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醫健通的經驗 

展望香港健康資訊平台的發展 

 

早在 2005 年，世界衛生組織制定了一項電子衛生保健戰略草案，並要求會員國

制定有效的電子衛生保健戰略，建立一個完善的電子衛生保健系統，在個人、群

體和整個社會層面改善基層健康和促進健康平等。香港政府近年大力開發和推廣

的電子平台「醫健通」，為全港市民建立免費和終身的電子健康記錄。本文將以

「醫健通」的實踐經驗，探討本港健康資訊平台該如何發展，才能更有效促進市

民基層健康。 

 

醫健通對推動基層醫療的作用 

「醫健通」自 2016 開始啟用，當局期望它能在本港基層醫療的發展上擔當著以

下角色： 

 促進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互通 

「醫健通」最基本的目的是讓公私營醫護機構能記錄和獲取市民的電子病歷，

讓病人能得到更有效、適切和個人化的健康醫療服務。 

 

 自我健康管理工具 

透過程式的「病人平台」（下稱「平台」），協助市民查閱部分健康記錄，同

時提供健康管理等功能，鼓勵市民積極自主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掌握人口健康特徵以優化政策和服務規劃 

「醫健通」累積在不同的機構和中心（如地區康健中心、院舍等）收集到的

病人記錄成為大數據，可更清楚地掌握地區的人口健康特徵，為政策和服務

規劃提供資料，以促進全民健康。 

 

「醫健通」作為市民健康資訊平台的問題 

現時，醫健通主要是處理公私營醫護之間的數據互通，若以世衛的標準而言，有

幾項重大問題仍然有待進一步討論和解決。 

 

而在加強醫護單位間及醫社間數據互通的大方向下，未來醫社數據互通是透過加

強醫健通或以其他平台推行，當中仍有不少議題有待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通什麼？全人健康數據 

醫健通記錄了市民的病歷及曾經使用的藥物及醫療服務，數據大多是與治療及其

過程相關的。然而，日常行為模式及各種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對健康起到了決

定性作用。如表一所示，影響健康的社會及行為因素繁多，不少國家和地區在其

電子健康記錄平台上已加入社會和行為模式資料。例如台灣的「健康存摺」，除

包括醫療資料如門診住院、牙科和中醫健康存摺，亦記錄器官捐贈或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成人預防保健結果1、以及健保卡計費和繳費等資料。同樣地，英國的

數據系統會收集病人焦慮抑鬱程度、吸煙飲酒和運動情況等數據。有些數據向全

民收集，有些則按不同群體的特徵去收集，務求更準確和全面地反映市民及各社

群的健康狀況。 

 

社經因子 教育、住屋、工作等 

心理因子 壓力、睡眠、生活質量滿意程度等 

行為因子 飲食習慣、運動習慣等 

個人社交因子 家暴記錄、社交情況等 

社區影響因子 社區特徵等 

表一：影響健康的行為和社會因子(Committee on the recommended social 

and behavioral domains and measures f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2014)  

 

誰可通？跨專業資訊互通 

全人健康發展需要跨專業合作，而數據的互通是促進跨專業合作的重要因素。目

前醫健通的資料僅限於醫療專職人員閱覽，不利推動全人健康發展；要推動醫社

全面協作，在建立健康資訊平台時必須進一步達至醫社間的數據互通。醫社數據

互通，同時又能推動收納更多其他相關專業範疇、更多類型與健康相關的數據。

若在「醫健通」加入更多「社」的數據，將有助醫療專職人員更理解病者的背景，

從而作出更有效的診斷或按其需要作出相關的社會服務轉介。而社區的其他持份

者(如社工)如能了解服務使用者的醫療需要時，他們便能夠支援市民管理健康，

設計更適切的社會服務以改善其健康。 

 

不過，開放數據權限涉及病人或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即使得到服務使用者的同意，

開放數據仍會增加市民私隱被不當使用的風險，其他專業範疇所涉及的數據或許

大部份與他們的工作完全無關，他們可能會擔心開放這些數據的權限令他們承擔

                                                      
1
 成人預防保健是為 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民眾提供的每 3 年 1 次、55 歲以上原住民、罹患小兒麻

痺且年在 35 歲以上者、65 歲以上民眾每年 1 次成人健康檢查。檢查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問卷如

家族史、健康行為等）；身體檢查和實驗室檢查 



更多的責任。同時，太多不同的專職人員輸入和取覽數據，結果可能會造成數據

混亂。 

 

怎樣通？全面的數據互通和規劃 

要進一步促進健康數據的互通，便有需要對有關數據系統進行更全面的規劃。醫

社數據互通包括了醫療紀錄、個人的健康管理、以及影響健康的社會特徵或社會

服務介入等範疇，不同專職人員、以至市民大眾對於數據及介面的需求，亦有很

大差異。因此必須思考不同子系統功能及其如何融合和互通。例如，台灣推行的

健康雲計劃，把四個雲端子計劃2串聯起整個雲端健康服務，通過對大數據的完

整規劃，不但能促進健康照護醫療服務質素，亦有助基層健康及醫療政策的發

展。 

 

現時香港不同系統間數據互通的情況並不理想。即使在醫管局中，亦有醫健通與

HA GO 兩套平台，兩者既有其特定功能定位，但亦有功能重覆的部份。如果未

來需要讓更多不同系統的數據互通，例如把部份社會服務的數據與醫護數據互相

融合，則必須對於不同系統的功能定位及如何互通，進行更精密的規劃。 

 

此外，即使數據系統的設計如何完善，要發揮真正功效，系統的普及使用十分重

要。現時 「醫健通」在私營服務中仍未普及使用，如要加強「公私營數據互通」，

應考慮是否要強制專職醫療人員使用有關數據系統；或以「拒絕機制」 的方式

鼓勵專職醫療人員和市民使用系統。 

 

結語 

醫療大數據發展日新月異，健康服務的定義和範圍越來越廣，完善數據互通系統

可以促進有效的跨專業合作，鼓勵市民積極主動管理健康及推動地區為本的基層

醫療政策發展。然而，在邁出下一步前，必須要就上述三項問題思考，好好規劃

整個數據平台，為全人健康的目標提供堅實的基礎。 

 

 

  

                                                      
2 健康雲計劃，其包括醫療雲子計劃、照護雲子計劃、保健雲子計劃和防疫雲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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