指出，應列明獲委任為負責人的人士需具備的資格和經驗。	有些提交意見的團
體／人士建議，除私家醫院外，也應規定其餘兩類私營醫療機構必須成立醫學顧問委員會。

(A3)	 投訴管理制度

3.4	 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建議參考醫院管理局採用的兩層投訴管理機制，設立兩
層投訴處理制度，處理所有對私家醫院作出的投訴。第一層應設於提供服務的層面，私家
醫院必須根據規管當局訂定的統一投訴處理機制，直接處理投訴。第二層則根據中央統籌
的獨立處理機制，透過設立一個名為“處理私家醫院投訴獨立委員會（投訴委員會）”
的委員會，處理未能解決的個案。

3.5	 絕大部分意見支持政府設立投訴管理制度。電話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受訪
者（93.6%）非常同意或同意政府應該設立投訴機制，處理病人對受規管私營醫療機構的
投訴，只有非常少數受訪者（1.1%）表示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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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些建議認為，對其餘兩類私營醫療機構作出的投訴，也應由投訴委員會負責
審理。有其他意見則強調，擬議的兩層投訴處理制度必須獨立於任何私營醫療機構，以避
免出現潛在或實際的利益衝突。有人更建議，擬議設立的投訴委員會的主席及（至少有部
分）委員必須為獨立人士，以確保投訴的審理工作在客觀公平的情況下進行。此外，有建
議指出第一層的投訴應由一個中立的機關（例如衞生署）負責調查，而非由醫院自行
處理。

(A4)	 設立可連接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資訊系統

3.7	 市民普遍支持規定醫院設立可連接互通系統的資訊系統的建議。有提交意見的
團體／人士指出，這項建議可提供架構，於不同醫療層面和公私營醫療界別之間轉移病人。
另有提交意見的團體／人士認為，長遠而言，這項建議應涵蓋其他類別的私營醫療機構，
讓於該些機構執業的醫生也可取用病人的完整醫療記錄，以作出適當的醫療決定。然而，
有意見對於若建議涵蓋該些機構，機構所需承擔的成本表示關注。

3.8	 另一方面，有些提交意見的團體／人士對使用該系統所引起的私隱問題表示關注。
有人建議，醫院應就處理資料外洩，以及管理病人健康記錄的查閱和使用制訂清晰的政策
和守則。其他與此建議有關的意見包括在私營界別執業的醫生未必熟悉互通系統的運作。

(A5)	 維持醫院的認證資格

3.9	 市民支持醫院維持認證資格的建議。有提交意見的團體／人士指出，規管當局應
說明哪些類別的認證機構是獲規管當局接受的。另有提交意見的團體／人士贊成，長遠而
言應把醫院認證訂為對私家醫院的強制要求，並建議規管當局訂出實施這項規定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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