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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畢業在即 课程仍未認可 申醫課程評審進度緩慢
新報人 (2002年02月28日)，32(05)，第2頁。
 記者: 王爭鳴、吳志賡。 編輯: 蘇勇鵬、葉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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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爭鳴、吳志賡報道】本港不少大專院校均有開辦中醫藥學位課程，吸弓有志投身中醫界的人士報讀，不過，負責評估有關課程的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費時兩年多，仍未完成評估工作，若課程一直未被認可，畢業生便無法報考中醫執業試，不能成為註冊中醫。此外，評審結果遲遲未出，以致學院需要不斷更改中醫課程內容，最終只會苦了學生。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六十七條的規定，除了獲衛生署決定有資格申請註冊的表列中醫外，任何人士如欲申請成為註冊中醫，必須在執業資格試考取合格成績。同時，根據《中醫藥條例》第六十一條的規定,除了有執業經驗的表列中醫外，任何人士如欲參加該資格試,必須已取得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下稱中委會）認可的中醫本科學位或同等學歷。換言之，如果有關課程一直未被認可,該課程的畢業生根本沒有資格報考中醫執業試，即無法申請成為註冊中醫。
評審工作欠透明
現時，多間大專院校均有開辦中醫、中藥學位課程及有關的文憑課程，例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校中醫藥學部，而香港公開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則分別與內地的大學合辦中醫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於一九九八年成立，是最先開辦全日制中醫學位課程的大專院校，首屆畢業生亦快將於二零零三年畢業。然而，中委會成立兩年多，仍未完成本港各個中醫課程的評估，無法公佈被認可課程的名單。一年後，這批首屆中醫畢業生，可能會因未能確定身份，而不能參加執業試。更甚是，坊間的中醫課程可能被列為「不被認可」，最終浪費學生的金錢和時間，亦令立志成為中醫的學生好夢成空。
本報曾就此事向中委會查詢，不過有關方面拒絕接受訪問，對於課程的評審準則、評估進度、評審時間表、以及合資格課程名單的公佈日子等一概拒絕透露。中委會秘書處發言人僅表示，由於評估工作仍在研究階段，存在很多不明確因素，因此並非成熟時機，向外界公開任何資料，發言人並否認運作欠缺透明度,只重申現時並非成熟時間公佈資料。
關注香港中醫藥政策聯會主席張士君則認為，香港政府為了本身的公信力及威信，相信會盡快認可有關院校中醫課程畢業生的資格，否則，這樣會違反了政府發展中醫藥的目標及方向。
評估工作現矛盾
中委會是由衛生署負責管理，對於中醫課程評審進度緩慢，衛生署新聞主任李先生表示，由於評審工作是由中委會全權負責，衛生署對有關課程的評審工作不大清楚。他僅指出，第一屆中醫執業資格試，擬定於二零零三年年中舉行。然而，中委會秘書處卻曾對記者表示，第一屆中醫執業試曰期尚未落實，兩者回應出現矛盾。
課程更改學生叫苦
現正就讀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兼讀學士課程的林小姐表示，學院早前宣佈，要將現行課程，由二千多個上課小時，增加至四千多小時，增幅接近一倍。雖然學費並無更改，但林小姐需要在五年內，修畢所有課程，鑑於班內大陪份同學均為在職人仕，上學時數突然劇增，令他們感到十分辛苦。林小姐稱「現在星期一至五都要上課，連星期六都要，學期間的休假也取消了。上課的總時數，跟全職本科生黛無異。」
對於為何突然增加上課時數，林小姐坦言有教授曾於課堂上暗示，此一改動是為配合中醫執業試的考試資格。現時以西醫來説，只有港大及中大兩種本科學位課程，並沒有兼讀課程，不過，中醫學位課程，卻有全職及兼讀之分。林小姐有聞，由於兩者上課時數相差甚遠，兼讀課程未必能成為認可課程，故此學院需要增加時數，令兼職學生也能獲得考試資格。林小姐續指，當初希望能成為中醫師，才矢志報讀此一課程，因此，校方雖然突增上課時數，也沒有向有關方面提出投訴，只望最終也能獲取考試資格。
另一方面，浸大中醫藥學院的全職課程突然修改教學內容，將「養生學」改為必修課目-並取消原來的「推拿學」，令學生無所適從，有傳這亦是為了配合中委會的評審標準。不過，該學院四年級生Echo則表示，由於內地中醫課程設有「養生學」，校方希望課程能跟隨內地，以及學生可以考取國內執業試，因此才更改課程。她續指，「推拿學」亦已在學生的爭取下，得以保留。
編輯：蘇勇鵬、葉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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