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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況



第一章
香港的醫療系統及醫療專業人員

1.1.1 過去數十年，香港建立了一個高效而
且優質的醫療系統，為市民提供方便以及可
負擔的醫療服務。本港的醫療人員勤奮盡
責，敬業樂業，努力不懈發揮專業精神，使
本港在公共衞生方面的成績斐然。嬰兒死亡
率由1970年的每 1 000名活產嬰兒有19.6名
夭折下降至2015年的每 1 000名活產嬰兒只
有1.5名夭折。在1971年，男性和女性出生
時的預期壽命分別為67.8歲和75.3歲，在
2015年則分別延長至81.4歲和87.3歲。目
前，就多個健康指標（包括預期壽命和嬰兒
死亡率）而言，本港均名列前茅。

1.1.2 本港的醫療系統以穩健的公營醫療界
別和蓬勃發展的私營醫療界別雙軌並行的模
式運作。公營醫療系統由政府資助，主要由
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提供醫療服
務。衞生署負責公共衞生職能，包括促進健
康、預防疾病，以及規管藥物、醫療專業人
員和醫療設施。醫管局透過轄下42間醫院、
47間專科門診診所、73間普通科門診診所、
18間中醫門診診所及社區外展隊，提供多項
由政府大幅資助的醫療和復康服務。

1.1.3 政府的既定政策是確保本港不會有人
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醫療服務。因此，公營
醫療系統為全港市民的安全網，讓他們以可

1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8 號報告書》，政府統計處（2015）。

負擔的費用接受公營醫療服務。所有使用公
營醫療服務的病人，不論其負擔能力，都只
須支付相當於實際服務成本一小部分的費
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或獲批醫療費
用減免的人士，更可獲全額豁免支付醫療費
用。

1.1.4 本港的私營醫療系統與公營醫療系統互
相補足，讓有能力且願意負擔醫療費用的人士
可以自費更靈活地選擇醫療服務。私營界別包
括各類具規模的服務提供者，包括11間私家醫
院和數千間診所、護養院、社區藥房、醫務化
驗所、診斷成像中心和眼鏡店等，在提供醫療
服務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1.1.5 本港的日間醫療服務主要由私營醫療系
統提供，佔所有接受醫生和牙醫診治人次的約
70%，當中主要是在基層醫療層面提供治療。
就基層醫療而言，本港巿民最常前往求診的是
私家西醫，其次是衞生署 / 醫管局轄下門診部
的西醫及私家中醫1。

1.1.6 目前，第二層及第三層醫療服務主要由
公營醫療系統提供。本港有42間公營醫院和11
間私家醫院，分別提供約27 800張及4 200張病
床。醫管局轄下的公營醫院處理約80%入院個
案，佔整體病床日數近90%。現時，差不多所
有緊急個案都由公營醫院急症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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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醫療衞生
開支

1.2.1 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維持本港醫療系統
的優質服務。在1989-99年度至2013-14年度
期間，本港的醫療衞生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
值的百分比由3.6%增至5.7%，而同期公共
醫療開支佔全港醫療衞生總開支的比例，則由
39%增至49%。

1.2.2 政府對醫療的重視有目共睹，不斷投
放更多資源。2015-16年度，政府在醫療方
面的經常開支達56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
總額17%，較2010-11年度增加54%。受惠
於政府持續投放資源，巿民得以繼續享用高
度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現時，近93%的公
營醫療服務成本由公帑資助。政府的醫療開
支大部分用於人力資源，員工薪酬佔醫管局
經常開支總額約70%。

1.3
醫療人手

1.3.1 本港擁有世界一流的醫療系統和極專業
的醫療隊伍。在2011年，本港約有83 000名須
法定註冊的13個醫療專業人員。截至2016年年
底，須法定註冊的13個醫療專業人員增至
99 000名，包括14 013名醫生、2 441名牙醫、
424名牙齒衞生員、52 389名註冊護士及登記護
士2、4 540名助產士2、9 909名註冊中醫及表
列中醫、2 659名藥劑師、1 911名職業治療
師、2 956名物理治療師、3 443名醫務化驗
師、2 180名視光師、2 209名放射技師及209
名脊醫。

2以註冊人數計算。有個別人士或會持有兩個甚至三個註冊，如同時為註
冊護士、登記護士及註冊助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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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括號中的百分比表示該醫療專業人員佔總人數的比例

圖1.1 醫療專業人員的數目（截至2016年年底）

資料來源：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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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011年至2016年醫療專業人員的增長

資料來源: 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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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1990年至2016年醫療專業人員數目（按每1 000人口計算）3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6年
醫生 1.1 1.3 1.5 1.7 1.8 1.9 1.9
牙醫 0.3 0.3 0.3 0.3 0.3 0.3 0.3
護士（註冊及登記） 4.8 5.6 6.0 5.2 5.7 6.9 7.1
助產士 1.7 1.8 1.8 0.7 0.7 0.6 0.6
中醫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2 1.3 1.3 1.3
藥劑師 0.1 0.2 0.2 0.2 0.3 0.3 0.4
職業治療師 不適用 0.1 0.1 0.2 0.2 0.2 0.3
物理治療師 不適用 不適用 0.2 0.3 0.3 0.4 0.4
醫務化驗師 不適用 0.4 0.4 0.4 0.4 0.5 0.5
視光師 不適用 不適用 0.3 0.3 0.3 0.3 0.3
放射技師 不適用 不適用 0.2 0.2 0.2 0.3 0.3
脊醫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01 0.02 0.03 0.03

資料來源: 衞生署

3 有關年份年底的數字，除了受人員入職和離職影響以致數字有所變動外，2001年的助產士人數及2005年的護士人數與前一年相比有明顯跌幅，原因是
部分人員（逾7 000名助產士及10 000名護士）未能按規定取得有效執業證明書，當局最終從相關名冊中除名。有關年份之前的數字分別為已向發牌當
局註冊或登記的助產士及護士的累計總人數。合資格的醫療專業人員或已於其後的年份重新註冊／登記。

1.3.2 根據最新醫療衞生服務人力統計調     
查，有51%的醫生在公營界別4工作。大多數
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醫務化驗師
和放射技師在公營界別工作，而牙醫、牙齒衞
生員、註冊及表列中醫、藥劑師、視光師及脊
醫一般大部分在私營界別工作。

4 除非特別註明，公營界別包括政府、醫管局、學術及資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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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衞生署醫療衞生服務人力統計調查

