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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1 年 11 月 21 日

總目 142－－－－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分目 001 薪金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由 20 02 年 2 月 1 日
起，開設下述編外職位，為期兩年－

1 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3 4 ,3 00 元至 1 4 2 ,3 00 元 )

問題

我們有需要提供高層首長級人手支援，協助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

司長監督政府內部的協調工作，使政府各項加強粵港兩地合作的政策

措施配合得宜。

建議

2 . 行政署長建議由 2 002 年 2 月 1 日起，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開設
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為期兩年。出
任這個職位的人員屬下有一個小組，負責加強粵港兩地的聯繫，促進

兩地共同發展珠江三角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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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加強粵港兩地的聯繫

3 . 香港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經歷重大的轉變。在廠商和市場力量推

動下，香港的製造業逐漸轉型，本地公司紛紛把低增值的生產工序轉

移到外地進行，改為集中開拓以科技為本的高增值市場。經濟調整的

結 果 ， 是 香 港 與 其 他 經 濟 體 系 (尤 其 是 內 地 )之 間 的 貿 易 活 動 顯 著 增
加，使香港在過去數十年成為內地經濟迅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推動廣

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起飛的火車頭。

4 . 隨 粵港兩地的客旅、貨運以至資金和資訊交流日益頻繁，兩地

的關係也愈來愈密切，彼此唇齒相依，息息相關。目前，廣東省內由

港商全資擁有或有港商投資的公司合共約有 4 0  0 00 家，僱用員工超過
5 0 0 萬人。粵港邊界是全球最繁忙的口岸，平常每天過境車輛平均有
3 1  0 00 架次，過境旅客則有 2 80  0 00 人次。今時今日，廣東省不但是
香港的外地加工中心，更是我們的後勤服務支援中心、消費市場、熱

門旅遊點，以及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隨 內地市場逐步開放，香港作

為內地的門戶將會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5 . 未來數年，全球和區內的種種發展，將會進一步改變粵港兩地的

經 濟 關 係 。 這 些 發 展 包 括 國 家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國 內 市 場 持 續 增

長 、 第 十 個 「 五 年 計 劃 」 落 實 推 行 ， 以 及 海 峽 兩 岸 最 終 實 現 「 三

通」。凡此種種雖然會為香港開拓新的商機，但同時也會令香港面對

更多外來激烈的競爭。為未來的轉變作好準備，應付日後以上海為中

心的經濟 組所帶來的更大競爭，我們有需要與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

策略性的合作關係。

6 . 事實上，商界、學術界和政府內部都經常進行討論，研究如何進

一步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並且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加快旅客過境

和貨物清關程序；協助香港商界拓展業務，以便盡早打入內地市場；

以及加強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整體規劃方面協調工作等。由於建議的措

施所涉及的政策範疇和工作領域非常廣泛，我們有需要加強政府內部

的協調，議定工作計劃，以便日後跟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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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在 20 01 年 8 月成立了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下
稱「統籌小組」 )。統籌小組同時隸屬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負責
統籌工作，牽頭推動各項政策措施，以加強粵港兩地的聯繫，促進兩

地共同發展珠江三角洲地區。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8 . 目前，粵港兩地可通過多個不同的既定渠道，就各類事務進行溝

通接觸。在這些渠道中，最高層次的是 1 998 年成立的粵港合作聯席
會議 (下稱「聯席會議」 )。此外，兩地又成立了多個委員會、小組、
專家和聯絡小組，以便磋商有關基建、海上航道、環境、城市規劃、

跨界車輛，以至資訊科技等方面的事宜。由此可見，粵港合作涉及廣

泛的政策範疇，以及多個決策局和部門的工作。

9 .  就以促進香港與內地客貨運流通的建議為例，這項建議不但對負

責 邊 界 管 制 站 運 作 的 紀 律 部 隊 有 影 響 ， 對 旅 遊 業 、 陸 上 交 通 和 航 運

業，以至其他相關服務也有影響。同一道理，要加強在珠江三角洲地

區基建規劃方面的協調工作，我們便須研究交通、規劃、保安和環境

等方面的政策。由於粵港合作涉及的工作範疇廣泛，須處理的事務繁

多，實有需要設立一個專責小組，協助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監察

粵港合作的整體情況，並同時留意各項統籌工作的成效，向兩位司長

匯報。

統籌小組的工作範疇

1 0 . 目前，統籌小組計劃優先處理三個範疇的工作。首先，小組會協

助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監察聯席會議所通過的各項措施的實施情

況。正在研究或已付諸實行的主要措施，包括促進各邊界管制站的客

貨運流通、發展南沙、探討香港國際機場與珠海機場可以合作發展的

業務、粵港合作推動環保，以及監察東江水的水質和粵港專線聯網的

運作。由於上述部分措施 (例如發展南沙 )會對香港經濟帶來廣泛而深
遠的影響，負責物流服務、陸運／海運和高科技合作事宜的決策局必

須在政策上作出協調。因此，政府內部需要有一個統籌小組，負責監

督有關的討論，並就政策事宜直接請示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以

確保各決策局和部門能夠互相配合，務求取得最理想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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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統籌小組要處理的第二項工作，是檢討各種交通工具客貨運過境
的政策和安排，並與各有關決策局和部門一同研究短期、中期和長期

