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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人口逐漸老化，港人壽命去年冠絕全球，更加超越日本人的預期平均壽命，對醫

療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有調查發現，本港社區的老年人，晚年生活質素有欠理想，有很

多長者在院舍乏人照顧，沒人理會，而院舍的服務質素很多時候又強差人意，加上很多疾

病，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都有年輕化的趨勢，近年來政府銳意發展醫療改革，目

的就是要針對長壽港人「死得遲、病得早」的現象。疾病年輕化，發病後治療年期亦延長，

需要巨額醫療及社會資源照顧，對家庭社會構成沉重負擔。港人享長壽的一個後果是，入

住公立醫院的人數亦增加，不單對家庭經濟負擔大，社會失勞動力，亦構成社會經濟負擔。

如果可透過基層醫療，及早做好預防，將發病年齡延後，就可減輕社會成本，讓全民受惠。  

 

對於醫委會改革草案內容，史泰祖醫生並不認同, 原因之一是他認為在公營醫療服務下, 

把原本委任的四個從衛生署、醫管局、中大、港大的、非醫學界的代表分拆出來，改由加

四位醫生進入醫委會，這種做法實在有欠公義，現時政府委任的委員分別代表不同的持份

者，為組織發聲。因為若單從醫生、醫院的角度來說，從商業角度考慮，愈多病人來求診，

才愈有利可圖，而政府現在要著手做的就是基層預防醫療，因為醫管局的資源已經不勝負

荷。史泰祖醫生建議，政府應該引入競爭，那一方的服務供應者做得好，就應該使用誰的

服務，把原本集中的錢投放在社區基層醫生中，購買基層醫療服務。  

 

另一方面, 史泰祖醫生亦提及預防醫療的發展方向, 從經濟角度考量下，無論私家醫生、

藥廠、科研機構都希望得到最大的利益，因此基層醫療是需要靠政府出手幫助，為全港市



 

民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醫療健康服務，以期達到用較低成本為市民帶來更佳的健康效益，

只有基層醫療系統越健全，預防護理做得越好，市民便越健康。史泰祖醫生又提醒，我們

若想要健康長壽，就要經常保持心境開朗，有充足的睡眠，注意日常飲食、多做運動，接

種預防疫苗來防止疾病，定期做身體檢查等等，以維持高健康質素的生命。  

 

史泰祖醫生曾經在醫委會 10年，又在醫學院 18年，對於近日熱門的拉布話題，他有一番

見解。他認為醫療改革是一個跨黨派的改革，在社會大眾之間已經有了共識，而現屆政府

亦史無前例地投入大量資源，只是現在反對的聲音都在炒作政治，反對改革的人認為委任

委員等同由政府操控的想法並不恰當，是把醫療的決策帶上政治面具去炒作，加上保護主

義作祟，醫生不想外面的人介入，引致競爭。而被拉布事件影響，一個為大多數市民支持

的、為市民健康著想的醫務委員會的修例，以及其他關於民生的議題，包括私營骨灰安置

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的通過亦很大機會一併受到拖累而付諸東流。  

 

對於政府應該怎樣平衡公營醫療及私營醫療服務，史泰祖醫生個人並不贊成政府推行住院

保險，因為此舉長遠來說會導致濫用，小小病痛也會傾向使用私家醫院的住院服務或看專

科醫生，但當遇有重大問題時最終會重返公營醫療體系求醫，無助於縮短公營醫院的輪候

時間，而且對一般普羅市民來說也負擔太大，恐怕未能切合市民需要。  

 

最後, 在預防疾病的角色上, 史泰祖醫生亦認同中醫有獨特的重要性， 有其優勝的地方， 

例如中醫鼓勵人注意健康、養生，強調睡眠的重要，都是對健康有益處的。  

 

對於史泰祖醫生的演講，在場會員及嘉賓都十分感興趣，熱烈地討論及發問，史泰祖醫生

亦樂於分享個人意見及觀點，讓每位參與者都獲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