圖1.4 醫療專業人員按工作機構界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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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

醫生 主要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

正式註冊醫生 14 013

臨時註冊醫生 379

有限度註冊醫生 134

暫時註冊醫生 81

註冊專科醫生 6 797

醫生人口比例 1 : 526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51% : 49%

醫管局聘請超過40%本港註冊醫生。

男女比例 68% (男性);
32% (女性)

年齡中位數 46

年齡分佈
20-29 10.1%
30-39 23.6%
40-49 25.8%
50-59 19.7%
   60 20.8%

*   根據13 689名正式註冊醫生（佔正式註冊醫生總
人數約98％）的出生日期資料統計所得。

規管機構 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醫生培訓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香港大學(港大)

專科醫生培訓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醫專)

訓練一名專科醫生需時，至少經過13年訓練（6年基
本醫學訓練、1年醫管局駐院實習訓練和至少6年專科
訓練）。

1.3.3 截至2016年年底，本港共有14 013名正
式註冊醫生及134名有限度註冊醫生，其中，有
6 797人為註冊專科醫生。本港的醫生人數一直
穩步上升。在1980年，本港有3 632名醫生，到
了1985年則有4 887名，按每1 000人口計算的
醫生比例分別為0.7和0.9。隨着本港第二間醫學
院的成立及其首批學生於1986年取得醫科學位
後，按每1 000人口計算的醫生比例在1990年進
一步增至1.1，在2016年再增至1.9。

1.3.4 在港執業的醫生約有51%在公營界別
（包括醫管局、衞生署、資助和學術機構）服
務，其餘則在私營界別工作。註冊醫生的年齡
中位數為46歲。約32%的註冊醫生為女性，
68%為男性。在2007年，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則
分別為27%及73%。

1.3.5 現時本港有兩間醫學院提供基本醫學訓
練。有志成為醫生的人士，必須修讀為期6年的
醫科課程，以取得由中大或港大頒授的內外全
科醫科學位。獲頒授醫科學位的學生須以臨時
註冊在醫管局接受1年駐院實習訓練，以符合資
格向醫委會申請成為註冊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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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從醫科生直到成為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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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完成駐院實習訓練的醫生方有資格申
請接受專科培訓。醫專為本港提供專科培訓
的法定機構，轄下15間專科學院提供66個專
科（包括牙科）的培訓。受訓的醫生經過至
少6年的培訓，在通過畢業考試後可獲授醫
專院士資格，可向醫委會申請註冊成為專科
醫生。專科醫生須進行持續醫學進修以維持
其專科資格。

1.3.7 在1996年9月前，英聯邦國家所頒授
的醫學資格獲醫委會認可，持有該等資格的
畢業生可在本港註冊。因此，當時非本地培
訓的醫科畢業生是本港醫生人手供應的重要
來源。其後，所有非本地培訓的醫科畢業生5

都必須通過執業資格試，並須完成指明期限
的駐院實習評估，才可在本港成為正式註冊
醫生執業。因此，具備非本地醫學院醫學資
格的新增註冊醫生所佔比例由19 9 2年至
1996年的5年期間的每年平均56%下降至
2012年至2016年的13%。

5 除了按《醫生註冊條例》第35 條過渡性條文獲註冊的非本地培訓的醫
科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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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新增註冊醫生所持學歷（1990年至2016年）

資料來源: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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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本地醫科畢業生現已成為本港醫生人 增至2009/10學年的320個及2012/13學年的
手供應的主要來源。本地兩間醫學院的收生 420個，再增至2016/17學年的470個。
額持續增加，收生額由2005/06學年的250個

圖1.7 公帑資助的醫科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註：由於學制的轉變，教資會資助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錄取舊學制和新學制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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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通過執業資格試並完成駐院實習評估後獲得正式註冊

1.3.9 非本地培訓的醫科畢業生須通過醫委會 驗（第2部分）和臨床考試（第3部分）。執業
舉辦的執業資格試，並須在醫管局完成指明期 資格試以往每年舉行1次。由2014年開始，醫
限的駐院實習評估，方可在本港註冊執業。 委會增加執業資格試的次數，由每年1次增至每

年2次。過去5年執業資格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
1.3.10 執業資格試由3個部分組成，分別是專 率載於圖1.8。
業知識考試（第1部分）、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

圖1.8 醫委會執業資格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

年份
專業知識考試 醫學英語

技能水平測驗 臨床考試
(第1部分) (第2部分) (第3部分)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2012 237 61
(26%) 74 67

(91%) 108 47
(44%)

2013 280 102
(36%) 115 103

(90%) 143 46
(32%)

2014 307 60
(20%) 105 80

(76%) 155 74
(48%)

2015 297 59
(20%) 98 80

(82%) 128 40
(31%)

2016 295 36
(12%) 97 90

(93%) 132 41
(31%)

資料來源: 醫委會

1.3.11 醫委會已就具備專科資格的非本地培訓
醫生的實習訓練作出較具彈性的安排。在新安
排下，已通過執業資格試的人士，若其擁有相
等於醫專院士的專科資格，可向醫委會申請豁
免相關專科實習訓練。有關實習訓練可由1年縮
短至半年。在2015年，醫委會進一步調整執業
資格試的豁免要求。就執業資格試的第3部分，
即臨床考試，申請有關科目豁免的所需經驗由
10年減至6年。就承認專科資格的要求，原先須
獲執照組認可為表現卓越的國際知名醫生，現
改為申請人在申請豁免的科目上擁有相等於醫
專院士的專科資格便可。

有限度註冊

1.3.12 此外，受聘於醫委會公告指定機構並具
備相關經驗和知識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向醫委
會申請有限度註冊。有限度註冊最長為期1年，
期滿後，有關人士可向醫委會申請續期，續期
的期限同樣為1年。

1.3.13 醫委會曾作出12項有限度註冊的公告。
第1、5、6、7、8及11號公告所關乎的受僱工
作類別已不再存在。現時有6項公告仍然生效，
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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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生效的有限度註冊公告 

公告編號 受僱工作 刊登憲報
的日期

第2號公告 有關人士須受僱擔任下述類別的全職工作： 23.12.1994

(a)受僱於政府為醫生，以從事衞生署署長指明的研究工作、
醫療臨床工作或特別醫護服務；

(b)受僱於醫管局為醫生，以從事該局指明的研究工作、醫療
臨床工作或醫院工作；

(c)受僱於中大或港大為醫生，以從事醫學院的教學、研究工
作或執行醫院工作

第3號公告 該等人士的姓名於1964年年底之前已記入衞生署診療所註冊
主任所備存的名冊內，並受指定提供基層健康護理，負責管
理豁免受《診療所條例》(第343章)第7條規管診療所內醫療
事務的人士