的措施，以期提高過境客貨運的處理量，應付與日俱增的過境客貨運

量。珠江三角洲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之一，也是香港的主要生產

基地，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促進客貨運流通，希望藉此推動貿易

發展，刺激其他經濟活動。

1 2 . 政府將會逐步落實多項長遠措施，解決口岸擠塞問題。有關措施
包括在 20 03 年推出智能式身分證，以及在 2 007 年或之前完成跨界交
通基建設施。不過，在這些措施實行之前，統籌小組會與各有關決策

局和部門合力制定工作方案，以紓緩因客貨運量增加而可能出現的擠

塞情況。我們會考慮邊界管制站在地方和設施方面的限制、人手安排

和自動化計劃等，並會研究可否進一步簡化過境程序。同時，統籌小

組又會與各有關部門合作，探討是否有其他因素，以致海、陸、空邊

界管制站的貨運流量受到限制。

1 3 . 統籌小組在未來六至九個月的工作重點，是與各方協商，制定促
進客貨運流通的計劃。在增加旅客流量方面，正在研究或已付諸實行

的措施包括延長羅湖和落馬洲的通關時間、在各主要邊界管制站進行

擴建／改善設施工程、在長假期加派人手在邊界管制站執勤、提高邊

界管制站的服務質素、增加來往落馬洲與皇崗之間的穿梭巴士的載客

量，以及簡化內地旅客來港的手續等。

14 . 在 增 加 貨 運 流 量 方 面 ， 正 在 研 究 或 已 付 諸 實 行 的 措 施 包 括 推 行
「一站式清關」試驗計劃，以加快落馬洲的清關程序；在落馬洲進行

設施改善工程，以解決貨車和載客車輛穿插爭路的問題；制定計劃，

以便粵港兩地經由水路或陸路過關的貨物可預先清關；以及研究如何

簡化香港與內地之間轉口貨物在申領許可證和申報方面的規定。

1 5 . 統籌小組在檢討客貨運的過境安排後，隨即會展開第三項工作，
協 調 政 府 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 從 政 策 和 執 行 兩 方 面 眼 ， 制 定 工 作 計

劃，以促進粵港兩地進一步合作，使香港能夠分享珠江三角洲地區經

濟發展的成果。我們認為粵港兩地今後可以在多方面互相合作，包括

科技、貿易、金融、基建、人力資源發展和環保等。我們會 重協調

各有關決策局和部門，主動接觸社會各界，包括本地和國際企業、學

術 界 、 社 會 服 務 界 、 商 會 和 專 業 團 體 ， 以 期 集 思 廣 益 ， 尋 求 可 行 方

案，進一步加強粵港兩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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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小組的編制

1 6 . 我們建議由 20 02 年 2 月起，統籌小組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之下
繼續運作，為期兩年。我們會在 18 個月後 (即 2 003 年年中左右 )進行
檢討，以評估統籌小組是否有需要繼續運作。

開設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附件 1

1 7 . 統籌小組組長的職責，是從高層首長級人員的角度提供意見，協
助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監督各項粵港合作政策的制定工作。組長

除了負責政府內部的統籌工作外，還需與廣東省和省內城市的政府高

層人員，以及本港商界和社區領袖聯絡。因此，統籌小組組長必須是

一名行政經驗豐富的資深首長級人員，由他領導統籌小組協調各個決

策局，以便他們就現行的政策進行策略性檢討。同時，他需與政府和

廣東省的高層官員以及社會有關人士緊密聯繫，諮詢他們的意見，然

後定出在加強粵港兩地合作方面須優先處理的事項。由於擬設的統籌

小組組長職位責任重大，工作複雜，須處理的政策事宜繁多，我們認

為這個職位的職級應定在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級別。擬設職位的職責說

明載於附件 1。

1 8 . 統籌小組在 20 01 年 8 月 1 日成立，目的是落實各項擬馬上推行
的政策措施。當時，我們根據獲轉授的權力，開設了一個為期六個月

的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並打算在 2 001 - 0 2 年度立法會會期正
式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建議開設職位。有

