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2659/01-02號文件

檔　號：CB2/HS/1/01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

小組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紀要小組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紀要小組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紀要小組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時至下午時至下午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1時時時時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葉國謙議員 ,  JP(主席 )
楊森議員 (副主席 )
丁午壽議員 ,  JP
田北俊議員 ,  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 ,  JP
李卓人議員

吳亮星議員 ,  JP
許長青議員 ,  JP
黃宏發議員 ,  JP
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 ,  JP
楊耀忠議員 ,  BBS
劉漢銓議員 ,  GBS, JP
蔡素玉議員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李鳳英議員 ,  JP
勞永樂議員

余若薇議員 ,  SC, JP
馬逢國議員

吳靄儀議員

劉慧卿議員 ,  JP
霍震霆議員 ,  SBS, JP
麥國風議員

出席議員出席議員出席議員出席議員 ：：：：單仲偕議員

劉炳章議員



2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朱幼麟議員 ,  JP
何秀蘭議員

李家祥議員 ,  JP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

曾鈺成議員 ,  JP
司徒華議員

鄧兆棠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JP
梁富華議員 ,  MH, JP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麥清雄先生

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王天予女士

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上午 9時至 11時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

主席

梁籌庭先生

副主席

朱偉雄先生

紀律部隊評議會 (職方 )

職方主席

文世傑先生

職方代表

關良華先生

政府第一標準薪級員工總會

理事

黃炳耀先生

理事

劉柏榮先生

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

高級副主席

郭志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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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陳伯芳先生

香港政府華員會

副會長

黃河先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名譽會長

何景安先生

香港行政管理文職人員協會

副主席

簡劍成先生

秘書

楊麗珊小姐

香港衛生護理專業人員協會

會長

蔡錫聰先生

香 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長

陳永棋先生

總幹事

劉達明先生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聯絡部總經理

林振永先生

副總經理

于學忠先生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

主席

林貴昌先生

秘書

陳慶兒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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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秘書長

張恭立先生

新界總商會

副主席

何鏡波先生

香港總商會

總裁

翁以登先生

新界漁民聯誼會

聯絡主任

董惠明先生

上午 11時至下午 1時

新界鄉議局

副主席

林偉強先生

增選議員

林國昌先生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會長

曾向群先生

香港南區聯盟

主席

陳思誦先生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

副主席

黎葉寶萍女士

社團活動中心

幹事

溫桂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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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服務中心

秘書長

鄭成林先生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副秘書長

鍾樹榮先生

副秘書長

文滿林先生

旅港福建商會

理事

李躍進先生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副秘書長

陳金霖先生

香港福建體育會

青年部副主任

蔡世傳先生

香港中華總商會 -中西區聯絡處

代表

劉麥量先生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主席

李永生先生

劍藝會

主席

陳偉程先生

新青年論壇

召集人

楊沁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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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陳錦雲先生

個別人士

匡增意先生

吳日章先生

葉方強先生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

余桂珍女士

吳民光先生

觀塘區議會議員

謝炳堅先生

深水 區議會議員

曾淵滄先生

西貢區議會議員

邱全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明佩女士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6
胡錫謙先生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7
黎順和小姐

高級主任 (2)7
石愛冰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與團體舉行會議與團體舉行會議與團體舉行會議與團體舉行會議

(立 法 會 CB(2)1857/01-02號 及 CB(2)1895/01-02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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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歡迎在座各團體的代表及多位個別人士出

席是次會議，與小組委員會委員就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

交換意見。他表示小組委員會所收到的意見書均已在會

議舉行前送交議員參閱。他邀請各團體就擬議問責制逐

一發言，簡略陳述其意見。

2. 各團體所提意見的摘要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政府第一標

準薪級員工總會及新界總商會代表表示對擬議主要官員

問責制並無任何意見。

3. 主席邀請小組委員會委員提問。

4. 劉慧卿議員感謝各團體就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

提出意見。劉議員提到於上午 11時至下午 1時出席會議的
團體所提交的意見書時表示，支持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

