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6 月 29 日下午 4 時 30 分 
九龍亞皆老街 147B 號醫管局大樓 2 樓會議廳 

醫院管理局大會會議紀錄 
 
 

出席 ： 范鴻齡先生, SBS, JP 
 

 （主席） 

 陳家亮教授, SBS, JP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陳文耀先生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陳永佳先生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趙佩燕醫生, JP 
代表衞生署署長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鄭惠貞女士, JP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邱達根先生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馮婉眉女士, BBS, JP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何沛謙先生, SBS, SC, JP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何超蕸女士, BBS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禤惠儀女士, JP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許澤森先生, JP 
代表醫務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翟紹唐先生, SBS, SC, JP 
 

  

 高拔陞醫生, JP 
行政總裁 
 

  

 劉澤星教授, BBS, JP 
 

  

 梁永昌醫生 
 

  

 廖廣翔先生,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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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浩强教授 

 
  

 蔡永忠先生, BBS, JP  
 

  

 曾浩輝醫生, BBS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溫文儀先生, BBS, JP 
 

  

 劉國昌先生 
機構事務主管 

 （秘書） 

  
 

  

因事缺席 ： 
 (*因事離港)  

* 陳偉儀教授 
 

* 林余家慧女士, SBS 
 
* 曾憲芬先生 
 
羅鳳儀教授 
 
湯修齊先生, MH, JP 
 
黃永灝先生, BBS, JP 

  

  
 

  

列席 : 陳淑瑜女士 
財務總監 

  

 張復熾醫生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張毅翔醫生 
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主管 

  

 程偉權醫生 
策略發展總監 
 

  

 鍾健禮醫生 
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 

  

 羅振邦醫生 
九龍西醫院聯網總監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李德麗醫生 
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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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偉先生 

人力資源主管 
 

  

 蘇潔瑩醫生 
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鄧耀鏗醫生 
聯網服務總監 
 

  

 王耀忠醫生 
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黃立己醫生 
質素及安全總監 
 

  

 楊諦岡醫生 
九龍東醫院聯網總監 
 

 （透過視像連線參與會議）

 梁兆堅先生 
代表總內部審計師 
 

  

 葉根銓先生 
總行政經理 (機構傳訊) 

  

 潘綺紅女士 
總行政經理 (專職醫療) 
[參與討論醫管局大會文件第 335號] 

 
 梁德楊教授 

威爾斯親王醫院婦產科榮譽顧問醫生 
[參與討論醫管局大會文件第 337號] 

 
 謝穎婷醫生 

威爾斯親王醫院婦產科副顧問醫生 
[參與討論醫管局大會文件第 337號] 

 
 李鳯儀女士 

總行政經理(醫院管理局秘書處) 
 

  

 
 

廖楚彤女士 
高級行政經理(醫院管理局秘書處) 

 

  

 顧安盈女士 
經理(醫院管理局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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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內部培訓計

劃參加者） 

: 梁凱詩醫生 
聖母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部副顧問醫生 
 
柯雅媛女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高級財政經理 
 
杜永健先生 
屯門醫院物理治療部高級物理治療師 
 
謝寶琪醫生 
瑪嘉烈醫院神經外科副顧問醫生 
 
黃啟泉醫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副顧問醫生 
 
任婉萍女士 
葵涌醫院職業治療部高級職業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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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人員 
利益申報 
 
 主席詢問成員是否需要就是次會議議程項目或討論申報

利益。沒有成員申報任何利益。 
 

 

確認會議紀錄 
 
2. 成員一致通過 2023 年 3 月 23 日的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大會會議紀錄，並無修訂。 
 

 

續議事項 
 
3. 上次會議紀錄並無續議事項。 
 

 

內務會議討論結果簡報 
 
4. 主席報告，醫管局大會於 2023年 6 月 29 日的內務會議上

審議及批准下列事項： 
 

(a) 規劃及籌備醫院管理局法人團體的 新情況； 
 
(b) 醫院管理局 2023/24 年度薪酬調整； 
 
(c) 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 2022/23 年度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d)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慈善信託基金成員名單；及 