3.11.1995

第4號公告 該等人士的姓名於1964年年底之前已記入衞生署診療所註冊
主任所備存的名冊內，及已根據或曾根據醫委會公告第3號作

9.11.2001

有限度註冊，並獲任用提供基層健康護理，負責執行根據    
《診療所條例》(第343章)註冊的診療所的醫務管理工作

第9號公告 受僱於就路政署工程合約編號HY/2012/08屯門至赤鱲角連接 20.3.2015
路 – 北面連接路海底隧道段工程，監督一切與在壓縮空氣中
進行建築工程相關而產生的醫療事務

第10號公告 受僱於獲香港律師會註冊的律師行，在香港為人進行身體檢
查，而目的純粹是為該人擬備醫學專家報告，以供在香港法
院待決的法律程序中使用

17.7.2015

第12號公告 受僱於一年一度的欖球賽事“世界七人欖球系列賽” 21.8.2015

資料來源: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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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134名有限 例》第7條規管的診療所（27人）、根據《診療
度註冊醫生，分別受聘於兩間醫學院（79 所條例》註冊的診療所（12人）和承辦路政署
人）、醫管局（14人）、獲豁免受《診療所條 工程合約的公司（2人）。

圖1.10 有限度註冊的數字

公告 截至
2012年年底

截至
2013年年底

截至
2014年年底

截至
2015年年底

截至
2016年年底

第2號公告 118 115 97 104 93
中大 (62) (58) (51) (62) (52)
港大 (45) (45) (33) (30) (27)
醫管局 (11) (12) (13) (12) (14)
衞生署

第3號公告
(0)

公告 41
(0)
36

(0)
34

(0)
31

(0)
27

第4號公告 16 15 15 13 12
第9號公告 - - - 2 2
第10號公告 - - - 0 0
第12號公告 - - - 0 0
總數 175 166 146 150 134

資料來源：醫委會

新增註冊醫生（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15 2012年至2016年，持本地資格的新增
正式註冊醫生的每年平均人數為280人(87％)，
而持非本地資格的新增正式註冊醫生的平均人
數為42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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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主要數據（截至2016 年年底）

註冊牙醫 2 441

註冊專科牙醫 260

牙醫人口比例 1 : 3 021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26% : 74%

大部分註冊牙醫在私營界別執業。

男女比例 68% (男性);
32% (女性)

年齡中位數 48

年齡分佈
20-29 12.0%
30-39 21.6%
40-49 20.7%
50-59 27.9%
  60 17.8%

*根據2 392名註冊牙醫（佔總註冊人數約98％）的出生
日期資料統計所得。

規管機構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牙醫培訓 港大

港大牙醫學院乃全港唯一一間提供牙醫學士課程的院校。

專科牙醫培訓 醫專
（香港牙科醫學院）

訓練一名專科牙醫需時，至少經過12年訓練（6年基
本牙科醫學訓練和至少6年專科訓練）。

1.3.16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2 441名註
冊牙醫，當中有260人為專科牙醫。在港執業的
牙醫有74%以上在私營界別工作，其餘則受聘
於政府牙科診所或公營醫院的口腔頜面外科及
牙科部，資助機構及學術機構。註冊牙醫的年
齡中位數為48歲。約32%的註冊牙醫為女性，
68%為男性。在2007年，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則
分別為27%及73%。

1.3.17 以往，本港一直依賴非本地培訓的牙
醫，直至1985年港大牙醫學院的第一批牙科學
生畢業。時至今日，港大仍然是全港唯一一間
提供牙醫學士課程的院校，過去每年錄取約53
名學生，在2016/17學年起每年錄取約73名學
生。有志成為牙醫的人士，必須修讀為期6年的
課程，以取得港大頒授的牙醫學位。畢業生無
須經過實習，可直接向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註
冊在港執業。

1.3.18 醫專轄下的香港牙科醫學院組織、監
督、評估及認可牙醫專科培訓。有志向香港牙
醫管理委員會註冊成為專科牙醫的人士，可接
受為期最少6年的專科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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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資會

註：由於學制的轉變，教資會資助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錄取舊學制和新學制的學生。

圖1.11 公帑資助的牙科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2018/192017/182016/172015/162014/152013/142012/13
中學文憑
考試

2012/13
高級程度
會考

2011/122010/112009/102008/092007/082006/072005/062004/05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學年

學
位
數
目

港大

50 50 50 50 50

53 53 53 53 53 53 53 53

73 73 73

非本地培訓的牙醫

1.3.19 非本地培訓的牙醫必須通過香港牙醫管
理委員會舉辦的許可試，才符合資格在本港註
冊執業。與醫生的情況相似，在1992年10月  
前，所有持有認可資格（包括在英聯邦國家取
得的資格）的非本地培訓牙科畢業生均可在港
註冊6。其後，所有非本地培訓牙醫必須通過許
可試。因此，具備非本地牙科資格的新增註冊

牙醫比例由1988年至1992年5年期的平均每年
54%下跌至2012年至2016年5年期的13%。

6 自1990年4月1日起，持有由澳洲、加拿大、美國和南非所頒授的基本牙科認可資格  
的人士必須通過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許可試，作為註冊的先決條件。 由1992年10
月1日起，持有由英國、愛爾蘭、新加坡和新西蘭所頒授的基本牙科認可資格的人士
必須通過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許可試，作為註冊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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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2 新增註冊牙醫所持學歷（1988年至2016年）

資料來源：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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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為非本地培訓牙醫舉辦的許可試由3個 本地培訓牙醫舉辦許可試的次數，由每年1次增
部分組成，分別是筆試（第1部分）、實務考試 至每年2次7。
（第2部分）和臨床考試（第3部分）。過去5年
執業資格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載於圖1.13。

7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通過由2015年起將許可試的次數，由每年一次增加至每年兩
由2015年開始，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增加為非 次。作為過渡安排，2015年僅舉辦了一次許可試，2016年則舉辦了三次許可試。

圖1.13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許可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

年份 筆試 實務考試 臨床考試
(第1部分) (第2部分) (第3部分)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2012 46 4
(9%) 28 9

(32%) 10 7
(70%)

