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 會 ⺠ ⽣ 」 專 題 研 究 系 列

優化跨境就醫應對醫療需求

2 0 2 4 年 1 2 ⽉



01 02 03 04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和⽅法 研究結果 研究建議

02 Youth I.D.E.A.S.

發布會流程



Youth I.D.E.A.S.

01
研究背景

03



Youth I.D.E.A.S.

⾹港醫療體系⾯臨⼈⼿短缺及醫療需求增⻑

研究背景

2

⼈⼝⾼齡化
2046年⻑者⼈⼝達

每5位慢性病患
位為65歲或以上⻑者

274萬 ⼈

本港醫療體系不勝負荷

04
Source: 醫療⼈⼒推算2023
              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醫護⼈⼿短缺

公營醫護⼈⼿流失率⾼

6.1% 即每3⼈便有
位為65歲或以上⻑者12023/24年度

每1000名⼈⼝
只有                名醫⽣及               名⽛醫2.16 0.37



研究背景

私營醫療體系使⽤率低 公營專科輪候時間⻑

~10%
醫療保險
不全⾯

33%
⾃願醫保佔

全港個⼈住院保險
市場

Source: 醫院管理局、信報財經新聞

本港醫療體系⾯對多重挑戰

⽿⿐喉科

眼科

婦科

內科

⻣科

兒科

精神科

外科

74

106

62

87

78

34

90

91

醫院聯網輪候中位數
平均時間（星期）

醫院聯網輪候最⻑時間
平均時間（星期）

40

79

44

45

40

17

37

40

Youth I.D.E.A.S.05

專科⾨診及住院
服務佔整體



研究背景

《粵港澳⼤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建⽴宜居⽣活圈

塑造健康灣區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千萬

4千萬

6千萬

8千萬

離港消費的重⼼逐漸轉向內地

40%

20%

60%

80%

100%

Youth I.D.E.A.S.

Source: 醫院管理局、信報財經新聞、據深圳市衞⽣健康委員會

⼤灣區融合的概況

06

2023 年深圳向港⼈提
供診療服務

70 萬⼈次

港⼈經陸路管制站離港⼈次 港⼈經陸路管制站離港⼈次
佔全港出境離港⼈次⽐率



Youth I.D.E.A.S.

研究背景

⻑者醫療券⼤灣區試點計劃
為合資格⻑者每年提供2000元
可到⼤灣區九間指定醫療機構進⾏⽛科及綜合醫療服務
範圍涵蓋廣州、南沙、東莞、中⼭以及深圳

現時推動跨境就醫的措施

07

港澳藥械通
容許⼤灣區城市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港公⽴醫院
已採購使⽤的臨床急需合資格藥品及醫療儀器
已容許28種藥品及醫療儀器在19家指定醫療機構使⽤

「跨境醫療健康紀錄」：內地就醫⻑者可申請過去3年存放的
電⼦健康紀錄，醫護⼈員只須掃描⼆維碼即可
「個⼈資料夾」：⽅便⽤戶存⼊⾮本港醫療機構取得的健康
紀錄



08 Youth I.D.E.A.S.

02
研究問題和⽅法



1

2

3

Youth I.D.E.A.S.

對跨境醫療的顧慮和評價

優化跨境就醫的可⾏建議

09

研究問題

促使和窒礙跨境就醫的因素

4

港⼈選擇就醫服務的主要考量

研究問題和⽅法



Youth I.D.E.A.S.10

研究⽅法

個案訪問

18名23⾄70歲
沒有/曾到內地接受醫療

服務

實地問卷調查

共600名
18⾄74歲
⾹港居⺠

(2024年11月9日至14日)

專家訪問

5名熟悉是項議題的專家

(2024年10月4日至
11月12日)

(2024年8月1日至10月30日)

研究問題和⽅法



11 Youth I.D.E.A.S.

研究結果
03



Youth I.D.E.A.S.12

對⾹港醫療及
跨境醫療的看法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對⾹港醫療及跨境就醫的看法

絕⼤部分受訪者信任⾹港醫療體系，另對⾹港醫療體系有信⼼。
唔係幾同意 幾同意 非常同意

99.0%
同意

1.0% 
不同意

信任
本港醫療體系

N=600

你對本港醫療有幾⼤信⼼
N=600 | S.D.=1.128 0 10平均分: 7.96

Youth I.D.E.A.S.13



研究結果對⾹港醫療及跨境就醫的看法

逾⼋成受訪者同意醫護⼈⼿短缺問題及⼈⼝⽼化，使本港醫療體系壓⼒⽇益增加。

非常同意 幾同意 唔係幾同意 完全唔同意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86.5%*
醫護⼈⼿短缺為
本港醫療體系的
主要挑戰

