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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2011 年 03 月 18 日消息 

 

澳門市民可以享有的醫療保障福利 

 

政府提供的醫療保障福利 

現時，澳門市民可以從政府、非牟利和私人醫療機構得到政府

所提供的醫療保障福利。 

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可分為初級衛生保健和醫院醫療服務兩

種。 

衛生中心免費為澳門居民提供各類醫療保健服務。2010 年，衛

生中心的服務人次約近 53 萬次，在衛生中心登記的居民己有八成

多，反映大部分居民都能夠得到本澳的基本醫療保障。 

醫院專科醫療服務方面，所有澳門居民可享有 30%的醫療費用減

免，亦可經由衛生中心轉介到仁伯爵綜合醫院進行免費的輔助檢

查；另外，部份特定人士，如 65 歲以上老人，小童，中小學生，孕

產婦，精神病、傳染病和癌症病人等可享有免費的醫院醫療服務。 

2010 年，仁伯爵綜合醫院合共提供了 53 萬人次的急診、專科門

診和住院服務，另外進行了近 400 萬項輔助檢查，以及 7 千多次手

術，其中 84%屬全部免費，付費人次佔 16%；與此同時，仁伯爵綜合

醫院向有經濟困難人士提供免費醫療及其他援助。2010 年，社工部

門共協助 1,515 人申請可豁免醫療費用。 

市民除在政府醫療系統得到免費的醫療服務外，政府還通過資

助購買服務的形式，與非政府醫療機構的合作，去年合共為市民提

供超過 40 萬個中、西醫及牙科的一般門診，以及 6 萬多個醫院專

科門診和 6 千多個住院服務名額。即市民可以到與衛生局簽訂協議

的 9 間非牟利醫療機構得到以上的各種醫療服務。如在鏡湖醫院可

以享用由政府資助的各種門診、住院、手術和急診的免費專科醫療

服務，包括有 7.2 萬個門診和 6 千多個住院，以及今年新增的 1.1

萬個急診的免費名額。 

在政府的補助之下，市民又可以利用“醫療補貼計劃”選擇到



2 

私人醫療機構就醫。2009 年開始推行面額為澳門幣 500 元的“醫療

券”，旨在方便市民到私家醫生看診。在 2009 至 2010 年度，醫療

券的使用率達到 90%，即超過 40 萬人使用，涉及的金額約為澳門幣

2 億元。 

 

著手研究全民醫療保險制度 

總括而言，現時本澳的醫療保障制度採用政府主導，結合非牟

利和私人醫療機構，即三方面共同發展的模式，是一種綜合性的健

康服務政策。澳門居民享有醫療保障的安全網較全面，比很多先進

國家都優勝，政府對居民健康的承擔較大。 

至於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其實只是眾多的醫療保障制度中的一

個考慮方案。鑑於該制度是一項極複雜而且牽涉眾多範疇的議題，

對社會影響深遠，故此必須通過多方面和深入詳盡的分析和研究，

以及結合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的綜合考量才能行之有效。為此，特

區政府將參考先進國家及鄰近地區的經驗，如美國和香港在改革醫

療融資方面都有頗大的爭議，並因應本澳的實際情況，開始著手研

究有關議題，從而制訂合適的醫療衛生融資方案。 

特區政府將繼續秉承“妥善醫療，預防優先”的醫療衛生理

念，即以社區衛生保健和預防為主，醫院專科醫療服務為輔的衛生

政策，以期達到防治疾病，保障市民健康之目標。為此，特區政府

正通過完善醫療設施方案和進一步與非牟利和私人醫療機構的合

作，提高醫療服務的保障力度。而由於享有免費醫療的比例高，故

此出現一些項目的輪候時間較長，但這也是世界各地公營醫療機構

部門的最常見問題。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已制訂了輕重緩急的機制

和措施，同時將積極通過完善各種軟硬件配套，加強本澳的醫療服

務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