2013 45 4
(9%) 16 3

(19%) 8 6
(75%)

2014 53 17
(32%) 27 7

(26%) 8 3
(38%)

2015 40 3
(8%) 17 7

(41%) 18 12
(67%)

2016 89 20
(22%) 47 13

(28%) 32 19
(59%)

資料來源：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1.3.21 由2015年起，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進一 8過往考生只可保留合格考試成績兩年。經修訂的政策下，考生可在未來四次考試或

步就個別部份的許可試作出改善安排，包括容
四年保留第1、第2及第3部分考試的合格成績，兩者以較早發生者為準。此規定適
用於在2015年或以後的許可試中取得合格成績的考生；或持有在2013年或/及2014

許考生保留部分考試合格的成績，僅重考不合
年的許可試中取得而在舊有成績保留政策下仍有效的合格成績的考生。

9

格的部分。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亦就其成績保
過往考生須通過第1部分考試，才可參加第2部分，及於通過第2部分考試，才可參
加第3部分。在修訂的政策下，在通過第1部分考試後，考生可在同一次考試中： 

留政策
(i)參加第2部分考試；或 8及應試安排9作出新指引。 (ii)不論是否通過是次的第2部分考試，同時參加第2及第3部分考試。 

第一章 | 香港的醫療系統及醫療專業人員 16



新增註冊牙醫（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22  2012年至2016年，每年持本地資格的新
增註冊牙醫的平均人數為52人(87％)，而持非
本地資格的新增註冊牙醫的平均人數為8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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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衞生員主要數據（截至2016 年年底）

登記牙齒衞生員 424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8% : 92%

超過9成牙齒衞生員在私營界別執業。

男女比例 5% (男性);
95% (女性)

絕大部分牙齒衞生員為女性。

規管機構 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牙齒衛生員培訓 港大附屬學院

1.3.23 牙齒衞生員是指按《牙科輔助人員（牙
齒衞生員）規例》（第156B章）第3條符合資
格並獲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接納登記成為牙齒
衞生員的人士。牙齒衞生員的工作範圍主要包
括清洗牙齒及刮牙、拍攝口腔X光照片及按照註
冊牙醫的指示就與牙齒衞生有關的事宜提供意
見。牙齒衞生員在登記後便會一直名列在名冊
中，無須每年續期。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
有424名已登記的牙齒衞生員，超過90%的牙齒
衞生員在私營界別工作。約95%的牙齒衞生員
為女性，5%為男性。女性和男性的比例與2007年
大致相約。

1.3.24 港大附屬學院為有志成為牙齒衞生員人
士提供牙科衞生護理高級文憑課程，課程由菲
臘牙科醫院協助舉辦。牙齒衞生員必須向香港
牙醫管理委員會登記。現時其他牙科輔助人員   
(例如牙科護士、牙科技術員和牙科治療師）無
須登記或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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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主要數據（截至2016 年年底）

註冊護士（普通科） 36 555

註冊護士（精神科） 2 612

註冊護士（弱智科） 5

註冊護士（病童科） 6

登記護士（普通科） 11 719

登記護士（精神科） 1 492

護士（包括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佔本港整體醫療人手
超過一半。

護士人口比例 1 : 141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註冊護士：
83% : 17%
登記護士：
66% : 34% 

男女比例 註冊護士：
15% (男性) ;
85% (女性)
登記護士：
11% (男性) ;
89% (女性)

大部分護士為女性。

年齡中位數（註冊護士）
年齡中位數（登記護士）

42
41

年齡分佈
20-29
30-39
40-49
50-59
  60

*根據有38 954名註冊護士和13 144名登記護士（佔總註
冊及登記人總數約99％）的出生

22.8%
21.5%
25.5%
21.4%
8.8%

日期資料統計所得。

規管機構 香港護士管理局

護士培訓 由院校、醫管局和私家醫院舉辦的
獲認可護理訓練課程

除了教資會資助院校的護理訓練課程外，自資界別的護
理培訓亦非常蓬勃。中大、港大及香港理工大學（理
大）每年分別提供630個及125個公帑資助的護理學第1
年及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醫管局、私家醫院及其
他高等院校開辦自資課程，每年提供約 2 200個學額。
每年合共有約3 000個護理培訓學額。

1.3.25 護士(包括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佔本港
整體醫療人手超過一半。護士必須向香港護士
管理局註冊或登記，方可在本港執業。在2016
年年底，全港有52 389名護士(以註冊數目計算，
由於個別人士持有多於一項註冊，實際人手數
字會較少)，包括39 178名註冊護士和13 211名登
記護士，或可分類為48 274名普通科護士和
4 104名精神科護士及11名弱智科和病童科護士。

1.3.26 約有83%的註冊護士和66%的登記護
士在公營界別工作。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的
年齡中位數分別為42歲和41歲。約85%的註
冊護士為女性，15%為男性。在2007年，女
性和男性的比例則分別為88%及12%。至於
登記護士，約89%的登記護士為女性，11%
為男性。在2007年，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則分
別為92%及8%。

1.3.27 註冊護士的訓練為高級/專業文憑或學
位課程，訓練為期3至5年，視乎個別課程結
構而定。登記護士的訓練屬兩年制文憑或高
級文憑課程。登記護士修畢兼讀課程或轉職
課程後，可成為註冊護士。不論是註冊護士
或登記護士學生，均可選修普通科或精神科
護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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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4 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的培訓

註冊護士

註冊前訓練
訓練為期

三至五年，視乎
個別課程結構
而定

高級／專業文憑
或學位課程

兼讀課程
或轉職課程

文憑或高級
文憑課程

登記前的訓練 兩年制

登記護士

1.3.28 早年的護士培訓主要為以醫院設立的護 以導修課堂。直至90年代初，大學才陸續開辦
士學校提供。當時的護士訓練為學徒制度形    護理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
式，護士學生透過在病房全職工作學習，並輔

圖1.15  護士培訓的演變

早年護士培訓 現時情況

由醫院設立的
護士學校提供

公帑資助及
自資學士及
研究生培訓課程

護理學士學位
及高級文憑課程

九十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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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為紓緩社福界護士人手短缺情況，社署
自2006年起與醫管局合辦2年制登記護士（普
通科）／登記護士（精神科）訓練課程，至今
已舉辦共14班訓練課程，提供合共約1 800個訓
練名額。訓練課程全數由政府資助。學員須簽
署承諾書，同意畢業後在社福界連續工作2年。
首11班訓練課程的畢業學員當中，逾9成於畢業
後投身社福界。