的意見大部分如出一轍，儼如由同一人所提出。

5. 陳思誦先生對劉議員的言論表示失望。他認

為，各團體擬備意見書，向小組委員會提出他們的看

法，小組委員會理應欣賞及尊重他們的努力。劉議員

表示她絕對尊重各團體，並且在會議中一直用心聆聽

他們的意見。吳亮星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尊重公眾向

小組委員會提出的每一項意見。

行政長官的權力

6. 譚耀宗議員提出問責制會否令行政長官獨攬大

權的問題，曾向群先生及黎葉寶萍女士回應時表示，他們

認為此情況不會出現。曾先生表示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

本法》中已有明確規定，不會因問責制而有所增加。黎女

士補充，在建議的制度下，主要官員須向公眾清楚交代政

府政策，故政策制訂過程的透明度會有所增加。

擬議制度下的主要官員

7. 黃宏發議員表示同意曾淵滄先生的提議，即每

位政策局局長應由一位副局長協助其工作。他要求政府

當局考慮這項建議。

8. 就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對從公務員隊伍以外任

命主要官員，可能導致 “外行領導內行 ”的情況所提出的關
注，田北俊議員指出，在現行架構中，多個政府部門均

已由 “外行 ”的政務主任所領導。以他所見，在問責制下，
從公務員隊伍以外挻攬具備相關政策範圍所需經驗及專

長的人才作為主要官員，不一定會出現該會所指的情

況，相反更可改善香港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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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郭志德先生回應時表示，該會的立場是，任命

在相關範疇具備專業知識及專長的內行人士為局長或部

門首長，以提高政府制訂長遠政策及應付一旦出現的政

策失誤的能力，才符合公眾利益。黃河先生指出，非專

業人員在監管部門執行政策的工作時，可能會因欠缺足

夠的專業知識而受到制肘，而專業人員則可能欠缺有效

監督部門的管理技巧。他指出，為解決此問題，香港政

府華員會一直都有促請政府加強各級公務員的培訓。

10. 田北俊議員詢問，主要官員應否有權調配及辭

退屬下的公務員 (包括常任秘書長在內 )。郭志德先生認
為，現存的制度一向行之有效，在新的問責制下應繼續

沿用。

11. 劉慧卿議員提到余桂珍女士表示許多她所認識

的人都支持問責制；劉議員詢問，他們是否知道，擬議

制度下的主要官員，實際上只向行政長官一人負責，而

行政長官由於並非經普選產生，因此並沒獲得香港市民

的廣泛授權。余桂珍女士回應時表示，主要官員在制訂

政策時須顧及民意，並且向公眾清楚解釋政策，因此在

新制度下，政府對公眾的問責性會大大提高。曾向群先

生表示，新制度下的主要官員都會獻身為香港市民服

務。他認為行政長官在任命主要官員方面擔當關鍵的角

色，故他們會透過行政長官向公眾負責。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公務員體制

12. 劉慧卿議員關注到紀律部隊成員擔心在問責制

下公務員隊伍會變得政治化，以致紀律部隊無法繼續公

正不阿地維持法紀。文世傑先生指出，紀律部隊成員執行

上司的指令時，必須嚴守特定的規則與規例。他們擔心

公務員隊伍一旦趨於政治化，他們執行職務時，會被逼

在誠信、廉潔或公正方面作出妥協，以致公眾利益受到

損害。

13. 鑒於由政治任命的官員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一職的建議，令人關注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會否受到影響，

麥國風議員詢問香港政府華員會是否支持該建議。黃河

先生回應時表示，該會並不反對有關建議。他指出，只

要政府當局能與各級公務員加強溝通，建立良好的夥伴關

係，贏取他們的合作與支持，公務員便毋須過份擔心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一職由政治任命的官員出任。

14. 黃宏發議員認為，對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備受衝擊

的憂慮，是確實存在的。他建議政府當局借鑑英國的制度。

他指出，在英國，兼任公務員事務大臣的首相負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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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及管理公務員事務。首相由以公務員為終身職業的

公務員主管協助。英國又另設制度，由獨立的公務員事務

專員負責任命事宜。凡此種種，均是制度化的措施，保障

公務員的利益及政治中立。黃宏發議員又向委員提及香港

中 文 大 學 李 穎 儀 博 士 所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2)1854/01-02(20)號文件 )。李博士在意見書中提出多項
保障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措施。

