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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醫發展的看法」意見調查報告書 

一、 前言 

九龍社團聯會醫療改革研究專組於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晚上，進行了一項「對中醫發

展的看法」意見調查，了解普羅市民對於香港發展中醫醫療的意見。調查以電腦隨機抽樣方

式進行。 

 

是次意見調查的回收情況如下： 

z 電話訪問數目：2137 個 

z 成功問卷數目：642 份 

z 成功回收率：30.04% 

 

二、 調查結果 

1. 受訪者的資料概況 

 

在 642 個受訪者中，年齡分佈為：18 歲以下的佔 12.1%，19-30 歲佔 16.2%，31-45 歲佔 23.4%，

46-65 歲佔 21.5%，65 歲以上的則佔 23.8% (參閱附表一)。 

 

在就業情況方面，受訪者中學生佔的比例為 16.2%，在職的佔 32.1%，家庭主婦的為 17.0%，

待業的有 4.8%，退休的為 26.9% (參閱附表二)。 

 

在學歷方面，中三或以下的佔50.3%，中四至中七的有30.7%，而大專或以上程度的佔15.1% 

(參閱附表三)。 

 

至於家庭每月收入方面，$5,000 以下的佔 13.4%，$5,000 - $10,000 的佔 14.6%，$10,001- 

$15,000 的有 16.7%，$15,001- $25,000 的佔 14.3%，$25,001- $50,000 的佔 7.2%，$50,000 以上的

佔 1.7% (參閱附表四)。 

 

男女比例方面，分別為 43.6%及 56.4% (參閱附表五)。 

 

 

 

 

 

 

附表一：年齡 (頻數=642)

31-45歲

23%

46-65歲

21%

65歲以上

25% 19-30歲

16%

18歲以下

12%

不願透露

3%

附表二：就業情況 (頻數=642)

家庭主婦

17%

待業

5%

退休

27%

在職

32%

學生

16%

不願透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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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學歷 (頻數=642)

大專或以上

15%

不願透露

4%

中四至中七

31%

中三或以下

50%

附表四：家庭每月收入 (頻數=642)

$10,001-$15,000

17%$15,001-$25,000

14%$25,001-$50,000

7%

不願透露

29%

$5,000-$10,000

15%

$5,000以下

13%

$50,000以上

2%

綜援家庭

3%

 
附表五：性別 (頻數=642)

女

56%

男

44%

 

 

 

 

 

 

 

 

2. 受訪者接受中醫的情況及信心程度 

 

根據調查顯示，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接受過中醫醫療，佔 51.2%。在交差數據分

析中，隨著年齡的遞增，曾經接受中醫醫療的百分比亦相繼上升 (參閱附表六)。 

 

( =642)附表六：你有沒有看過中醫？ 頻數

32 48 83 86 69 11 329
41.0% 46.2% 55.3% 62.3% 45.1% 57.9% 51.2%

46 56 67 52 84 8 313
59.0% 53.8% 44.7% 37.7% 54.9% 42.1% 48.8%

78 104 150 138 153 19 64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有

沒有

你有沒有
看過中醫
？

Total

18歲以下 19-30歲 31-45歲 46-65歲 65歲以上 不願透露

年齡

Total

 
 

而在表示接受中醫醫療的受訪者中，認為「每次」會看中醫的有 4%，表示「經常」的有

14.3%，表示「間中」的佔 39.5%，表示「很少」的佔 42.2% (參閱附表七)，顯示出受訪者較

多接受中醫的次數為「很少」及「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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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附表七：當你看醫生時，會看中醫的次數是？ 頻數

2 2 2 4 3 13
6.5% 4.2% 2.4% 4.7% 4.4% 4.0%

6 5 10 11 13 2 47
19.3% 10.4% 11.9% 12.8% 18.8% 18.2% 14.3%

7 19 32 40 28 4 130
22.6% 39.6% 38.1% 46.5% 40.6% 36.4% 39.5%

16 22 40 31 25 5 139
51.6% 45.8% 47.6% 36.0% 36.2% 45.4% 42.2%

31 48 84 86 69 11 32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每次

經常

間中

很少

當你
看醫
生時
，會
看中
醫的
次數
是？

Total

18歲以下 19-30歲 31-45歲 46-65歲 65歲以上 不願透露

年齡

Total

 

 

在上述圖表中，不同年齡對於接受中醫的次數均有不同，其中，較年長的組別包括46-65

歲及65歲以上的受訪者，相對較多接受中醫醫療，而年青的偏向較少看中醫。 

 

