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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3年澳門醫療專業人員供求預測》 

研究報告_摘要 

 

配合“積極提升醫療服務”的施政方向，人才發展委員會於 2020年

與衛生局、教育暨青年局(現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和社會工作局成

立工作小組，共同探討《2020-2023年澳門醫療專業人員供求預測》（下

稱“本預測”），以助制定醫療人才政策和規劃澳門總體人力供求的參

考。 

本預測分八環節進行，包括：1)前期工作；2)文獻分析；3)分析指

標；4)需求分析結果；5)供應分析結果；6)供應與需求比較；7)總結和

建議；8)限制和解讀。 

 

一、前期工作 

工作小組擬定本預測時段、方法、對象、範疇和問卷設計。由衛生

局（含仁伯爵綜合醫院）1、教育暨青年局(現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和社會工作局透過問卷方式提供相關的醫療人員需求數據；由高等教育

局(現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提供“2019/2020 學年大專學生學習用

品津貼”及 2019/2020學年本澳十所高等院校有關就讀醫療人員所需的

學歷或專業資格課程2的澳門學生註冊登記資料，並預計於 2020至 2023

年的畢業生人數，作為本預測潛在供應量的參考數。數據收集完成後由

人才發展委員會秘書處進行整理分析，並加入指標計算方法。同時，設

定本預測目前時段為 2020年，未來 3年預測時段為 2021-2023年。 

                                                      
1 由衛生局負責收集私營醫院、機構和私人診所有關 15 類醫療專業人員的需求數據，再交人才發

展委員會作分析。 
2 根據第 23/2021號行政法規《醫療人員學歷或專業資格水平》第二條學歷或專業資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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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發放對象包括衛生局（含仁伯爵綜合醫院）、鏡湖醫院、科大醫

院、銀葵醫院、其他機構或私人執業(約 385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和

受其資助學校或機構(約 11 間)、社會工作局和受其監管的私營及其他

機構(約 75間)。最終收回的有效問卷除私人執業機構回覆率近四成(約

143份有效問卷)外，其餘有效回覆率為 100%。 

預測範疇包括：(1)從宏觀層面對《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

度》3(下簡稱《註冊制度》)所規範的 15類醫療專業人員，包括：醫生、

牙科醫生、中醫生、藥劑師、中藥師、護士、醫務化驗師、放射師、脊

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治療師、營養師及藥

房技術助理，進行人力預測供應量和需求量的研究。(2)從微觀層面對 15

類醫療專業人員的醫生和護士進行專業化細分，涵蓋 41 類專科醫生和

16類專科護士(現統合為 13類，本預測採用 16類作分析基礎)的需求研

究。 

41 類專科醫生4：本預測是根據澳門醫學專科學院認可的專科範圍

而訂定，澳門醫學專科學院有 12個分科學院合共認可的 41類專科醫生。 

16類專科護士類別5(統合為 13類)：本預測是根據澳門理工學院(現

為理工大學)健康科學及體育高等學校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提供的專科

護士課程而訂定。按第 24/2021號行政法規《醫學及護理專科》附件二

訂定護理專科有 13 類，本預測中的糖尿病護理、腎病護理、圍手術護

理、靜脈輸液護理、傷口造口護理歸納為內科護理和外科護理，故上述

16類專科護士目前統合為 13類專科護士。 

 

 

                                                      
3 第 18/2020 號法律已於 2020 年 9月 14日公佈，2021年 10 月 1日生效。 
4 根據第 24/2021號行政法規《醫學及護理專科》附件一訂定醫學專科有 41類。 
5 根據第 24/2021號行政法規《醫學及護理專科》附件二訂定護理專科有 13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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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 