15. 梁籌庭先生表示，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同樣擔心

在問責制之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政治傾向會損害公務

員的利益及政治中立。他們亦擔心在新的問責制下，低層

公務員的編制可能會因政策局及部門的重整而被削減。

16. 翁以登先生及董惠明先生回應楊耀忠議員時表

示，擬議制度不會在公務員隊伍中助長 “擦鞋 ”的風氣。翁
先生認為，現時的賞罰制度足以令公務員隊伍維持任人唯

才的傳統。

17. 劉慧卿議員要求溫桂芳女士澄清她何以指公務

員並無與行政長官好好合作，又未有為落實政府政策而

給予行政長官必需的支持。溫女士表示，過去數年的嚴重

失誤，是因為公務員未能全心全意落實政策所致，足證她

所言非虛。她相信，在問責制下，由於主要官員須為其政

策的成敗負責，故政策的制訂及執行均會得以改善。

18. 劉慧卿議員認為，由政府最高層發出的政策指

令混亂而反覆，亦是導致過往政策失誤的原因之一。

常任秘書長

19. 馬逢國議員就常任秘書長應否協助主要官員向

立法會及公眾 “推銷 ”政府政策的問題，徵詢本地高級公務
員協會的意見。郭志德先生表示這樣的安排可以接受，

他指出在現行的制度下，政策局長亦須履行此職責。然

而他強調，在新的問責制下，主要官員及常任秘書長的職

責與責任應予明確劃分。

政府當局
20. 黃宏發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澄清以下兩

點：

(a) 在問責制下，會否有一位常任秘書長在政治任命
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轄下工作；及

(b) 各常任秘書長是否須 “推銷 ”政府政策，若然，他
們須如何履行此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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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在擬議制度中所擔當的角色

21. 劉慧卿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詢問，立法會應否在

主要官員的任免過程中發揮作用。翁以登先生回應時表

示，香港不應只顧模彷其他國家的制度。他補充，主要官

員的任免機制在《基本法》中已清楚訂明，並應嚴格遵行。

他認為立法會及傳媒會在監察政府及主要官員的表現方

面，繼續發揮重大的作用。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2. 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2年 5月 14日 (星期
二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12時 45分舉行。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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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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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1..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對是否需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

責制存有疑問。鑒於公務員隊伍自香

港主權回歸以來已經 歷革新的 改

變，政府當局應確保有足夠時間評估

問責制度對公務員隊伍的影響。

(b) 不贊成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定為政治任命

官員，以免公務員的利益及政治中立得不到

充分保障。

2.. 紀律部隊評議會

(職方 )
CB(2)1895/01-02(01)

(a)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如屬政治任命官員，並有

本身政治立場，公務員體制未必能保持政治

中立；及

(b) 鑒於公務員須致力維護本身利益，公務員體

制可能被迫變得政治化。公務員的利益最終

可能因政治 “角力 ”而受損。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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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3.. 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

CB(2)1917/01-02(01)
(a) 支持問責制；

(b) 關注把政策局的數目由 16個減至 11
個對各政策局的運作及協調所帶來

的影響；

(c) 關注政策局的數目在擬議制度下將
會減少，此舉會為政策局與政府部

門的進一步合併，以及各個部門的

合併立下先例。

(d) 支持把政治問責與執行政策分開，以保持公

務員隊伍的政治中立；

(e)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不應屬政治任命官員；

(f)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應由按公務員條款受聘

的公務員擔任，並應獲委加入行政會議，與

其他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員享有同等地位；

(g) 主要官員應充分了解公務員體制的核心價

值觀。他們在制訂政策及作出政策決定時應

顧及和維護此等價值觀；

(h) 主要官員應對其所屬政策範疇內的事宜有

充分認識，以免出現 “外行人領導內行人 ”
的情況；

(i) 應清楚界定主要官員及常任秘書長的職責，

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及

(j) 政府當局就問責制訂定更多細節安排後，應

進一步徵詢公務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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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4.. 香港政府華員會

(CB(2)1931/01-02(01))
(a) 關注政策局的架構重組及各個政策局

的職責重新分配，對公務員向市民提

供的服務，以及公務員的工作和權益

的影響。

(b) 公務員無須對政治任命官員擔任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一事過分擔心。政府應加強與各級

公務員的溝通，並建立夥伴關係。這種夥伴

關係可令主要官員取得公務員的合作和支

持，對成功推行擬議制度至為重要；

(c) 關注主要官員能否引入務實和創新的意

念，並在其任內制訂長遠政策；及

(d) 在擬議制度下作出政策決定時，應避免出現

濫用權力的情況，並積極回應社會人士及公

務員提出的意見。

5..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CB(2)1857/01-02(01)
(a) 支持問責制；及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6.. 香港 行政管 理文職人

員協會

CB(2)1857/01-02(02)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c) 支持重組政策局及減少政策局數目

的建議；及

(d) 問責制會加強行政會議的運作。



4

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7.. 香港 生護 理專業人

員協會

CB(2)1857/01-02(03)

(a) 支持問責制。

8..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問責制會改善政府運作，並為民主發

展鋪路。

(b) 對主要官員與常任秘書長的工作關係表示

支持；

(c) 對主要官員在離任後從事的工作所施加的

限制不應令有才幹的人士卻步，以致不願加

入政府服務；及

(d) 公務員應支持問責制度，並與主要官員充分

合作。

9..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CB(2)1895/01-02(02)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10.. 港九 新界販 商社團聯
合會

