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佈]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新春展望醫療新一章 
探討人工智能應用的機遇和挑戰 提倡醫護人員關注身心靈健康 

把關醫護質素恪守專業醫療水平 
 

圖片連結：https://bit.ly/4bGqbou  
 

（香港 – 2024 年 2 月 20 日）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醫專）於去年 30 周年誌慶圓滿結束，踏入

龍年，醫專即將開展專科培訓及實踐醫學教育的新一頁。今日，醫專舉辦傳媒春茗午宴，除了

與傳媒朋友一同慶祝新春佳節，亦分享醫專的最新動態及醫學熱門議題，當中包括香港醫療體

系最新發展及展望、人工智能於醫療上的應用及挑戰，以及提倡醫專人士時刻關注身心健康。 
 
醫專主席梁嘉傑教授於午宴上表示：「醫專一直積極配合和推動香港醫療體系發展，推行不同

措施確保醫護的質素並紓緩人手不足問題。於去年醫專 30 周年誌慶順利圓滿結束，踏入新一

年，醫專將會開展專科培訓及實踐醫學教育的新一頁。我們將改革各分科學院的專科培訓課程，

以實踐能力為本的醫學教育（CBME），並為師資培訓及導師的培養投入必要的資源，以滿足不

斷變化的醫療需求。我們也好高興去年底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及醫

院管理局簽署合作備忘錄，組織醫療教育四方合作，共同承諾每三年舉辦一次四方醫學教育會

議，同時亦建立了四方交流合作的平台，討論共同關心的議題，特別是從醫學院入學到本科醫

學教育、畢業後的培訓和獨立專科實踐的課程連續性。我們也會找出需要改進的地方，並共同

探討有關香港醫療業界和專業領域相關的議題，包括人手供應、培訓課程設計、學生和專職人

員的身心健康和執業的合適情況、嶄新科技的應用等議題。」 
 
醫專為專科醫生質素作重要把關 助非本地專才融入香港醫療並提升整體醫療水平 
近年香港政府積極引入非本地醫護專才以紓緩人手短缺問題，香港醫專一直以來致力為醫護人

員提供培訓，為香港醫護業界培育新一代。梁嘉傑教授在午宴上表示：「醫專一直為有關專業

人士申請非本地專科相關資歷與醫專認可資格之可比性進行審核，並向醫院管理局相關職位申

請者之專科資歷提供意見，並在適切和可行的情況下提供培訓機會，致力為香港專科培訓水平

作監督並確保專科醫生的評核及質素。醫專秉持的基本原則是在人力供給的質素和數量之間達

到適當的平衡。 
 
除此之外，醫專更早於 2019 年在深圳建立深港醫學專科培訓中心，截至去年底，中心已為全

深圳市各醫院組織了多達 43 場專科醫師培訓及導師培訓，總人數超過 1,400 人，大大加強兩

https://bit.ly/4bGqbou


 
地醫療交流及拉近兩地醫療水平，其主要目標是幫助提高深圳的專科培訓和醫療服務水準，並

非旨在讓深圳的專科醫生到香港工作。」 
 
另一方面，有關最新《輔助醫療業條例》之修訂建議，涉及免醫生轉介的議題。梁嘉傑教授強

調「免轉介」並不等同於「免診斷」，他指出：「需充份考慮相關安排適用的範圍、 培訓和能力

水平、專業責任等，關鍵原則是確保病人安全和適時獲得相關服務之間取得平衡。醫專支持在

不損害病人安全和利益的大前提下，期待進一步探討『指定情況』的細節，或可容許免醫生轉

介下直接接受物理治療或職業治療服務。醫專的持續參與和意見對於確保新政策的正確制定和

實施至關重要。」 
 
此外，對於 2023 年底醫務衞生局動議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梁嘉傑教授表

示：「醫專支持相關的條例草案，相信立法有助確立預設醫療指示的法律地位，釋除對考慮訂

立或已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人士和業界過往的疑慮，令有關做法在社會普及。而醫專轄下的專