關 編 外 職 位 的 出 任 人 員 擔 任 統 籌 小 組 組 長 ， 而 該 職 位 會 在 2 0 0 2 年

2 月 1 日到期撤銷。

統籌小組的非首長級編制

1 9 . 目前，統籌小組組長屬下有一名高級政務主任和四名高級專業人
員 (總薪級第 45 至 4 9 點或相等薪級 )，他們都是由其他部門借調過來
的 。 因 此 ， 除 了 上 文 第 18 段 所 提 及 的 首 長 級 乙 級 政 務 官 編 外 職 位

外，統籌小組並沒有開設任何非首長級職位。上述四名高級專業人員

分別來自香港警務處、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和運輸署。統籌小組當

前的首要任務是促進邊界客貨運流通，故抽調這四名在邊界口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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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面經驗豐富的人員協助小組執行職務。此外，統籌小組還有多

名支援人員，包括一名一級行政主任、一名一級私人秘書、兩名二級

私人秘書和一名助理文書主任，他們也是由其他部門借調過來的。如

財務委員會批准開設擬議的首長級職位，我們會通過部門編制委員會

的機制，按照慣常的程序開設這些有時限的非首長級職位。統籌小組

會在六至九個月內完成有關過境政策和安排的檢討，接 便會展開促

進粵港兩地合作方面的工作，屆時我們會因應統籌小組當時的工作所

需，重新考慮小組的非首長級編制。

附件2 2 0 . 統籌小組的現行組織圖載於附件 2。

對財政的影響

2 1 . 按薪級中點估計，實施這項建議所需增加的年薪開支如下－

元 職位數目

擬設的編外職位 1 , 65 9 , 00 0 1

2 2 . 實施這項建議所需增加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
附帶福利開支 )為 2 ,69 6 , 00 0 元。

2 3 . 按上文第 19 段所述統籌小組現時的編制組織計算，我們實施這
項建議會同時開設 10 個非首長級職位。這些職位按薪級中點估計的
年薪開支為 6 ,804 ,780 元，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則為 11 ,366 ,000 元。

2 4 . 我們在這個年度的預算內有足夠款項，支付有關職位的開支。至
於 20 02 - 03 年度所需的開支，我們會在該年度的預算草案內預留款項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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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2 5 . 我們已在 20 01 年 11 月 12 日諮詢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議員
對統籌小組的工作計劃普遍表示支持，並就小組的具體運作和統籌工

作提出建議。我們會諮詢各有關決策局和部門，以便就議員的建議進

行跟進工作。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2 6 .  公務員事務局支持成立統籌小組，以便政府牽頭推動各項政策措
施，加強粵港兩地合作，促進兩地共同發展珠江三角洲地區。該局考

慮出任統籌小組組長的人員所須肩負的職責、所掌管的工作範圍和參

與的專業工作後，認為擬設職位的職系和職級均屬恰當。截至 2001 年
1 1 月 1 日，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首長級編制共有
2 8 個職位，當中包括兩個編外職位，其中一個是本文件建議開設的職
位。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27 . 由 於 建 議 開 設 的 職 位 屬 編 外 性 質 ， 如 獲 准 開 設 ， 當 按 照 議 定 程

序，向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2 0 01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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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組長

建議職責說明

職級：：：：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領導一個由多類職系人員組成的小組，檢討現時不同交通工具客

貨運的過境政策和安排，並研究短期、中期和長期措施，以期提

高 各 條 邊 境 通 道 客 貨 運 的 處 理 量 ， 應 付 與 日 俱 增 的 過 境 客 貨 運

量；

2 . 協 調 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 加 快 落 實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所 達 成 的 協

議；

3 . 與各決策局磋商，從政策和執行兩方面 眼，制定長遠的工作計

劃，以加強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合作；

4 . 協調各決策局和部門，以便主動與社會各界人士接觸，聽取他們

對粵港兩地合作的意見，然後提出建議，供政府考慮；以及

5 .  就粵港合作事宜為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行政支援，並為

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和財政司司長私人辦公室轄下的相關委員

會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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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組織圖

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組長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1 名一級私人秘書

1 名高級政務主任

來自以下部門的高級專業人

員 1︰

( a ) 香港警務處

( b ) 香港海關

( c ) 入境事務處

( d ) 運輸署

1 名一級行政主任

2 名二級私人秘書
1 名助理文書主任

*建議開設的職位

                                                
1 這四名高級專業人員的職級為高級警司、海關高級監督、首席入境事務主任和總運

輸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