 至於對中醫的信心程度方面，有約近 4 成 (39.4%)，的受訪者表示「有信心」及「非常有

信心」，而亦有約 4 成 (39.1%) 表示「一般」，只有約 1 成 (8.1%) 表示「無信心」及「非常無

信心」，顯示受訪者對中醫有一定程度的信心 (參閱附表八)。而且，根據圖表，亦顯示出隨著

年齡的遞增，受訪者對於中醫的信心程度亦會普遍上升，以 65 歲以上的年齡組別為最高。 
 

 ( =642)附表八：你對於中醫的信心有多大？ 頻數

5 3 7 13 13 1 42
6.4% 2.9% 4.7% 9.4% 8.5% 5.3% 6.5%

25 38 46 43 55 4 211
32.1% 36.5% 30.7% 31.2% 35.9% 21.1% 32.9%

30 46 71 60 36 8 251
38.5% 44.2% 47.3% 43.5% 23.5% 42.1% 39.1%

6 7 9 8 16 2 48
7.7% 6.7% 6.0% 5.8% 10.5% 10.5% 7.5%

2 1 1 4
1.3% .7% .7% .6%

12 10 15 13 32 4 86
15.4% 9.6% 10.0% 9.4% 20.9% 21.1% 13.4%

78 104 150 138 153 19 64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Count
% within 年齡

非常有信心

有信心

一般

無信心

非常無信心

無意見

你對
於中
醫的
信心
有多
大？

Total

18歲以下 19-30歲 31-45歲 46-65歲 65歲以上 不願透露

年齡

Total

 

 

3. 受訪者對發展中醫的意見 

 
調查結果顯示，有近 7 成 (67.4%) 受訪者表示，「支持」及「非常支持」特區政府發展

中醫醫療 (參閱附表九)。而在 5 個中醫發展的範疇方面，普遍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支

持」及「非常支持」，如「增加中醫學位」有 66.8% (參閱附表十)，「所有中醫師可以簽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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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紙」佔 54.2% (參閱附表十一)，「開設更多中醫診所」有 60.5% (參閱附表十二)，「開設中醫

醫院」有 65.6% (參閱附表十三)，以及「加強中醫藥研究」有 7 成 (74.9%) (參閱附表十四)。
而以「加強中醫藥研究」為受訪者最高支持的項目。 

 

( =642)附表九：你是否支持政府發展中醫醫療？ 頻數

54 8.4 8.4 8.4
379 59.0 59.0 67.4
100 15.6 15.6 83.0
17 2.6 2.6 85.7
2 .3 .3 86.0

90 14.0 14.0 100.0
642 100.0 100.0

非常支持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 =642)附表十：增加中醫學位 頻數

47 7.3 7.3 7.3
382 59.5 59.5 66.8
102 15.9 15.9 82.7
20 3.1 3.1 85.8
3 .5 .5 86.3

88 13.7 13.7 100.0
642 100.0 100.0

非常支持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 =642)附表十一：所有中醫師可以簽發病假紙 頻數

45 7.0 7.0 7.0
303 47.2 47.2 54.2
132 20.6 20.6 74.8
57 8.9 8.9 83.6
6 .9 .9 84.6

99 15.4 15.4 100.0
642 100.0 100.0

非常支持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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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2)附表十二：開設更多中醫診所 頻數

44 6.9 6.9 6.9
344 53.6 53.6 60.4
143 22.3 22.3 82.7
22 3.4 3.4 86.1
1 .2 .2 86.3

88 13.7 13.7 100.0
642 100.0 100.0

非常支持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 =642)附表十三：開設中醫醫院 頻數

59 9.2 9.2 9.2
362 56.4 56.4 65.6
113 17.6 17.6 83.2
19 3.0 3.0 86.1
3 .5 .5 86.6

86 13.4 13.4 100.0
642 100.0 100.0

非常支持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 =642)附表十四：加強中醫藥研究 頻數

92 14.3 14.3 14.3
389 60.6 60.6 74.9
78 12.1 12.1 87.1
8 1.2 1.2 88.3
2 .3 .3 88.6

