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2 月 20 日  家庭議會第 FC 11/2024 號文件  

討論文件  

 

 

家庭議會  

 

2024 年施政報告基層醫務措施  

 

目的  

 

 政府於行政長官的《2024 年施政報告》中重申會致力全

面推進基層醫療發展。本文件向委員簡介《2024 施政報告》中

公布的主要基層醫療措施。  

 

 

基層醫療措施  

 

全生命周期健康促進策略  

 

2. 衞生署一直採取以覆蓋全生命周期和環境為本的方式，透過

教育和宣傳工作提高公眾健康意識。針對香港人口結構及不

同社群的健康需要，《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

將訂立全生命周期健康促進策略（《策略》），按不同年齡和

健康狀況制訂市民健康管理計劃。  

 

3. 《策略》將覆蓋所有年齡層，由嬰兒出生、就學、成年及就

業，以至婦女懷孕到邁向年長的不同階段。另外，在醫療創

新發展的大環境下，《策略》亦會涵蓋創新科技的使用，以

全方位、系統性和有效率地提升市民健康。  

 

4. 衞生署將會就訂立《策略》成立專責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會

以實證為本的方式，結合本地的流行病學情況，為各年齡層

制訂優先領域和所需的健康促進措施，並期望於 2025 年內

完成訂立《策略》。  

 

促進健康生育及健康育兒  

 

5. 《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重整母嬰健康及

家庭計劃服務，加強生育輔導及育兒教育，促進健康生育。  

 

6. 衞生署將於 2025年分階段在母嬰健康院推出孕前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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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旨在提高孕前健康意識，幫助準父母獲得所需的健康

資訊和支持，促進健康的懷孕和胎兒發展，並減少孕期和分

娩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從而促進孕婦、胎兒和新生嬰兒的健

康。由於某些成年人常見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可追溯至胎兒階

段，因此即使孩子成年後，益處依然會持續。孕前服務將包

括健康諮詢及輔導、身體檢查，血液和其他化驗，與及飲食

及生活模式建議。衞生署亦會檢視及調整現時由非政府機構

提供的資助家庭計劃服務範疇，以配合政府鼓勵和促進健康

生育的政策。  

 

7. 同時，母嬰健康院會提升健康育兒支援環境，包括優化親職

教育服務、加強育兒資訊及個別輔導，從而增強家長作為父

母的信心，改善他們的管教技巧，減低孩子將來出現行為問

題的機會。  

 

全校園健康計劃  

 

8. 衞生署於 2019/20 至 2022/23 學年以先導形式在 30 間中小學

試行「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參考世界衞生組織所倡議的「健

康促進學校」框架下的全校模式，為參與學校提供專業指導，

協助它們按《健康促進學校框架》開展校本健康促進工作。

衞生署諮詢不同界別持份者的意見及參考評估結果，於

2023/24學年將「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恆常化，同時將計劃命

名為「全校園健康計劃」，協助參與學校成為「健康促進學

校」。  

 

9. 「全校園健康計劃」成功落實，有賴多個界別通力合作。為

此，衞生署成立了跨界別及專業的「健康促進學校諮詢委員

會」（委員會），就計劃的規劃和實施，以及在香港發展「健

康促進學校」模式的事宜向政府提供建議。  

 

i. 計劃發展  

 

10. 《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落實將強化及擴展「全校園

健康計劃」至全港中、小學，為每間學校編製「一校一健康

報告」，建議針對性校本措施，改善體能活動和飲食等安排，

提升學生身心健康。由 2024/25 學年起，簽署教育局倡議的

《4Rs 精神健康約章》 1 的學校，將同時簽署加入衞生署的

                                                      
1  教育局於 2024/25 學年在本地中小學推出《 4Rs 精神健康約章》，以加強推廣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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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園健康計劃」和《精神健康職場約章》，以發揮協同

效應。截至 2024年 11月中，全港共超過 700 間學校於 2024/25

學年參與「全校園健康計劃」，覆蓋率約 60%。  

 

i i .  計劃內容及提供的服務  

 

11. 「全校園健康計劃」環繞四大健康主題，包括體能活動、健

康飲食、精神健康及社交健康及世界衞生組織所倡議的六個

發展領域，包括：（一）健康學校政策、（二）學校環境、（三）

校風與人際關係、（四）家校與社區聯繫、（五）健康生活技

能與實踐，以及（六）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衞生署會

透過指引及檢視表，協助學校有系統地檢視及評估現有的健

康促進措施，並根據其學生的健康需要及學校的實際情況，

訂立校本健康推廣的發展優次及策略。  

 

12. 衞生署會根據該校學生參加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的周年健康

評估結果和學校遞交的檢視表，為每所參與學校編製學校健

康報告與建議，以概括學生的健康狀況和行為，及提供健康

促進建議。衞生署亦為參與學校提供健康促進活動、工作坊

及專屬網頁作資訊分享，協助學校及公衆推行校本健康促進

工作。  

 

地區康健中心計劃及整合婦女健康中心  

 

13. 政府已在 2022 年年底前於全港 18 區設立地區康健中

心和規模較小的地區康健站，根據市民的年齡、性別及生活模

式等，為他們制定個人化健康計劃。正如《2024 年施政報告》

所宣布，基層醫療署會逐步分階段將地區康健站擴充為地區康

健中心。其中，中西區、東區和油尖旺地區康健站預計於 2025/26

年度擴充成地區康健中心。  

 

14. 基層醫療署亦將加強跨專業基層醫療服務網絡，優先把

衞生署轄下的婦女健康中心服務整合至地區康健中心。基層醫

療署計劃於 2025 年第二季接管柴灣、藍田及屯門婦女健康中心，

並將服務整合至地區康健網絡，以新的跨專業模式提供婦女健

康服務，為婦女提供全面的預防性護理及健康推廣服務，包括

根據特定年齡需求提供婦女健康風險評估及輔導。  

 

                                                      
健康。4R 分別代表「休息」（ Rest）、「放鬆」（ Relaxat ion）、「人際關係」（ Rela tionship）

和「抗逆力」（ Resil 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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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慢病共治計劃」）  

 

15. 「慢病共治計劃」於 2023 年 11 月推出，資助 45 歲或

以上未被確診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壓的香港居民，在私營醫療巿

場接受糖尿病及高血壓篩查服務。計劃推出一年後，政府會適

時檢視「慢病共治計劃」的服務模式和運作細節，並作出優化

以確保其成效。  

 

16. 面對人口老化、慢性疾病日益普遍所帶來的壓力，基層

醫療署將於 2025 年內擴大「慢病共治計劃」的服務範圍至血脂

檢查，提供更全面評估及妥善管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因素，包

括「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  

 

風險為本的乙型肝炎篩查  

 

17. 《2024 年施政報告》提出，因應癌症發病趨勢，政府會

針對常見癌症以風險為本逐步制訂篩查計劃。為防治肝癌，基

層醫療署將於 2025 年年底推出一個新計劃以資助乙型肝炎篩

查，透過策略採購，由地區康健中心及家庭醫生為較高風險群

組提供乙型肝炎的篩查及管理。該計劃有利早發現和治療慢性

乙型肝炎，以減低併發症（如肝硬化和肝癌）的風險。計劃詳

情將於 2025 年第四季公布。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察悉有關簡介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醫務衞生局  

2024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