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本港的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嚴重，公立醫院

長期以來面對「人滿之患」，不但輪候時間

長，醫護人手壓力亦倍增；私家醫院的高昂

收費往往令人卻步。於2021年啟用的香港

中文大學醫院（中大醫院），成立目的正正

是希望擔當先行者，開拓全新的醫護服務模

式，目標成為公私營醫療之間的合作橋樑，

長遠減輕香港的醫療負擔。

診金明碼實價  紓緩公院壓力

為了讓病人能夠獲得透明度高且有預算的優質醫療

服務，醫院採用定價收費模式。中大醫院行政總裁

馮康醫生接受《駿步人生》訪問時表示：「一般市民

抗拒去私院，除了診金貴，更因為有機會遇到『海

鮮價』情況，難以預算最終賬單價錢。」而中大醫院

每項定價收費「明碼實價」，清楚列出醫生、病房、

手術室及治療等費用，病人於入院前已可清晰掌握

預算，大大減低財務及心理負擔。此

舉也吸納了一部分原本在公立醫

院等候的病人，紓緩公立醫院的

壓力。馮醫生形容道：「中大醫

院是介乎公院和私院之間的新角

色，是香港醫療系統從未有過的

定位。」

引入先進科技輔助治療

除了推出具透明度的「定價收費」外，中大醫院亦擁

有創新先進的醫療科技。中大醫院是香港首間有5G

網絡全面覆蓋的「智慧醫院」，配備多項創新先進設

備，支援治療過程和醫院運作，例如無紙化電子病

歷紀錄，為病人提供延續性的醫療服務；利用流動資

訊科技的實時數據，支援病人診治流程；以及物聯網

應用，建立管理系統，結合作業資訊等技術，以提

升醫院效率，改善病人體驗。此外，醫院亦配備閉

環式藥物管理及自動化配藥系統，減少病人等候取

藥時間等，這些都是中大醫院「硬實力」的表現。

公私營協作 支援本港抗疫工作

過去幾年，新型冠狀病毒對全球及香港造成嚴重影

響。為紓緩公營醫療壓力，中大醫院於疫情期間，

成為全港唯一一間願意接收新冠病人的私院。馬會

亦額外向中大醫院撥款，改裝接收新冠病人的指定

隔離病房，包括調整負氣壓、通風系統及相關設

備，以確保達致感染控制及治療護理等多方面的標

準，讓更多有需要巿民得到適切的治療。

馬會多年來一直致力推動健康社區，並支持醫療衞

生服務的發展。馮醫生坦言，沒有馬會的幫助，香

港的醫療服務難以發展至現時的水平：「馬會的貢

獻相當關鍵，他們在推動社會創新方面不遺餘力，

中大醫院能夠配備多項創新科技，亦是有賴他們的

支持！」

中大醫院是一所非牟利、私營教學醫院，由馬會透過其慈

善信託基金撥捐13億港元支持興建，是馬會在醫療衞生領

域以及對香港中文大學歷年來最大的單一捐款。它於2014

年開始籌備，並於2021年9月正式啟用。這座樓高14層、

總建築面積達10萬平方米的醫療機構是香港首間被冠以

「智慧醫院」的私營醫院。

1 	 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醫生形容中大醫院是公院和私院之間的橋樑，
期望長遠可以平衡兩者的差異。

2 	 中大醫院最近啟用臨床神經科學中心，引入多種先進儀器。圖中儀器
為腦磁激治療（TMS），可幫助患者的神經功能康復。

3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向中大捐贈13億元興建中大醫院。圖為2016
年舉行的動土典禮。

為了照顧不同市民的需求，中大

醫院最近更啟用輔助生育中心和

臨床神經科學中心。事實上，香

港人生活繁忙，延遲生育的情況

越來越普遍，令港人對輔助生育

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大醫院的輔

助生育中心不但會因應病人的需

要而提供冷凍精子 / 卵子 / 胚胎 /

卵巢組織服務，同時利用人工智

能技術監察胚胎的發育情況。期望這些服務可滿足

部分人士對生育的需求，以及能夠為提高本地生育

率出一分力。

至於臨床神經科學中心，其中一個成立目的是因應

社會上對治療腦退化疾病，尤其是認知問題的需求

不斷增加。早於 2016 年，中大醫學院便估計全港

有近百分之五的認知障礙症患者會於60歲前病發，

屬「早發性認知障礙症」。中心因此引入靈敏度高的

「單分子陣列技術」，以有效辨識早期認知障礙症患

者，讓患者盡早接受治療，減慢甚至預防認知能力

繼續惡化。

1

推動公私營協作推動公私營協作

3

07 08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