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李維達醫生講辭 

今天承蒙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院士銜，我謹代表各位領受人向中大致以衷心謝意。

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我們能夠與家人、朋友和同事共同分享這份喜悅，我們倍感榮
幸。我們亦十分慶幸有機會為中大和社會略盡綿力，希望我們的付出有助中大更好地培育下
一代，從而為香港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很多人都稱香港為家，不少人像我一樣曾經在外國生活多年，本可在外國定居，卻選擇
回到香港，並以此為家。我們的希望和信心都建基於香港的未來，不但是為自己，也為我們
的家人。這份信心不是沒有實在根據的。香港擁有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法治，很多人認為
法治正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元素。

對醫學界來說，醫護是市民最關切的事。環顧全球的醫療制度，一個國家有多關顧其國
民的健康，反映出其人民的能力和國家的信念。

由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培育的醫生均達致國際最高的專業水平，香港的醫護制度亦
令不少國家感到羨慕。我們的制度體現了一個承諾：「沒有香港市民會因為財力不足而得不
到適切的關顧」。

一直以來，我們的醫護制度尤如以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無限的需求。醫學和技術的進步、
新的治療方法、不斷上升的人力資源成本，隨著持續增加及老化的人口，都對這個承諾帶來
挑戰。

維持一個有效運作和可持續的醫護制度乃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議題，全球皆
然，包括：美國的「奧巴馬醫改」和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醫療改革。

就香港而言，我們能夠做的主要是加強醫療服務的承受能力，為公眾提供更多選擇，尤
其是醫療保險或者醫療保障計劃的形式，俾能為更多病人提供保障。 

香港的私家醫院大多數以慈善或非牟利機構形式運作。中大正致力興建一所非牟利的私
家醫院。面對香港市民對醫療服務需求殷切，中大乘時而起，在擴展教學和培訓外，在香港
創立一個新醫療服務模式，不但增強了醫療系統的服務能力，同時亦為香港市民增加服務選
擇。

傳統檢討醫療保健制度的方法不外是按診斷把病患者分類，然後分配相應的治療方案，
再計算病患者的流轉、住院期和候診時間等等。這是現時衡量和比較不同醫療制度的成效和
效率的主流方法。不過，醫生的培育不應只著眼於訓練足夠的醫生以配合制度。我們對病人
的專業責任遠遠超越這種要求。 

從我還是個醫科學生開始，又曾在美國不同醫院服務，到四十年後的今天身為資深醫
生和醫院之院長，所見的病人彷彿都一樣。醫學藥物和技術不斷進步，治療方法推陳出新，



可是我們仍要面對死亡。疾病、殘障和死亡，還有隨之而至的恐懼、痛楚和折磨，始終是現
實。作為一個醫生，為病人帶來安慰、舒解病人的焦慮，和治療他們的疾病是同樣重要的。

我知道所有中大醫科生入學時都要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還要參加一個莊嚴的儀式
才可以披上醫生的白袍，以提醒同學不要遺忘醫生應有的責任；此點我希望各同學必須銘記
心中。

在座各位，當我們生病時得到怎樣的治療，視乎我們下一代的醫生得到怎樣的培訓。我
相信大家在這方面可以非常放心，因為中大提供著最卓越的醫科教育。 

最後，能夠成為中大榮譽院士，我們都深感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