請問你有幾同意以下看法：
N=600

非常同意 幾同意 唔係幾同意 完全唔同意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88.3%*
⼈⼝⽼化對

本港醫療服務需求
構成壓⼒

Youth I.D.E.A.S.14



七成或以上受訪者對跨境就醫予以肯定，另有近六成受訪者認同跨境就醫是⼤
勢所趨。
請問你有幾同意以下看法：
N=600

非常同意 幾同意 唔係幾同意 完全唔同意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57.0%*

跨境醫療有助增加本港
市⺠的就醫選擇

研究結果對⾹港醫療及跨境就醫的看法

跨境醫療有助紓緩本港
公營醫療服務壓⼒

跨境醫療是
⼤勢所趨

76.3%*

69.5%*

Youth I.D.E.A.S.15



Youth I.D.E.A.S.16

現時跨境消費及就醫情況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現時跨境消費及就醫情況

差不多每天1次 每星期4-6次 1星期1-3次 2星期1-3次 每月1-3次 少於每月1次 過去一年沒有北上消費

81.0%*

⼋成受訪者於過去⼀年曾前往內地進⾏消費，逾半每⽉⾄少⼀次。
北上消費仍主要集中在餐飲項⽬，但亦逐漸擴展⾄內地醫療服務。
請問你有幾同意以下看法：
N=600

逛商場及娛樂
購物

餐飲
76.5%

67.7%
38.9%

醫療服務（如檢查、診療）:15.2%
購買藥品及保健品(如買處⽅藥): 7.8%

Youth I.D.E.A.S.17



研究結果現時跨境消費及就醫情況

三成受訪者於過去⼀年曾進⾏跨境就醫，其中⼤部分曾到深圳就醫。

冇
69.8%

有
30.2%

過去⼀年
曾到內地接受
醫療服務

N=600

深
圳
廣
州
珠
海 佛

山
東
莞 中

山
江
門
惠
州
肇
慶

其
他
內
地
城
市

0

50

100

150

200

165

29
15

4 3 3 1 1

曾接受醫療服務
的內地城市

N=181

Youth I.D.E.A.S.18

91.2%

16.0%
8.3%

2.2%1.7%1.7%0.6% 0% 0% 0.6%



研究結果現時跨境消費及就醫情況

較多受訪者到內地接受⽛科檢查和⾝體檢查。

⽛科檢查

⾝體檢查

⽛科⼿術

中醫治療

普通科⾨診

專科⾨診

醫學影像

專科⼿術

最近有較特別的跨境就醫現象就是港⼈對內地⽛科的需
求上升。⽽鄰近⾹港的內地私營⽛科中⼼的推廣宣傳鋪
天蓋地，藉此希望吸引港⼈北上使⽤⽛科治療，取代收
費較昂貴的本地服務。