1.3.30 現時本港有多間機構提供護士訓練。三
所大學（中大、港大及理大）每年分別提供630個
及125個公帑資助的護理學第1年及高年級學士
學位課程學額。同時，香港公開大學、港大專
業進修學院、港大附屬學院、東華學院、明愛
專上學院、醫管局4間護士學校及4間由私家醫
院開辦的護士學校以自資形式每年提供約2 200
個學額。

圖1.16 本港護士的培訓

755
個公帑資助
學額

~2 200
自資學額

中大 香港公開大學
港大 東華學院      
理大 明愛專上學院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港大附屬學院
醫管局
私家醫院

香港
公開大學

於2008年重開
護士學校

圖1.17 護理自資培訓學額的增加

於2005年起
開辦護理學位課程

於2015年起
開辦護理學位課程

醫管局

於2012年起
開辦護理學位課程

明愛
專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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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政府推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自2015/16學年起資助每屆約1 000名學生修讀
有殷切人力資源需要的指定範疇（包括護理) 的
選定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自資本地學士學位課    
程。該計劃將於2018/19學年恆常化，並增加資
助學額至每屆約3 000個。透過這計劃下，
2015/16 學年獲資助的護理課程學額為420個10。

2016/17及2017/18學年，則分別有480個護理
課程學額獲得資助11。

10 包括由香港公開大學開辦的150個普通科護士和70個精神科護士培訓學額，以及
200個由東華學院開辦的護理訓練課程學額。

11 包括60個由明愛專上學院開辦的護理訓練課程學額，以及註釋10中所述的420個學
額。

圖1.18 公帑資助的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資料來源：教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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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學制的轉變，教資會資助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錄取舊學制和新學制的學生。

非本地培訓的護士

1.3.32 非本地培訓的護士如有意在港執業，必
須符合香港護士管理局訂明的註冊規定，包括
通過香港護士管理局舉辦的執業試。為非本地
培訓護士舉辦的執業試由筆試和實習試兩部分
組成。過去5年執業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載於
圖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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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9 香港護士管理局執業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
（普通科註冊及登記護士）

年份 筆試 實習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2012 192 98
(51%) 176 41

(23%)

2013 182 61
(34%) 162 50

(31%)

2014 204 70
(34%) 152 29

(19%)

2015 177 62
(35%) 127 40

(31%)

2016 145 60
(41%) 98 32

(33%)

資料來源：香港護士管理局

1.3.33 由2016年開始，香港護士管理局增加為
非本地培訓護士舉辦的執業試筆試次數，由每
年1次增至每年2次。 

新增註冊及登記護士（本地及非本地
培訓）

1.3.34  2012年至2016年，持本地資格的新增註
冊護士的每年平均人數為1 695人(98％)，而持
非本地資格的新增註冊護士的平均人數為27人
(2％)。同期，持本地資格的新增登記護士的每
年平均人數為792人(98％)，而持非本地資格的
新增登記護士的平均人數為13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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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 主要數據（截至2016 年年底）

註冊助產士 4 540

助產士人口比例 1 : 1 624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85% : 15%

男女比例 0% (男性);
100% (女性)

註冊助產士可以同時註冊為護士。約95％助產士同時
持有註冊護士資格。

規管機構 香港助產士管理局

助產士培訓 威爾斯親王醫院助產士學校
（臨床實習在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認
可的臨床訓練場所的產科部門進
行）

威爾斯親王醫院助產士學校是本港現時唯一一間提供
助產士訓練的機構。該校開辦為期18個月的助產士文
憑課程，課程只供註冊護士修讀。任何人士須先通過
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舉辦的執業試方可於香港助產士管
理局註冊執業。

1.3.35 威爾斯親王醫院助產士學校是本港現時
唯一一間提供助產士訓練的機構。該校開辦為
期18個月的助產士文憑課程，課程只供註冊護
士修讀。

1.3.36 據悉約95%助產士同時持有註冊護士資
格。由於本港出生率低，只有約40%助產士從
事助產士和婦產科範疇的工作。

非本地培訓的助產士

1.3.37 非本地培訓的助產士如有意在港執業，
必須符合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訂明的註冊規定，
包括通過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舉辦的執業試。
執業試由筆試和「客觀有系統臨床考試」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兩
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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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試結果（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38 任何人士如有意在港執業成為助產士， 2012年至2016年的執業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
必須通過執業試並向香港助產士管理局註冊。 如下。

圖1.20 香港助產士管理局執業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

年份 筆試 客觀有系統臨床考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2012 81 81
(100%) 81 80

(99%)

2013 95 93
(98%) 96 95

(99%)

2014 86 84
(98%) 87 83

(95%)

2015 68 66
(97%) 67 65

(97%)

2016 89 88
(99%) 88 88

(100%)

資料來源：香港助產士管理局

新增註冊助產士 (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39 2012年至2016年，持本地資格的新增
註冊助產士的每年平均人數為79人(96％)，而
持非本地資格的新增註冊助產士的平均人數為
3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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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 主要數據（截至2016 年年底）

註冊中醫 7 262 

表列中醫 2 647

有限制註冊中醫 47

近年註冊中醫的人數不斷增加，而表列中醫的人數則不
斷減少。  

男女比例（註冊中醫） 63% (男性);
37% (女性)

男女比例（表列中醫） 76% (男性);
24% (女性)

中醫人口比例 1 : 744

註冊中醫在公營及私營 12% : 88%
工作界別比例

絕大部分註冊或表列中醫在私營界別執業。

年齡中位數（註冊中醫） 59
年齡中位數（表列中醫） 66

年齡分佈
20-29 5.2%
30-39 11.4%
40-49 8.6%
50-59 20.6%
   60 54.2%

相比起其他醫療專業，中醫專業年齡偏高。

規管機構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中醫培訓 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中大
港大

有意成為中醫的人士，不論是於本地或非本地培訓，
必須已圓滿地完成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醫組
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或與該課程相當
的課程，方可參加執業資格試，以在本港註冊執業。

本港3間大學（即浸大、中大和港大）所舉辦的6年制
中醫本科學位課程，均是獲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認
可為可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的課程。這些課程的學額
在過去10年一直維持穩定，每年約80人。