73 11.4 11.4 100.0
642 100.0 100.0

非常支持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三、 調查結果分析 

1. 受訪者對中醫的接受程度高 
 

從調查結果顯示，有一半的受訪者曾經看過中醫，而且在這些受訪者中，亦有不少表示

間中會看中醫，即顯示不少市民有看中醫的習慣，反映受訪者對中醫有一定的接受程度。至

於對中醫的信心方面，受訪者亦普遍傾向有信心，總體而言，市民對中醫的接受程度算是高

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藉得留意的地方是，隨著年歲的上升，對於中醫的接受及信心程度亦跟隨上升，尤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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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5 及 65 歲以上組別的人士為最高，反映出中醫醫療較切合年長人士的需要。 
 

2. 受訪者普遍支持發展中醫醫療 
 
調查結果反映，有近 7 成受訪者表示，支持特區政府發展中醫醫療，支持的意見十分清

晰。而在五個中醫發展方面的意見上，受訪者亦普遍支持，而在支持的程度上，依次為加強

中醫藥研究、增加中醫學位、開設中醫醫院、開設更多中醫診所以及支持所有中醫師可以簽

發病假紙，這反映出普遍市民對於提升中醫藥及治療的質素上較為強烈關注，如支持醫藥方

面的研究以及提高中醫醫護人員的醫學水平，其次為中醫醫療的設施，如開設診所及醫院等，

最後為中醫師簽發病假紙的問題。 
 
3. 受訪者對於提升中醫專業及規範有不少期望 
 
如上所述，受訪者對於加強中醫藥研究以及增加中醫學位的支持程度較為高，這反映出

市民一方面期望中醫藥的醫療效果能夠繼續提升及加強，進一步提高專業水平，另方面對於

中醫的醫學規範如加強學位課程以及設立專屬的中醫醫院也有強烈期望，這顯示市民對於中

醫的發展不但支持，並且對於規範化的發展有一定期望及要求。 
 

四、 建議 

 
1. 大力發展中醫及推動專業化 

 
綜合調查結果，顯示普遍市民對中醫已有一定的接受及信任程度，尤以長者最高，反映

對醫療服務需求較多的年齡組別對於中醫的需求相對亦較高，亦有愈來愈多的青年人接受中

醫，與過去的觀念及心態不大相同，發展中醫確實有其市場需求及價值。此外，香港一向以

西醫作為主流，然而中醫與西醫在醫療及藥理上折然不同，發展中醫能夠為普遍市民提供更

多的選擇專業醫療的機會，應該大力發展。 
 
至於發展中醫方面，要進一步提升中醫的醫學地位，就必須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除了

依賴業界本身的努力，制定專業守則及自律，政府亦應賦予中醫的法定地位，如在法例方面，

現時只賦予了註冊的中醫師能夠為病人簽發病假紙，但表列中醫卻不包在內，造成業界不公

平的現象，亦會容易產生矛盾及混亂。政府既然已確認中醫師可簽發病假紙的法定地位踏出

了第一步，應該積極提升中醫的地位，賦予與西醫相約的權力及地位，這才能令中醫業界有

發展的前景。 
 

要提升中醫的地位，亦必須關注到加強中醫藥的科研及效用。在醫學水平方面，現時本

地有 3 間大學開辦了中醫學位課程，包括港大、中大以及浸大，每年約有 100 名本科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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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中醫質素，除了開設學位課程外，更重要的是關注大學的師資、學術研究以及大學收

生的標準必須做好。此外，相比西醫方面，中醫學位還多了 1 所大學籌辦課程，無疑會令資

源攤薄，並出現爭奪資源的局面；從實際考慮，應該減省大學課程的數量，以課程質素較高

的為發展重點，來得更為實際。另一方面，為更好地監管中醫的水平，政府於 1997 年成立了

「香港中醫藥管理委員會」，從長遠的發展而言，政府應該向委員會調撥更多資源，以應付有

關規管、註冊、跟進投訴以及推廣中醫藥等工作，才能令中醫藥的質素進一步提高。 
 
2. 政府在發展中醫上需擔當積極角色 

 
如上所述，香港實有發展中醫的潛力。然而，中醫在缺乏政府帶頭支持下，由民間力量

推動確實難以成事。現時，政府每年在醫療及衞生事務方面雖然撥款額高達 300 億元，但資

源用於中醫發展方面少之又少，只集中用於西醫的發展上，中醫發展較為遲緩。因此，要大

力發展中醫醫療，政府有需要擔當積極角色，在調查結果中，亦顯示出有近 7 成受訪者表示

支持政府發展中醫醫療，政府可在培訓人才，配置硬件設施，進行醫學研究，促進業界監管、

自律以及制定相關法例方面下功夫。港府自 1997 年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香港的中醫藥，