林志達先⽣∕⾹港保險業聯會醫療保險協會委員

66.3%

29.8%

21.0%

16.6%

14.9%

11.6%

7.2%

2.8%
Youth I.D.E.A.S.19

N=181



Youth I.D.E.A.S.20

對跨境就醫的考量及顧慮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對跨境就醫的考量及顧慮

40.2%

受訪者在選擇醫療服務時有不同的考量因素，如輪候時間及服務質素等。

輪候時間

醫療服務質素

醫護專業

醫療費⽤

就近距離

醫療設備

處⽅藥提供

保險索償

46.2%
N=600

5%

11.3%

13.7%

32.3%

41.3%

42.2%

如果有什麼病能⾺上去看醫⽣便是最好。但是如果要
我輪候很久才得到治療，我應該都會到內地。無論是
普通科或專科，我接受不了⼀兩年的等候時間。

個案11∕⼥∕在職∕曾前往內地接受醫療服務

Youth I.D.E.A.S.21



研究結果對跨境就醫的考量及顧慮

0 50 100 150 200

醫療費用較低

輪候時間較快

醫療服務態度較好

家人／朋友推薦

醫療技術質素達標

可供選擇項目夠多樣性

交通便利

可使用醫療券

預約系統方便

內地逗留期間突發疾病

⽽三成曾到內地就醫受訪者表⽰內地醫療費⽤低，輪候時間快，促使他們跨境就醫。
N=181

85.1%

49.7%
43.6%

25.4%
17.1%

9.9%
5.5%
4.4%
4.4%
3.9%

⾹港各⽅⾯的成本⽐較⾼，內地在同等服務⽅⾯，包
括娛樂、醫療求助等，價錢相對較低。⽽且內地醫療
服務質素不斷提升，但價錢是⾹港的三分⼀，性價⽐
更⾼。

曾志⽂⼥⼠∕⾹港⼯聯會⼤灣區社會服務社總幹事

我現時會在內地看⽛。我曾經在⾹港看過有名的
⽛醫，不單收費昂貴，服務態度亦很差。⽽我上
次在內地找相熟的醫⽣補⽛，服務態度和質素都
很好。

個案 14∕⼥∕在職∕曾前往內地接受醫療服務
Youth I.D.E.A.S.22



研究結果對跨境就醫的考量及顧慮

曾到內地接受醫療服務的受訪者透過親朋好友及鄰居接觸內地醫療資訊。
N=181

59.7%

39.8%

14.9%

2.2%
2.2%

0.6%
0.6%

3.9%

鄰居∕朋友

家⼈∕親戚

社交媒體

⺠間地區組織

網絡搜索

本地醫療機構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 

其他 

59.7%

現時政府很積極推動在⼤灣區使⽤醫療券，但同
時亦可以在資訊層⾯加強。當然現時已有雛形，
但是還未算很落地，很多都是⼀知半解的，所以
我覺得在資訊教育層⾯⽅⾯能再加強。

吳偉麟先⽣∕癌症資訊網創辦⼈
Youth I.D.E.A.S.24

現在⾹港很多病⼈選擇在內地就醫及透過內地機制
⽤較少的價錢取得藥物，⽽且這可能是將來的趨
勢。如果病⼈覺得在⾹港藥物較國內貴，病⼈便會
轉移到國內使⽤服務。

林志釉先⽣/⾹港病⼈政策連線主席



研究結果對跨境就醫的考量及顧慮

⽽七成未曾到內地就醫受訪者表⽰對內地醫療不認識，⽽窒礙他們選擇跨境就醫。
N=419

51.3%
34.8%

25.3%
22.7%

8.6%
8.1%

4.8%
4.8%
2.9%

22.7%

對內地醫療不認識

擔⼼醫療質素

交通不便利∕
距離太遠

在港接受醫療
服務較有保障

冇需要

語⾔∕⽂化障礙

醫療設備不⾜

擔⼼私隱保障

資訊透明度不⾜

保險未必覆蓋

週六、⽇都會去內地消費，但對內地醫療服務的了
解有限，只是出關⼝時看到相關廣告⽽已，沒有特
別了解。 

個案 16∕男∕在職∕沒有前往內地接受醫療服務

港⼈不太認識內地資訊，需要不斷尋找資料，因此我們
便安排⼈員『落區』講解。有時港⼈（特別是⻑者）在
接收到⽂字資訊後，因為⽂法語句的差異，如⼀些內地
特有字眼，影響對內容理解。

 （曾志⽂⼥⼠∕⾹港⼯聯會⼤灣區社會服務社總幹事）

Youth I.D.E.A.S.23



研究結果對跨境醫療的考量及顧慮

整體受訪者普遍對內地醫療不了解；對內地醫療信⼼⼀般。

非常同意 幾同意 唔係幾同意 完全唔同意

請問你有幾同意以下看法：
N=600

你對內地醫療
不了解 83.3%*

0 10

整體來講，你對內地醫療有幾⼤信⼼
N=600

平均分： 5.02

完全沒有信⼼ ⾮常有信⼼Youth I.D.E.A.S.25



研究結果對跨境就醫的考量及顧慮

8.8%

不少港⼈對內地醫療體系仍存有多⽅⾯的顧慮。
N=600

34.0%
54.5%

33.0%
24.7%

12.8%
9.8%
9.3%
8.8%

13.5%

內地各醫療機構設備標
準不⼀，質素參差
兩地醫護⼈員
資歷認證不同
醫療事故的賠償
及權責問題

內地醫療報告
不獲港醫接納

兩地相關法規和
規管制度不同

資訊透明度不⾜

病⼈私隱保障

沒有擔⼼

語⾔∕⽂化障礙

醫療保險覆蓋範疇
Youth I.D.E.A.S.26



研究結果對跨境就醫的考量及顧慮

受訪專家指出內地醫療報告的認受程度會因語⾔差異及資料認證被拒。

內地的體檢報告已經數字化，通常不會提供實體 X 光及檢
測造影照⽚。⽽報告主要使⽤中⽂⽤詞亦與本港有異。過
往曾有病⼈表⽰，⾹港的醫⽣未必會採⽤相關報告。但現
時內地報告在港的接受程度正⽇漸提⾼，情況已有所改
善。