 
(e) 放射診斷技師交流計劃的 新情況。 

 
醫管局大會在內務會議上討論或備悉的其他事務包括： 
  

(a) 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回港工作的招聘策略； 
 

(b) 主要表現指標報告； 
 

(c) 2019 冠狀病毒病 新情況； 
 
(d) 醫院管理局大會委員會進度報告；及 
 
(e) 委任高級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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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周年運作報告 
（醫管局大會文件第335號）           
 
5. 潘綺紅女士向成員報告醫管局在醫務衞生局（醫衞局）

監督下負責執行的關愛基金（基金）醫療援助項目，包括 (a) 基金  
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計劃）（首階段計劃）；(b) 資助合資格病人  
購買價錢極度昂貴的藥物（包括用以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極度

昂貴藥物計劃）；及 (c) 資助合資格的公立醫院病人購買指定的用於

介入程序及在體內設置的醫療裝置（醫療裝置計劃）。在醫管局關愛

基金行政委員會的支持下，關愛基金有關當局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5月期間批准於(a) 首階段計劃新增九種藥物、新增／放寬六種

適應症，並將 19 種藥物／適應症改納入撒瑪利亞基金涵蓋範圍；  
(b)極度昂貴藥物計劃新增三種藥物及放寬一種適應症；及 (c) 醫療  
裝置計劃新增一種醫療裝置和一種適應症。經落實在 2023 年 4 月向  
醫務發展委員會匯報的全部新增藥物／適應症及首階段計劃下的部分

癌症藥物改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後，首階段計劃、極度昂貴藥物計劃及

醫療裝置計劃將分別涵蓋 32 種自費藥物、九種極度昂貴藥物及六種 
醫療裝置。 
 
6. 於 2022/23財政年度，首階段計劃、極度昂貴藥物計劃及

醫療裝置計劃分別有 3 035、64 及 143 宗申請獲批，三個項目批出的

資助總額分別為 7 億 1,024 萬元、1 億 3,199 萬元及 3,689 萬元，每宗

申請平均批出資助金額分別為 234,016元、2,062,349元及 257,991元。

首階段計劃 2022/23 年度涉及資助額 多之藥物是用於治療肺癌的  
匹博利組單抗(Pembrolizumab)、治療肺癌的奧希替尼(Osimertinib)及
治療大腸直腸癌的貝伐珠單抗(Bevacizumab)，合共佔藥物申請批出的

資助總額 44%。 
 
7. 會上報告對 2020/21 年度批核有關 (a) 用於 PD-L1 水平高

（腫瘤比例評分 ≥ 50%）且沒有表皮生長因子受體或間變性淋巴瘤  
激酶基因突變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作一線治療的匹博利組單

抗(Pembrolizumab)及 (b) 高風險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所用的經皮心室

輔助裝置(Impella) 項目申請進行個案臨床審核的結果；並報告了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就基金申請個案進行經濟審查的

審核結果。臨床審核的 14 宗匹博利組單抗抽選個案當中有 13 宗符合

當時臨床指引，而全部七宗經皮心室輔助裝置抽選個案均符合當時的

臨床指引。在經濟審查審核方面，66 宗個案（相當於所有抽選審核  
個案的 96%）完全符合當時指引列載的主要項目，其餘三宗資助額  
受到影響的個案已完成追討欠款。另外，亦就 2021/22及 2022/23 年度

獲批之申請抽選了 3 396 宗個案，現正進行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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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人員 
8. 醫管局流動應用程式 HA Go 備有「醫療費用援助  
一站通」的功能，在 2022 年 4 月底推出，為以提升病人申請醫療費用

資助的體驗，並促進與病人的溝通。該應用程式 近推出一項新  
功能，讓病人可按醫務社會服務部的要求上傳經濟審查所需的文件。 
 
9. 成員亦知悉醫管局大會於 2022 年 11 月 17 日的內務會議

上批准更改有關撒瑪利亞基金資助申請及基金財務運作批核權力的  
授權安排，而有關更改亦相應適用於基金醫療援助項目，並即時  
生效。其後，撒瑪利亞基金及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授權安排會每三年  
檢討一次，而有關授權安排更改會相應呈交撒瑪利亞基金管理委員會