主要透過與逾 50 個國家及地區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

組織 OECD”）、亞洲 13國家/地區(含新加坡、日本、韓國，內地、香港

等)的醫生、護士和助產士、牙科醫生、藥劑師四類醫護人力/人口比值

指標的對比，總結出澳門在國際上綜合的醫護人力服務水平：總體上，

澳門醫護人力資源以醫生和藥劑師較鄰近國家/地區充足，整體醫護人

力比值服務處於中等水平。基於澳門的醫療體系較完善，醫療統計數據

完備，亦可以直接採用服務需求法對醫療服務所需的人力作出預測分析，

專責衛生部門一直使用質化的服務需求分析法，而本預測採用純量化的

服務需求分析法，未來澳門醫療人力資源供求研究如能結合醫療機構的

臨床服務計劃一併展開，將得出更科學的結果。在供應預測方法上，本

預測是採用類似人員現況核查法，利用在本地及外地高等院校就讀醫療

人員所需的學歷或專業資格課程的澳門學生註冊資料，預計於 2020 至

2023年的畢業生人數，作為醫療人力潛在預測供應量的參考依據。 

此外，本預測根據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和社會工作局提供的

15類醫療專業人員需求數據，按統計暨普查局公佈和預測的本澳人口指

標，計算澳門主要的醫護人力/人口比值指標，顯示於 2021年至 2023年

每千人口的醫生人力比值分別為 2.97、3.33 和 3.65，而每千人口的護

士人力比值分別為 3.97、4.18 和 4.33，均已超越《澳門特區政府五年

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推算 2020年每千人口有 2.6位醫生和 4.0

位護士之預期性指標。 

 

三、分析指標 

本預測採用兩套分析指標，人力需求程度指標和人力供求比值指標，

前者是利用各預測年對 15類醫療專業人員、41類專科醫生和 16類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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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當年的需求缺口量和需求量的比較，以描述需求程度和需求級別；

後者是利用預測畢業生人數(潛在預測供應量)和預測累計需求缺口量

的比較，以反映人力供求的平衡程度。兩套指標均分為三種遞增式等級

的需求程度及供求程度，並分別以一至三粒“★”和“▲”符號表示。 

 

四、供求分析結果及比較 

本預測需求分析結果包括：從宏觀層面分析 15 類醫療專業人員需

求，從微觀層面分析十二分科學院認可的 41類專科醫生，以及 16類專

科護士的需求結果，每一部份均涵蓋總體和各細項兩方面的分析，並對

專科和普通科醫生的需求作進一步的分析。此外，本預測供應分析結果

只針對 15類醫療專業人員潛在的預測供應量。 

整體上，2020 年至 2023 年在澳門或澳門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完成修

讀 15 類醫療專業相關課程的畢業生總數預計約 2,624 人，同期本澳需

要新增與 15 類醫療專業人員當年的缺口總量約 3,214 人，兩者供求比

例為 0.82比 1，供求比值差距不大，主要原因是公營醫療機構持續地進

行澳門醫療發展相關的研究工作，以提升人力資源管理和完善澳門醫療

服務水平。倘從累計需求缺口情況分析(即本年度的需求缺口量包括去

年未能填補的缺口數)，供求比值拉大為 0.50比 1。 

為深入瞭解醫療人員供求缺口實況，對上述 15類醫療專業人員潛在

的預測供應量(預測畢業人數)與累計需求缺口量分析結果作出比較，

顯示未來 3 年(2021-2023 年)平均每年預測供應量與需求缺口量最多

的前兩位均圍繞着護士和醫生兩類專業人員，其餘類別的供求量排序

幾乎各異；未來 3年(2021-2023年)平均供求比值較大的主要是物理治

療師、營養師、藥劑師和藥房技術助理，比值範圍在 1.1至 2.3內，但

隨着社會轉變、市民生活素質提升和自由市場營運特質，這些潛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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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未來可能轉化為新增私人診所的需求，從而平衡過多的供應量。而未