林志達先⽣ ∕ ⾹港保險業聯會醫療保險協會委員

有時病⼈拿著內地素描件下或是其他地區的報告和X光⽚來
看， 如果簽名醫⽣是⾹港認可的專科醫⽣，那我可以很相信
報告 。醫⽣需要依賴報告去診斷，遇上醫療糾紛時亦要承擔
相關醫療責任。現時沒有共通互認的機制 ， ⾹港醫⽣亦有相
關擔憂，在處理報告⽅⾯可以理解為何這麼⼩⼼。

林哲⽞先⽣ ∕ ⾹港⽴法會醫療衞⽣界議員

Youth I.D.E.A.S.27



Youth I.D.E.A.S.28

研究結果總結

本港醫護⼈⼝⽐例低，醫療
體系嚴重負荷；跨境就醫有
助紓緩本港醫療服務的壓
⼒，為本港市⺠提供多⼀個
便利的就醫途徑和選擇。

1

4

2                   

5

3

對內地醫療不了解、擔⼼醫
療質素、兩地⽂化及語⾔差
異、資訊不清晰等情況，窒
礙港⼈往內地就醫。

港⼈跨境就醫需求有⾒上升。三成
受訪者表⽰過去⼀年有跨境就醫經
驗，其中⼤部分選擇到深圳就醫。
現時，看病、體檢及買藥成為港⼈
普遍往內地接受的醫療項⽬。。

兩地的法規及監管制度有所
不同，當中涉及資歷監管、
賠償及權責、報告的認受性
以及後續治療等，仍有待進
⼀步完善。

隨著內地醫療服務質素提升，以
及收費相對較低，加上在港輪候
公營醫療時間過⻑；跨境就醫成
為港⼈其中的醫療選擇。



04
研究建議

Youth I.D.E.A.S.29



研究建議

02 加強溝通

制定預防、準備和應對計劃，
應付突發公共衞⽣事件，並評估
公共衞⽣⾵險及設⽴警報通知

設⽴專⾨的投訴渠道，處理醫
療事故的賠償及權，避免市⺠

求助無⾨

01 督導處理
醫療投訴事宜 03 信息共享

組織醫療專家討論較複雜的病例
進⾏信息共享，如罕⾒病及癌症
的信息互換，提供最合適的診斷

和最佳治療的建議

建議⼀：建議設⽴「粵港跨境醫療專責⼩組」
統籌⾹港與⼤灣區跨境就醫事宜

主要職能

Youth I.D.E.A.S.30



研究建議

A

建議⼆：設⽴「跨境就醫資訊平台」供正式渠道整
合信息，提升資訊的準確度及流通度

跨境就醫⼀站式平台跨境就醫⼀站式平台
搜尋及篩選功能
輸⼊相關醫院名稱後
便可得到相關資料

C 地圖及定位功能
提供內地三甲醫院的
名單及其具體位置

跨境醫療資訊發放
在線獲取跨境醫療的
最新政策措施及內地
醫療體系的相關資訊

B

Youth I.D.E.A.S.31



研究建議建議三：建⽴語料庫（Corpus），優化醫健通功能，
⽀援兩地醫療報告的不同⽤語

推動兩地醫療院校合作建⽴語料庫
建議兩地醫療院校合作，建⽴語料
庫，開發涵蓋兩地語⾔，提供不同
醫學領域的多種語⾔醫療⽤字
可參考美國的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 整理醫學術語

優化醫健通功能
語料庫功能應⽤於被上傳
⾄醫健通「個⼈資料夾」
的醫療報告，⽀援兩地⽤
語差異

Youth I.D.E.A.S.32



研究建議建議四：加快優化⻑者醫療券計劃，逐漸覆蓋更多服務
試點，以回應⾹港⻑者對醫療服務的殷切需求。

加快優化⻑者醫療券計劃，
逐漸覆蓋更多服務試點，
⻑遠⽀援⻑者的醫療需求

Youth I.D.E.A.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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