1.3.40 截至2016年年底，本港共有7 262名註
冊中醫和 2 647名表列中醫。只有註冊中醫方可
處方《中醫藥條例》（第549章）附表1所載的
中藥材。接近90%的註冊中醫在私營界別執
業。註冊中醫的年齡中位數為59歲，表列中醫
的年齡中位數則為66歲。約37%的註冊中醫為
女性，63%為男性。在2007年，女性和男性的
比例則分別為30%及70%。至於表列中醫，約
24%的表列中醫為女性，76%為男性，與2007
年大致相約。

1.3.41 政府在1999年制訂《中醫藥條例》（第
549章）時提供了過渡性安排，讓當時所有執業
中醫以表列中醫的身份繼續執業，直至他們按
執業經驗和學歷，循直接註冊、通過註冊審核
或通過執業資格試等途徑成為註冊中醫。該條
例訂明，表列中醫可在本港合法執業，直至一
個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公布的日期為止。近年
註冊中醫的人數不斷增加，而表列中醫的人數
則不斷減少。

1.3.42 本港3間大學（即浸大、中大和港大）
所舉辦的6年制中醫本科學位課程，均是獲香港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認可為可參加中醫執業資格
試的課程。這些課程的學額在過去10年一直維
持穩定，每年約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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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會資助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錄取舊學制和新學制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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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註冊中醫必須持續進修中醫藥學，才可
每3年續領執業證明書一次。本港目前並沒有為
中醫提供專科訓練或專科註冊。

1.3.44 與醫生的情況相似，《中醫藥條例》准
許合資格非本地培訓的中醫作有限制註冊，在
指定的機構（現時為醫管局、浸大、香港城市
大學、中大、港大和理大）作臨床教學及/或研
究工作。

執業資格試結果

1.3.45 有意成為中醫的人士，不論是於本地或
非本地培訓，必須已圓滿地完成香港中醫藥管
理委員會轄下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

學位課程，或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方可參加
執業資格試，以在本港註冊執業。2012年至
2016年的執業資格試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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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執業資格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

年份 筆試 實習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2012 323 239
(74%) 429 199

(46%)

2013 398 257
(65%) 445 200

(45%)

2014 341 244
(72%) 450 203

(45%)

2015 396 292
(74%) 492 211

(43%)

2016 437 348
(80%) 573 237

(41%)

資料來源：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新增註冊中醫（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46 2012年至2016年每年通過執業資格試
並取得註冊的人數平均為204人，當中包括表列
中醫(2人；1%)、本地培訓畢業生(104人；
51%)及已完成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醫
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或與該課
程相當的課程的非本地培訓畢業生（98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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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師 主要數據（截至2016 年年底）

  註冊藥劑師  2 659

過去5年（2012年至2016年），非本地培訓藥劑師人數
佔新增藥劑師人數總數約56%。

藥劑師人口比例 1 : 2 774

男女比例 47% (男性);
53% (女性)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44% : 56%

年齡中位數 39

年齡分佈
20-29 20.5%
30-39 31.8%
40-49 23.0%
50-59 14.6%
   60 10.1%

*根據2 478名藥劑師（佔總註冊人數約93％）的出生日
期資料統計所得。

藥劑師專業相對年輕。

規管機構 香港藥劑業及毒藥
管理局 

藥劑師培訓 中大
港大

1.3.47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2 659名藥
劑師，當中約44%在公營界別工作，其餘則受
聘於私營界別。他們的年齡中位數為39歲。約
53%的註冊藥劑師為女性，47%為男性。在
2007年，男女比例大致相等。

1.3.48 中大和港大於2016/17學年提供共90個
4年制藥劑學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畢業生須於香
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認可的培訓機構，完成
1年實習（包括在醫院接受為期6個月的基本訓 
練，以及在醫院、社區藥房或藥品製造/批發公
司接受為期6個月的專科訓練），才符合資格向
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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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 雖然本港沒有強制規定醫藥分工，但公
營醫院和私家醫院一直實行有關安排。藥劑師
在公營醫院和私家醫院負責藥物管理職務，包
括採購、儲存和分配藥物，並監督配藥員日常
的支援和配藥工作。近年，醫院藥劑師的工作
範圍已擴大至提供臨床藥劑服務，及為病人在
入院及出院時提供藥物協調服務。

1.3.50 社區藥劑師主要負責配藥和提供用藥輔
導服務。《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訂
明，某些類別藥物只可於註冊藥房處所內由註
冊藥劑師，或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銷售。

非本地培訓的藥劑師

1.3.51 非本地培訓藥劑師必須達到香港藥劑業
及毒藥管理局訂明的標準，方可註冊在港執
業。有關標準包括通過由香港藥劑法例、藥劑
執業和藥理學3個部分組成的註冊考試。2012年
至2016年註冊考試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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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4 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註冊考試的應考人數和合格率

年份
香港藥劑法例 藥劑執業 藥理學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2012 193 89
(46%) 155 82

(53%) 268 61
(23%)

2013 179 81
(45%) 128 80

(63%) 221 105
(48%)

2014 184 74
(40%) 156 71

(46%) 205 107
(52%)

2015 216 87
(40%) 199 57

(29%) 174 38
(22%)

2016 159 68
(43%) 194 46

(24%) 181 44
(24%)

資料來源：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新增註冊藥劑師（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52 2012年至2016年，新增的本地培訓藥
劑師人數每年平均約為57人(44%)。同期，持
非本地學歷的新增藥劑師人數每年平均約為
73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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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醫療專業

1.3.53 下列5個專職醫療專業（包括職業治 放射技師）受《輔助醫療業條例》（第359
療師、物理治療師、醫務化驗師、視光師和 章）的法定規管。

職業治療師主要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

註冊職業治療師 1 911

職業治療師人口比例 1 : 3 859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89% : 11%

男女比例 33% 
67% 

(男性);
(女性)

年齡中位數 33

年齡分佈
20-29
30-39
40-49
50-59
   60

*根據1 413名職業治療師（
出生日期資料統計所得。

35.1%
45.4%
15.3%
3.6%
0.6%

佔總註冊人數約74％）的

職業治療師專業相對年輕。

規管機構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職業治療師管理
委員會

職業治療師培訓 理大
東華學院
(課程現正接受評審)

東華學院
東華學院自2013/14學年開辦職業治療學的自資課程，
提供約50個學額。有關課程現正接受輔助醫療業管理
局的認證評審，首屆學生會在2017年畢業。

1.3.54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 1 911名職
業治療師，當中約89%在公營界別工作。職業
治療師的年齡中位數為33歲。約67%的註冊職
業治療師為女性，33%為男性。在2007年，女
性和男性的比例則分別為68%及32%。任何人
士如有意在港成為職業治療師，必須向職業治
療師管理委員會註冊。