及醫管局關愛基金行政委員會通過，再呈交醫管局大會批准。 
 
（邱達根先生於此時離席。） 
 

 

推行策略重點項目的進度報告 
（醫管局大會文件第336號）  
 
10. 高拔陞醫生向成員報告醫管局在 2023 年第一季推行策略

重點項目的進度。預訂於 2023 年第一季完成的 410 個項目目標當中，

有 314 和 34 個項目目標分別如期完成或部分完成，其餘項目目標主要

受到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人手短缺等因素影響而延期實施。醫管局

會繼續監察這些延期工作計劃。 
 

 

聯網匯報計劃 — 新界東醫院聯網宮內治療的突破及發展 
（醫管局大會文件第337號）  
 
11. 梁德楊教授向成員介紹新界東醫院聯網（新界東聯網）

於 1996 年成立的胎兒醫學組，在香港率先引入多項創新胎兒手術， 
更是首個在香港引入胎兒鏡手術的團隊。胎兒醫學組由 2010 年至今  
已進行逾 750 項複雜胎兒手術，拯救了許多小生命，為有需要的胎兒

及其家庭帶來希望，包括治療雙胎輸血症的宮腔鏡激光血管凝固術、  
因胎兒貧血而進行的宮內輸血術、處理胎兒肺積水的胎兒胸腔  
引流術、治療嚴重先天性膈疝的胎兒鏡氣管閉塞術，以及胎兒鏡脊柱

裂宮內修補手術。 
 
12. 胎兒手術涉及高度複雜而專門的程序，需要審慎篩選  
病人及進行詳盡的產前診斷，以確定胎兒病況和評估每項介入程序的  
預期效益。因此，胎兒治療的成功關鍵在於跨專業團隊包括  
小兒外科、麻醉科及初生嬰兒科等專家通力合作以全面照顧母親及  
胎兒兩者的複雜情況。在各成員不懈的努力下，胎兒醫學組成為全港

唯一掌握以胎兒鏡氣管閉塞術治療嚴重先天性膈疝的團隊。這種疝氣

發生在胎兒的模膈膜，會導致腹腔器官向上擠壓肺部，令新生嬰兒因

呼吸衰竭而夭折。而治療這種疝氣的手術相當複雜，團隊掌握了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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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人員 
的手術技能，讓首名成功救治的患兒於2019 年順利出生。除此以外，

胎兒醫學組亦因應一些危殆或可致命的胎兒狀況進行創新治療。  
舉例而言，團隊以射頻消融術成功救治一名患有大型支氣管肺隔離症

的胎兒，並且沒有任何併發症。這項技術極具挑戰性，在此之前，  
文獻僅載有一宗成功個案，但對胎兒造成嚴重的不良效果。另外，  
團隊亦曾試驗進行宮內輸血及幹細胞輸注療法，治療原被視為致命的

甲型地中海重型地貧，至今共有兩名接受這種產前療法的嬰兒出生而

沒有後遺症。 
 
13. 胎兒醫學組深明團隊合作和知識傳承的重要性，每周  
舉行團隊會議，為每宗個案擬定 佳治療方案，同時亦提供平台傳承

知識予新一代醫生。胎兒醫學組亦每年參與本地和國際研討會及  
工作坊，與眾多助產士、產科受訓醫生、專科醫生和母胎醫學分科  
醫生分享經驗，並與國際專家交流知識，推動胎兒醫療領域發展。  
面對未來每個挑戰，胎兒醫學組將迎難而上，為各位父母和胎兒提供

病人為本服務。因應服務需求的預計增長，以及和粵港澳大灣區其他

城市的潛在醫療協作，胎兒醫學組將會全力支持新界東聯網發展專門

的胎兒醫學中心，為病人適時提供先進的胎兒治療服務。 
 
下次開會日期 
 
14. 醫管局大會下次會議訂於 2023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  
下午 4 時在醫管局大樓會議廳舉行。 
 
15.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5 時 10 分結束。 

 

 
 
 

 
醫院管理局 
HAB\MINUTES\92 
AL/NL/ML/JK/st 
2023 年 7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