CB(2)1857/01-02(04)

(a) 支持問責制。

11..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CB(2)1857/01-02(05)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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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12.. 香港總商會
CB(2)1857/01-02(06)

(a) 支持問責制。 (b) 問責制可配合公務員體制，並有助其發展；

(c) 主要官員應改善與公務員的溝通；及

(d) 離任後的工作限制不應令有才幹的人士卻

步，以致他們不願接受委任為主要官員。

13.. 新界漁民聯誼會
CB(2)1895/01-02(03)

(a) 支持問責制。

14.. 新界鄉議局
CB(2)1917/01-02(02)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及

(b) 行政長官的薪酬不應少於主要官員。

15..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CB(2)1895/01-02(04)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及

(b) 立法會應盡快批准政府的撥款申請，

以便問責制得以早日實施。

16.. 香港南區聯盟
CB(2)1917/01-02(03)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17..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
CB(2)1857/01-02(07)

(a) 支持問責制；

(b) 主要官員應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

員。

(c) 應從公務員隊伍中挑選適當人選出任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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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18.. 社團活動中心
CB(2)1857/01-02(08)

(a) 支持問責制。

19.. 華富服務中心
CB(2)1895/01-02(05)

(a) 支持問責制；及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20..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CB(2)1857/01-02(09)

(a) 支持問責制。 (b) 行政長官可任命更多高級官員，並把他們納

入問責制內。

21.. 旅港福建商會
CB(2)1895/01-02(06)

(a) 支持問責制；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及

(c) 主要官員應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
員。

22..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CB(2)1895/01-02(07)

(a) 支持問責制；及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23.. 香港福建體育會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支持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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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24.. 香港中華總商會 --中西
區聯絡處

CB(2)1857/01-02(13)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25.. 汽車 交通運 輸業總工
會

CB(2)1857/01-02(10)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及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26.. 劍藝會
CB(2)1857/01-02(11)

(a) 雖然普選行政長官及實行政黨政治

有助加強官員問責，但卻需要時間

加以發展。現時開始實行問責制是

一個可取的路向。

27.. 新青年論壇
CB(2)1895/01-02(08)

(a) 政府當局應就問責制的詳情及日後的

改動諮詢公眾，以確保制度具有透明

度；

(b) 支持把行政會議秘書處納入行政長官

辦公室；

(c) 各政策局的職責在架構重組後須予適

當界定；

(d) 人力與工商的政策範疇合併後，可能
令持續教育過於經濟主導。

(e) 主要官員的政治責任應與公務員執行政策

的職責分開；

(f) 部分主要官員的職責可能過多，因而無法與

立法會保持緊密聯繫；

(g) 物色合適人選出任政治任命官員的職位可

能存在困難；及

(h) 主要官員與諮詢／法定機構的關係應予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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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28.. 匡增意先生
CB(2)1857/01-02(12)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及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29.. 吳日章先生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及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30.. 葉方強先生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支持問責制。 (b) 最終應將所有公務員納入問責制內。

31.. 余桂珍女士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

CB(2)1857/01-02(14)

(a) 支持在 2002年 7月 1日實施問責制；

(b) 大部分香港人支持問責制；

(c) 問責制可加強政策局之間的聯繫，以及

在實施政策方面與行政會議的合作。

(d) 主要官員須與行政長官有相同的施政理

念。

32.. 吳民光先生
CB(2)1857/01-02(15)

(a) 支持問責制；及

(b) 問責制符合《基本法》。

33.. 謝炳堅先生
觀塘區議會議員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支持問責制。 (b) 政府應考慮從社會廣泛階層委任人選，出任

諮詢組織的成員，並檢討現有諮詢組織的職

能和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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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對問責制的整體意見；；；；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的問題；；；；

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組成方式及運作；；；；

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合併及保留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局署關係；；；；

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的檢討；；；；

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擬議制度對該等組織／機構的角色和職能的影響

34.. 曾淵滄先生
深水 區議會議員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支持問責制。 (b) 每名主要官員應由一名副局長協助，該名

副局長可兼任新聞秘書的工作。

35.. 邱全先生
西貢區議會議員

CB(2)1895/01-02(09)

(a) 支持問責制。

36.. 李明佩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並無提交意見書 )

(a) 支持問責制。 (b) 主要官員應加強與區議會溝通，而區議會在

協助制訂和實施政府政策方面應擔當較重

要的角色。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7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