1.3.55 理大是本港唯一一間開辦職業治療學公
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院校。在2016/17學年提
供100個學額。為紓緩社福界專職醫療人員人手
短缺的問題，理大由2012年1月開始以自資的
方式開辦兩年制職業治療學碩士課程。為鼓勵
該課程的畢業生投身社福界，社會福利署(社署)
推行了一項培訓資助計劃，向非政府機構提供
撥款，為獲有關機構錄取的學生提供學費資
助。受資助的學生畢業後必須於有關的非政府
機構工作最少2年。第1屆及第2屆課程各約30
名的學生已分別於2014年及2016年畢業。理大
於2016/17年度再與社署合作，推出第3期的職
業治療學碩士課程，提供約24個學額。

1.3.56 東華學院於2013/14學年開始開辦職業
治療學的自資課程，每年提供約50個學額。有
關課程現正接受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的認證評    
審，首屆學生會在2017年畢業。

第一章 | 香港的醫療系統及醫療專業人員 32



非本地培訓的職業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可直接批准具備認可
資歷的人士註冊或要求持有其他資格的人士

1.3.57 非本地培訓的職業治療師須具備職 參加註冊考試。
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認可資格方可申請註冊
在港執業。有關申請按個別情況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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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錄取舊學制和新學制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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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

新增註冊職業治療師（本地及非本地培
訓）

1.3.58 2012年至2016年，新增的本地培訓職
業治療師人數每年平均為73人(74%)。同期，
持非本地學歷的新增職業治療師人數每年平均
為26人(26%)。 

第一章 | 香港的醫療系統及醫療專業人員33



物理治療師 主要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

註冊物理治療師 2 956 

物理治療師人口比例 1 : 2 495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59% : 41%

男女比例 46% (男性);
54% (女性)

年齡中位數 37

年齡分佈
20-29 23.3%
30-39 36.1%
40-49 25.2%
50-59 13.2%
    60 2.2%

物理治療師專業相對年輕。

規管機構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物理治療師
管理委員會

物理治療師培訓 理大

理大是本港唯一一間提供物理治療培訓的院校。

1.3.59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 2 956名物
理治療師，當中約59%在公營界別工作。物理
治療師的年齡中位數為37歲。約54%的註冊物
理治療師為女性，46%為男性。在2007年，女
性和男性的比例則分別為57%及43%。任何人
如有意在港成為物理治療師，必須向物理治療
師管理委員會註冊。

1.3.60 理大是本港唯一一間開辦物理治療學公
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院校，在2016/17學年提
供130個學額。與職業治療師一樣，理大由
2012年1月開始以自資的方式開辦兩年制物理
治療學碩士課程。為鼓勵該課程的畢業生投身
社福界，社署推行了一項培訓資助計劃，向非
政府機構提供撥款，為獲有關機構錄取的學生
提供學費資助。受資助的學生畢業後必須於有
關的非政府機構工作最少2年。第1屆及第2屆課
程各約30名的學生已分別於2014年及2016年畢
業。與職業治療學碩士課程一樣，理大於
2016/17年度再與社署合作，推出第三期的物理
治療學碩士課程，提供約48個學額。

非本地培訓的物理治療師

1.3.61 非本地培訓畢業生必須達到物理治療師
管理委員會訂明的標準，方可註冊在港執業。
註冊申請按個別情況處理。物理治療師管理委
員會可直接批准具備認可資歷的人士註冊，或
要求具備其他資歷的人士參加註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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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6 公帑資助的物理治療學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資料來源：教資會

註：由於學制的轉變，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錄取舊學制和新學制的學生。

學
位
數
目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2018/192017/182016/172015/162014/152013/142011/122010/112009/102008/092007/082006/072005/062004/05

60 60 60 60 60
70 70 70

110 110 110 110 110

130 130 130

0

理大

2012/13
高級程度
會考

2012/13
中學文憑
考試

學年

新增物理治療師 (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62 2012年至2016年，新增的本地培訓物
理治療師人數每年平均為96人(71%)。同期，
持非本地學歷的新增物理治療師人數每年平均
為39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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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化驗師主要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

註冊醫務化驗師 3 443 

醫務化驗師人口比例 1 : 2 142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64% : 36%

男女比例 46% (男性);
54% (女性)

年齡中位數 36

年齡分佈
20-29 24.6%
30-39 40.5%
40-49 27.8%
50-59 5.4%
   60 1.7%

*根據2 224名醫務化驗師（佔總註冊人數約65％）的
出生日期資料統計所得。

醫務化驗師專業相對年輕。

規管機構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醫務化驗師
管理委員會

 醫務化驗培訓 理大
東華學院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東華學院
東華學院自2012/13學年起開辦自資的醫療化驗
科學課程，提供約20個學額。輔助醫療業管理局已在
2016年8月通過有關課程認證的專業評審，首屆學生
已於同年畢業。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鑑於本港對醫務化驗師的需求殷切，以及東華學院的
課程亦已通過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的專業評審，政府決
定在2017/18學年將東華學院醫療化驗科學課程的
20個學額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內。

1.3.63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 3 443名醫
務化驗師，當中約64%在公營界別工作。醫務
化驗師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約54%的註冊醫
務化驗師為女性，46%為男性。在2007年，女
性和男性的比例分別為53%及47%。任何人士
如有意在港成為醫務化驗師，必須向醫務化驗
師管理委員會註冊。

1.3.64 理大是本港唯一開辦醫務化驗科學公帑
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院校，在2016/17學年提供
54個學額。除了由理大提供的教資會資助學額
外，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也開辦了醫療化驗科學
高級證書課程，每兩年提供約70個培訓學額。
此外，東華學院亦自2012/13學年起開辦自資的
醫療化驗科學課程，提供約20個學額。輔助醫
療業管理局已在2016年8月通過有關課程認證
的專業評審，而首屆學生已於2016年畢業。考
慮到本港公營和私營機構對醫學實驗室技術人
員的需求不斷增加，而東華學院的課程亦已通
過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的專業評審，政府決定在
2017/18學年將東華學院醫療化驗科學課程的
20個學額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內。