十年過後，中醫學的地位雖有提升，但要與西醫還差了一大段距離，需要繼續努力才行。 
 
3. 盡快開設 18 區中醫診所 

 
港府在 2001 年的施政方針中，表示會於 2005 年年底，開設 18 間公營中醫診所。然而，

根據政府資料顯示，至今只有 6 間由政府所設立的中醫診所，分別位於灣仔、中西區、荃灣、

大埔、將軍澳和元朗，今年第四季，再有 3 間在屯門、葵青和觀塘投入運作，數目仍與所定

的目標距離甚遠，未能符合社區的需求。港府需要就有關承諾未能達標作出回應，交待原因，

並且必須盡快開設社區的中醫診所，一方面為居民提供中醫服務，另方面亦可為從事中醫藥

業的專業人士提供更多就業機會，以及為本地中醫本科生和畢業生提供更多臨床培訓和實習

機會，有助中醫行業的整體發展。不過，即使開設中醫診所，政府亦不能敷衍了事，以不理

想的地理位置撥給開設中醫診所，又或讓非牟利機構獨力承擔營運開支，自付盈虧，這絕不

能有助中醫的發展，政府有需要投入人力及資源，協助發展。 
 
4. 研究設立中醫醫院的可行性 

 
現時，香港並未設有任何的中醫醫院，主責中醫醫療。在調查結果中，反映普遍市民支

持開設中醫醫院的建議；其實，在國內早已有中醫醫院的設立，為不同的病人開設不同的專

科以及提供為中醫本科生提供更多臨床實習機會，這對中醫的發展及研究都有極大的幫助，

確實有需要的。誠然，中醫醫院的設立需要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及研究才能成事，但在現階段，

政府可考慮折衷的方法，利用現時公立醫院作為大學中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並研究實施「中

西醫會診機制」，為中醫本科生爭取更多實習經驗，以應付實際的需要；而與此同時，應展開

對設立中醫醫院的可行性研究，不要再視若無睹，拖拖拉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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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樣本 

「對中醫發展的看法」意見調查 

1. 你有沒有看過中醫？ 

1.□ 有        [往 Q2.] 

2.□ 沒有       [往 Q3.] 

 

2. 當你睇醫生時，會睇中醫的次數是？ 

1.□ 每次     2.□ 經常   3.□ 間中  4.□ 很少  5.□ 不願透露 

 

3. 你對於中醫的信心有幾大？ 

1.□ 非常有信心   2.□ 有信心   3.□ 一般  4.□ 無信心  5.□ 非常無信心 

6.□ 無意見 

 

4. 你支唔支持政府發展中醫醫療？ 

1.□ 非常支持    2.□ 支持   3.□ 一般  4.□ 不支持  5.□ 非常不支持  

6.□ 無意見 

 

5. 你對政府在下列 5 個方面的中醫發展有何看法： 

1. 增加中醫學位        □ 非常支持 □ 支持 □ 一般 □ 不支持 □ 非常不支持 □ 無意見 

2. 所有中醫師可以簽發病假紙 □ 非常支持 □ 支持 □ 一般 □ 不支持 □ 非常不支持 □ 無意見 

3. 開設更多中醫診所    □ 非常支持 □ 支持 □ 一般 □ 不支持 □ 非常不支持 □ 無意見 

4. 開設中醫醫院     □ 非常支持 □ 支持 □ 一般 □ 不支持 □ 非常不支持 □ 無意見 

5. 加強中醫藥研究     □ 非常支持 □ 支持 □ 一般 □ 不支持 □ 非常不支持 □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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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1.年齡： 

1.□ 18 歲以下   2.□  19 - 30 歲      3.□  31 - 45 歲   4.□  46 - 65 歲    

5.□ 65 歲以上   6.□  不願透露 

 

2.就業情況： 

1.□ 學生    2.□ 在職    3.□  家庭主婦  4.□  待業 

5.□  退休    6.□ 不願透露 

 

3. 學歷： 

1. □  中三或以下   2. □  中四至中七      3. □  大專或以上   4.□ 不願透露 

 

4. 家庭每月收入: 

1. □  $ 5,000 以下   2. □  $ 5,000 - $ 10,000   3. □  $ 10,001 - $15,000 

4. □  $ 15,001 - $25,000  5. □  $ 25,001 - $50,000  6. □  $ 50,000 以上 

7. □  綜援家庭   8. □  不願透露 

 

5.性別: 

1.□ 男     2.□ 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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