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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 
 

提升和優化醫療服務素質，完善醫療衛生設施建設，保障和促進全民健康，

是特區政府長期以來的工作目標。衛生部門一直致力加快各項軟硬件設施的建設、

完善醫療衛生體制、 提升醫療服務水平、拓展社區衛生資源。 

 
澳門現時有 5 間醫院、732 間各式初級衛生護理服務場所。2023 年澳門分別

有 1,980 及 2,980 名醫生和護士；每千人口的醫生及護士分別對應有 2.9 名醫生

及 4.4 名護士。 

 

澳門的醫療衛生服務，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大類。政府方面主要有提供基

層醫療服務的衛生中心和提供專科服務的仁伯爵綜合醫院（俗稱山頂醫院）。非

政府方面，可分為接受政府和團體資助的醫療單位，如鏡湖醫院、科大醫院、工

人醫療所、同善堂醫療所等，以及各類私人診所和化驗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其中

衛生中心和同善堂醫療所提供的服務基本上是免費的。 

 

2024 年 9 月 16 日，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正式開業，

作為一所大型綜合公營醫療機構，在優先滿足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前提下，提供

私人醫療衛生服務。收費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免費醫療，現時享有免費醫療的澳

門居民，經衛生局轉介至澳門協和醫院後，可繼續享有與現有相同的醫療服務待

遇。其餘兩級對澳門居民，亦給予適當優惠。 

 

醫療福利保障 

 

特區政府投入充足的醫療衛生資源，不斷優化醫療服務和完善各項衛生設施。

2023 年衛生局總開支約 90.8 億元，較 2022 年減少 6.6%。 

 

至 2023 年底，澳門所有醫院合共提供 1,956,633 人次的門診服務，提供

460,986 人次的急診服務。2023 年的死亡率為 4.4‰，嬰兒的死亡率為 2.4‰。出

生時平均預期壽命（2020 年 － 2023 年）男性為 80.3 歲，女性為 86.0 歲，達

到世界領先水平。 

 

根據《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組別分類，腫瘤是澳門的頭號都市殺手病，居

第二位是循環系統疾病，第三位是呼吸系統疾病。2023 年統計資料顯示，這三種

疾病死者佔全年死亡人口的比率分別是：29.6%、27.4%和 16.8%。 

 

健全的醫療服務網絡 

 

為響應及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所倡議「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衛生局在

各區設立衛生中心，建成以衛生中心為單位的社區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全澳居民

均可在居所附近使用社區醫療衛生服務。 

 

澳門目前共有9 間衛生中心及2 所衛生站，為市民提供成人保健、兒童保健、

口腔保健及牙溝封閉、學校保健、產前保健、婦女保健、中醫及針灸保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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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戒煙諮詢、營養諮詢、子宮頸癌及大腸癌篩查、體格檢查、防疫接種等服

務。 

 

凡澳門合法居民，不論年齡和職業，前往衛生中心接受服務及由衛生中心轉

介到仁伯爵綜合醫院進行輔助檢查，均毋須繳費。仁伯爵綜合醫院提供的服務，

除特區政府規定的特定人士外，均須繳付費用。澳門居民的收費較低，非澳門居

民收費較高。 

 

與非牟利醫療機構合作 

 

另外，特區政府通過與多間非牟利醫療機構合作，為居民提供專科醫療（住

院、急診、心科手術等）、一般中西牙醫門診、康復服務、家居護理、子宮頸癌

篩查、大腸癌篩查、心理治療等服務，又開展防治愛滋病教育、心理健康及無煙

生活宣傳等活動。 

 

由2009年起，特區政府推出「醫療補貼計劃」，通過每年向每位澳門永久性

居民發放醫療券，加強居民的保健意識、補貼居民的醫療開支，以及促進私人衛

生單位的發展。2018年，特區政府推出電子醫療券，透過大數據的應用，有助更

快捷地分析和瞭解醫療券的使用狀況，加強引導智慧醫療的構建。 

 
此外，還通過與內地簽訂業務合作協議的形式，在食品安全、檢驗檢疫、中

醫藥發展、藥品監督管理、醫學教育和培訓等不同範疇加強合作，協助澳門醫療

衛生事業的不斷進步和發展。 
 

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 

 

2023年，共有30,682例傳染病強制性申報個案，申報數最多的首三位為流行

性感冒（22,043例）、腸病毒感染（5,612例）和其他冠狀病毒相關嚴重呼吸道感

染（1,191例）。 
 

為確保公共衛生安全，公共衛生化驗所對食物、水質、藥物、香煙及臨床樣

本等進行化學和微生物檢測，以及對傳染病進行相關的化驗診斷。2023年，共接

收129,640個不同類型的樣本，檢驗總數為426,117個。 
 

防控煙酒 

經第 13/2022 號法律修改的第 5/2011 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生效，衛生局持續通過立法、執法、宣傳教育及鼓勵戒煙等方式，