非本地培訓的醫務化驗師

1.3.65 非本地培訓的醫務化驗師必須達到醫務
化驗師管理委員會訂明的標準，方可註冊在港
執業。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會按個別情況作
出評估，包括可直接批准具備認可資歷的人士
註冊，或要求具備其他資歷的人士參加註冊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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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7 公帑資助的醫療化驗科學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註：由於學制的轉變，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錄取舊學制和新學制的學生。

資料來源：教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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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醫務化驗師（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66 2012年至2016年，新增的本地培訓醫務
化驗師人數每年平均為99人(77%)。同期，持
非本地學歷的新增醫務化驗師人數每年平均為
29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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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師 主要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

註冊視光師 2 180

視光師人口比例 1 : 3 383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9% : 91%

絕大部分視光師在私營界別執業。

男女比例 76% (男性);
24% (女性)

年齡中位數 50

年齡分佈
20-29
30-39
40-49
50-59
   60

規管機構

視光師培訓

理大是本港唯一一間提供視光

10.4%
15.0%
24.0%
32.4%
18.2%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視光師管理委員會

理大

學培訓的院校。

1.3.67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2 180名視
光師，當中超過90%在私營界別工作。視光師
的年齡中位數為50歲。約24%的註冊視光師為
女性，76%為男性。在2007年，女性和男性的
比例則分別為19%及81%。

1.3.68 理大是本港唯一一間開辦眼科視光學公
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院校，在2016/17學年提
供40個學額。任何人士如有意在港成為視光
師，必須向視光師管理委員會註冊。

非本地培訓的視光師

1.3.69 非本地培訓的視光師必須達到視光師管
理委員會訂明的標準，方可註冊在港執業。視
光師管理委員會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評估，並直
接批准具備認可資歷的人士註冊。具備其他資
歷的人士，視光師管理委員會會根據理大頒授
本地學士的資格，個別考慮申請人是否持有相
等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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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2012年至2016年，新增的本地培訓視
光師人數每年平均為37人(89%)。同期，持非
本地學歷的新增視光師人數每年平均為4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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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師 主要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

註冊放射技師 2 209

註冊放射技師（診斷類） 1 842

註冊放射技師（治療類） 367

放射技師人口比例 1 : 3 339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註冊放射技師（診斷類）
註冊放射技師（治療類）  

57% : 43%
62% : 38%

男女比例 55% (男性);
45% (女性)

年齡中位數 41

年齡分佈
20-29
30-39
40-49
50-59
   60

22.5%
23.8%
26.7%
20.4%
6.6%

規管機構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放射技師
管理委員會

放射技師培訓 理大
東華學院

東華學院
除理大外，東華學院也由2012/13學年起開辦自資的放
射治療學課程，提供約15個培訓名額。在2016年，輔
助醫療業管理局已通過有關課程認證的專業評審，首
屆學生於同年畢業。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鑑於本港對放射技師的需求殷切，以及東華學院的課
程亦已通過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的專業評審。政府決定
在2017/18學年將東華學院放射治療學課程的12個學額
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內。

1.3.71 截至2016年年底，全港共有2 209名放
射技師，放射診斷技師及放射治療技師分別有
1 842名和367名。當中約60%在政府及醫管局
工作。放射技師的年齡中位數為41歲。約45%
的註冊放射技師為女性，55%為男性。在2007  
年，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則分別為48%及52%。
任何人士如有意在港成為放射技師，必須向放
射技師管理委員會註冊。

1.3.72 理大是本港唯一開辦放射學公帑資助學
士學位課程的院校，在2016/17學年提供110個
學額。除理大外，東華學院也由2012/13學年起
開辦自資的放射治療學課程，提供約15個培訓
名額。在2016年，輔助醫療業管理局已通過有
關課程認證的專業評審，首屆學生於同年畢   
業。鑑於本港對放射技師的需求殷切，以及東
華學院的課程亦已通過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的專
業評審。政府決定在2017/18學年將東華學院放
射治療學課程的12個學額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內。

非本地培訓的放射技師

1.3.73 非本地培訓的放射技師必須達到放射技
師管理委員會訂明的標準，方可註冊在港執   
業。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評
估，並可直接批准具備認可資歷的人士註冊。
放射診斷技師的申請人如不符合直接註冊的資
格，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或會要求申請人參加
註冊考試12。

12 現時並沒有舉辦放射治療技師的註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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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

新增放射技師（本地及非本地培訓）

1.3.74 2012年至2016年，新增的本地培訓放
射技師人數每年平均為72人(74%)。同期，持
非本地學歷的新增放射技師人數每年平均為
26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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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醫 主要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

註冊脊醫

脊醫人口比例

公營及私營工作界別比例

209

1 : 35 287

0% : 100%

所有註冊脊醫均在私營界別執業。

男女比例 70% (男性);
30% (女性)

年齡中位數

年齡分佈

42

20-29 10.0%
30-39 35.4%
40-49 23.0%
50-59 15.8%
   60 15.8%

規管機構 脊醫管理局

脊醫培訓 本港沒有脊醫
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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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截至2016年年底，本港有209名脊醫，
他們全部在私營界別執業。脊醫的年齡中位數
為42歲。約30%的註冊脊醫為女性，70%為男
性。在2007年，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則分別為
24%及76%。

1.3.76 本港並無脊醫培訓課程。脊醫如要在港
執業，必須符合脊醫管理局的註冊規定，包括
須具備認可的脊醫資歷。現時大部分本港的註
冊脊醫持有美國、澳洲、加拿大及歐洲學歷。



無須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人員
1.3.77 現時有大量從事不同專業的醫療人員為
本港的醫療行業提供服務。當中，除了13個須
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外，亦有其他無須進
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人員，包括聽力學家、
聽力學技術員、足病診療師、臨床心理學家、
牙科手術助理員、牙科技術員/技師、牙科治療
師、營養師、配藥員、教育心理學家、製模實
驗室技術員、視覺矯正師、義肢矯形師、科學
主任（醫務）和言語治療師13等。

13  按542章《立法會條例》第20I條，衞生服務界功能界別中，15個無須
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

1.3.78 現時，本港無須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
業人員，大部分都實行以學會為本屬自願參與
性質的註冊。在學會為本的註冊制度下，專業
團體推行入會註冊制度，並公開其會員名單，
讓公眾在尋求相關醫療服務時作為參考。該等
專業團體也可以制定專業守則加強自我規管，
並鼓勵會員作持續的專業發展，獲取認可資
格，提升專業水平。專業團體更設立質素保證
和紀律機制，以確保其會員均為合資格的醫療
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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