業及道德倫理委員會正制定《預先醫療指示的良好作業指引》，旨在為醫生在進行預先護理計

劃、制定預先醫療指示和不進行心肺復蘇（DNACPR）決定、處理疑問和衝突以及對保護病人方

面的指引。」 
 
人工智能應用日益普及 香港醫療引進人工智能需考慮專業和道德的議題 
隨著科技普及化，醫療業引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未來一大趁勢，醫專早於 2021
年已關注到未來人工智能在醫療上應用的趨勢，在轄下的專業及道德倫理委員會設立人工智能

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召集人馬承志醫生在專題分享時提及到人工智能臨床實驗的最新發展和應

用，當中所帶來的機遇和不同的挑戰，包括可靠程度、醫學法律、道德考量等等議題。馬醫生

表示委員會會嚴格執行使用人工智能的原則，促進使用人工智能的醫療專業和道德實踐。承諾

會透過講座及研討會提供人工智能在醫療上的教育和培訓，定期與本地及國際的機構和大學合

作，以確保人工智能在香港醫療體系中按軌道正確行駛。 
 
醫護人員身心健康與病人安全唇齒相依 醫護人員應時刻照顧個人身心健康 
在午宴上，梁嘉傑教授亦指出醫專一直以來非常關注醫護人員的身心健康，醫生身心健康與病

人安全及護理唇齒相依，而新冠疫情更是對醫護人員身心健康的一大挑戰，故醫專於 2021 年

疫情期間特別設立了身心健康專責小組以提倡醫護人員關注個人身心健康。今次更特別邀請到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名譽秘書暨身心健康專責小組主席梁永昌醫生、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年青院士

分會副主席劉昫綸醫生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年青院士分會前任主席謝雪兒醫生在活動上一同

就醫生身心健康議題作出討論， 當中更分享身心健康專責小組所倡議的「ASAP 法則」，即



 
「Awareness 關注」、「Self-care 個人照料」、「Ask for help 尋求協助」，以及「Promotion of well-
being 推廣關注身心健康」，提醒醫護人員照顧個人身心健康刻不容緩，一旦發現情緒問題，應

立即正視並及早尋求協助。而醫專亦對醫生身心健康方面提供支援措施，包括身心健康約章、

網上心理健康自我評估等，以確保優質和高效的病人護理。 
 

 
圖片說明： 
https://bit.ly/4bGqbou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梁嘉傑教授

聯同一眾院務委員會委員及分科學

院代表與傳媒朋友一同慶祝新春佳

節。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梁嘉傑教授

表示：「踏入新一年，醫專將會開展

專科培訓及實踐醫學教育的新一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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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專業及道德倫理

委員會人工智能專責小組召集人馬

承志醫生探討人工智能臨床實驗的

最新發展和應用。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名譽秘書暨身心

健康專責小組）主席梁永昌醫生

（中）、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年青院士

分會副主席劉昫綸醫生（右）及香

港醫學專科學院年青院士分會前任

主席謝雪兒醫生（左）分享有關醫

生身心健康議題。 

 
 
 
 
關於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醫專）於 1993 年成立，作為組織、監察及評核醫學專科及牙醫專科培訓

的獨立法定機構，並頒授有關資格。醫專同時負責專科醫生的延續醫學教育及持續專業發展，

維持香港專科執業之水平。現時，醫專有大約九千名院士，涵蓋 73 個專科。他們均由醫專推

薦，可在香港醫務委員會和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作專科醫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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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聞稿由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SPRG）代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發放。如欲查詢或索取

更多資料，請聯絡：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SPRG）
鄧子盈 （Ezena Tang） 崔駿宏（Andico Tsui） 
電話：2114 4993 / 9885 6098 電話：2114 4346/ 6902 3831 
電郵：ezena.tang@sprg.com.hk 電郵：andico.tsui@sprg.com.hk 
傳真：2114 0880 傳真：2114 0880 

 

mailto:ezena.tang@sprg.com.hk
mailto:andico.tsui@sprg.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