來 3年平均供求比值相對較小的醫療人員集中於專科醫生、護士、心理

和語言治療師、牙科醫生、中藥師等，比值範圍在 0.1至 0.7內，呈現

供小於求的現象，需加強相關人員的供應量。 

十二分科學院認可的 41類專科醫生未來 3年(2021-2023年)平均需

求量屬一級程度，當中以內科分科學院和外科分科學院的專科醫生需

求量較大。針對專科和普通科醫生的需求分析，結果顯示專科醫生的需

求較嚴峻，其平均需求缺口量約佔醫生總需求缺口量八成。 

16 類(統合為 13 類)專科護士未來 3 年(2021-2023 年)平均需求量

呈正常至一級需求程度。其中，重急症護理和婦產科護理護士需求量較

大。 

上述分析結果中，在預測供求量方面須注意：(1)專科醫生是由普通

科醫生透過專科培訓而來，公營醫療機構的專科醫生供應與專科培訓

實習醫生的開考相關，因此專科培訓實習醫生的開考可能使普通科醫

生的數量下降；(2)按實際操作，現時本澳的私人診所還未配備護士，

即存在潛在的護士需求，但就本澳私人診所配備護士的情況，會因應診

所的業務性質和規模而異，規模較大的診所會較具條件配備護士執行

護理性質工作，故本預測暫未包括私人診所需配備護士的情況；(3)根

據《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所規範的 15類醫療專業人員，

中藥師和營養師是其中新增的一類，於 2020年 10月 1日《註冊制度》

生效後，首度在私人領域出現中藥師和營養師資格認可和執業註冊的

申請，由於本預測是使用 2019年 12月 31日的從業人數，因此可能存

在已符合專業資格但未有取得相關職稱人士，從而可能出現中藥師和

營養師的預測需求程度高於實際需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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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和建議 

上述情況顯示出 15 類醫療專業人員的供應與需求之間不存在正相

關關係，也不存在負相關關係，供應與需求之間沒存在任何關連性。這

意味着：學生未能完全掌握社會醫療專業人員實際需求的數量，可能影

響其生涯規劃缺少指導方向，造成選科目標未夠精準，亦間接引致某些

醫療專業人員出現過剩或不足的現象等。 

因此，就未來應如何使 15 類醫療專業人員的供應和需求達致平衡

或拉近供求的差距，提出一些建議：(1)透過收集醫療專業人員需求數據，

進行量化分析和定期公佈結果，以助完善醫療人員供應的規劃；(2)透過

整合教育部門提供的學生修讀相關的醫療專業學科資料，進行梳理和估

算相關畢業生數據並定期公佈結果，以助相關部門/機構提升醫療服務

水平和調整人力資源需求的依據；(3)透過教育部門、高等院校、教育培

訓機構/學校、相關的社團/組織對相關的醫療人員供應量和需求缺口量

向學生作出宣導的工作，以助學生做好個人生涯規劃；(4)透過適時公佈

相關的需求數據，以助教育/人才資助部門更好地規劃相關專業學科的

獎學金及特別助學金的名額；(5)透過相關供求數據的預示，以助研究產

業發展的部門推動產業多元的工作。 

 

六、限制、解讀和未來研究方向 

最後本預測指出受到“收集數據困難”和“學生登記學科之專業分

類”的限制，致使報告未來有優化的空間，以及在解讀報告時應考量七

個潛在不可抗力和假設性的因素，包括：未能預見的金融危機、天災人

禍、疾病瘟疫等變數；預測畢業生數據屬於潛在供應量，當中存在一些

可能發生的不確定因素，例如：預測的畢業生是否能如期畢業、畢業後

是否願意回澳投身醫療服務行業、是否能通過專科培訓/實習的考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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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能否考取相關的醫療職位或工作等；預測需求缺口量未具條件考慮醫

療人力資源的流失，例如：退休、註銷資格或其他個人原因而不再提供

相關專科醫療服務等，以更準確瞭解供應與需求預測數據的實際意義。 

在本預測基礎上，建議未來深化工作包括：(1)研究醫療專業人員年

齡層的分佈，掌握青少年從事醫療專業工作的實況，以及醫療人力資源

流失的數據，從而更好規劃醫療人員儲備；(2)研究本澳醫生已取得國際

水平相關 的專業證照/資格的數據，有助制定提升醫療人員素質的政策。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