推動無煙環境的建設。第 6/2023 號法律《預防及控制未成年人飲用酒精飲料制

度》於 2023 年 11 月 5 日起生效，旨在減少未成年人因飲用酒精飲料而可能影響

其健康的風險或損害。2023 年，在控煙及控酒並行的方針下，對各類受法律規管

的場所合共巡查 285,339 間次，共檢控 3,147 宗違反控煙法的個案和 2 宗違反控

酒法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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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監督 

藥物監督管理局（簡稱藥監局）於2022年1月1日成立，負責研究、統籌、協

調及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藥物監督管理範疇的政策，尤其是包括中藥在內的藥事

活動及藥物註冊、藥劑專業活動、醫療器械註冊，以及藥物及相關產品廣告活動

的管理。 

 

截至2023年12月，獲藥監局發出牌照的藥物業場所包括藥房341間、中藥房

132間、藥行23間、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有164間、西藥製藥廠3間、中藥

製藥廠6間；當中有2間西藥製藥廠和1 間中藥製藥廠（顆粒劑生產線）符合藥物

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 

於澳門流通的西藥有35,326項，其中非處方藥物有11,412項、處方藥物有

21,891項、只供醫院使用的藥物為2,023項；於澳門流通的中成藥及天然藥物分別

有3,920項和274項。 

 

截至2023年12月，澳門有藥劑師827名、中藥師27名、藥房技術助理339名。 

 

澳門主要醫院 

 
仁伯爵綜合醫院 

 
仁伯爵綜合醫院為公立醫院，是一所具備先進設備配套的現代化醫院，提供

住院、門診、急診及其他專科服務，現時共有 29 個專科，提供合共 73 項專科門

診服務。 
 

2023年，仁伯爵綜合醫院有醫生442人，護士1,129人，病床總數1,197張（包

括1,081 張住院病床和116 張非住院病床），門診總數達493,139 人次，急診總

數288,238人次，入院病人23,744人次。 

 

鏡湖醫院 

 
鏡湖醫院是澳門特區非政府醫療衛生機構，隸屬鏡湖醫院慈善會，創辦於

1871 年（清同治十年），至今已有 153 年歷史，是一所由華人創辦和管理的慈

善醫院。目前，鏡湖醫院已發展成為一所現代化的綜合性教學醫院，集醫療、預

防、教學和科研於一體。2023 年全院員工 2,144 人，其中醫生 390 人，護士 663

人，技術人員 178 人，其他員工 913 人。 

 

鏡湖醫院設有 4 個門診部和 2 個急診部，分佈於澳門半島及氹仔。2009 年

8 月霍英東博士專科醫療大樓落成啟用，設多個專科門診。2023 年全院門急診診

治 1,437,065 人次，平均每日診治 4,412 人次。 

 

科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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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醫院於 2006 年 3 月正式成立，隸屬於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是一所具

中西醫優勢互補的現代化綜合性醫院，同時也是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及醫學

院的臨床帶教基地，是澳門唯一一所具備大學支持的醫院。醫院設有多個中、西

醫專科，除提供一般門診診療外，還提供腫瘤綜合治療、醫學美容、醫學遺傳等

多元化醫療服務。醫院亦配備介入導管室、手術室、深切治療部等，另有多個服

務中心。住院部現有病床 108 張，其中，住院部病床 60 張，血液透析中心病床

48 張。 

 

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 

 
簡稱「澳門協和醫院」，是澳門現時最大的醫療綜合體，佔地面積約 7.6 萬

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43 萬平方米，擁有手術室 26 間，離島康復醫院建成後，

規劃病床逾 1,000 張。醫院建築群包括澳門醫院、輔助設施大樓、員工宿舍大樓、

綜合服務行政大樓、中央化驗大樓等。 

 
澳門協和醫院作為「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區與內地在衛生健康領域的重要合

作項目，開創合作辦醫的先例。醫院引進北京協和醫院的品牌文化、專家團隊、

管理理念、先進技術和醫療資源；在優先招聘澳門居民的同時，亦有來自北京協

和醫院的知名專家和醫生團隊，以及按需要從全球各專科領域招募的頂尖專家，

提高澳門疑難重症及專科診治的能力，利用澳門在引進先進藥物和醫療設備的制

度優勢，為居民和旅客提供更多就醫選擇。 

 
澳門協和醫院於 2023 年 12 月 20 日舉行試營運儀式。其後，仁伯爵綜合醫

院離島急診站率先遷入，於 12 月 21 日投入運作，提供 24 小時急診服務。2024

年 9 月 16 日正式開業。 

 

 
更多資料：統計暨普查局 （https://www.dsec.gov.mo） 

     衛生局 （https://www.ssm.gov.mo） 

          藥物監督管理局 （https://www.isaf.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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