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對「有關規管醫療儀器立法建議」意見書 

 

對於是次政府的立法建議，公民黨認為是「九牛一毛、總好過冇」。公民黨一直

贊成盡快對醫療美容作規管，令市民得到保障。但政府在立法建議中，卻似乎未

能一擊即中重點，政府著重醫療儀器的分級，高風險的需要由醫生負責，規管針

對儀器及負責的醫生；但對服務提供者，包括經營者、公司股東等卻輕輕放過。 

 

以是次立法建議起源的 DR 事件為例，事件在 2012 年 10 月發生，一間醫療美容

集團為顧客進行一項高風險的醫療美容程序後，四名女子因細菌入血而出現休

克性敗血症，更有一名事主因而死亡、一名因而需截肢。事件敲起社會對醫療

美容的關注，亦令公眾體認到醫療美容缺乏規管的危險性。 

 

但至 2015 年初集團創辦人、實驗室技術員及負責打針療程的醫生才被控誤殺

罪，預定在今年 5 月審訊。事件突顯現行制度的不足，除了因為有人因此去世

而構成的刑事罪行外，涉事的美容公司機乎無任何責任需負上，而其餘三名因

此受傷的事主，亦難以討回公道。而按政府是次的立法建議，立法後未來即使

有美容院的經營者違反規管，只要換一個公司名字，美容院仍可「還魂」營

業。 

 

事件發生後，政府成立「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以區分醫療和美

容的程序。小組在審視 35 項高風險美容程序，提出將當中 15 項涉及高風險侵

入性程序例如美白針、注射肉毒桿菌等，列為醫療程序，必須由醫生負責。 

 

而醫療美容程序，事實上在香港越來越普遍，根據消費者委員會，在 2016 年接

獲的美容服務業投訴有 1239 宗，按年跌 10%，但涉及醫療美容的投訴卻上升

68%，由 2015 年 143 宗升至去年 240 宗，涉款逾 460 萬元，當中因療程後出現

創傷的投訴有 37 宗，按年升 37%。 

 

投訴數字反映醫療美容在港越來越普遍，但醫療美容在香港並無清晰定義，當

醫療及美容的界線劃不清的時候，便容易令無良商人利用市民對追求美容的心

態，混淆兩者的分別，接受服務的市民，毫無保障，出事後亦追討無門。 

 

為有效保障市民，公民黨有以下建議： 

1. 政府必需清晰界定醫療美容及非涉及醫療程序美容的分別，清𥇦的定義有

助公眾及業界分清該程序的風險； 



 

 

2. 儀器及技術日新月異，立法後政府必需每兩至三年作出定期檢討，以避免

規管出現漏洞； 

3. 盡快為美容業界進行發牌註冊及扣分制，領有牌照的美容院將為市民帶來

信心，對違規的美容院實行適當的懲罰機制，將有助監管整個美容業，同

時註冊制將有助避免經營者違規後「借屍還魂」，將美容院改名後繼續營

業； 

4. 除食衛局以外，必需有其他政策局配合，監管儀器以外的部份，如誇張失

實廣告、不合理的預繳式收費等不良銷售手法；及 

5. 長遠而言，必需全面立法，以規管包括醫療美容及非涉及醫療程序的美容

業。  

 

公民黨 

2017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