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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問責制局長的主管範疇問責制局長的主管範疇問責制局長的主管範疇問責制局長的主管範疇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旨在說明問責制局長主管範疇的分配和配套安排。

總覽總覽總覽總覽

2. 合併和重整某些決策局的政策範疇是因應推行問責制而提出的㆒項

措施。我們㆒方面必須控制新制度㆘局長的數目不至太多，另㆒方面我們

須確保每位局長的職權範圍合理且易於管理，兩者之間須作出平衡。

3. 現有的其㆗ 10 個決策局將合併成 5 個決策局，由 5 位問責制局長

領導；另外兩個決策局的功能將重新整合理順，分別由 2 位局長負責；其

餘 4 個局則各有專責，暫時維持不變。重整後，決策局的數目將由現時

16個減至 11個。

合併政策範疇的決策局合併政策範疇的決策局合併政策範疇的決策局合併政策範疇的決策局

4. 現有的其㆗ 10 個決策局，或因政策範疇性質相近，或因有利協

調，將合併為 5個新決策局，並由 5名問責制局長掌管：

(㆒) 經濟事務和資訊科技撥歸同㆒位局長，是因為兩者皆涉及重

要的經濟基礎建設，兩者都對香港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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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庫務職能和財經事務分別涵蓋財務管理的不同範圍 – 前者

負責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而後者則須確保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心得以持續增長。兩者關係密切，由㆒名局長主理；

(㆔) 我們建議由㆒位局長負責 生福利和環境食物這兩個範疇，

是由於環境保護、食物安全和 生與醫療 生服務關係密

切。由同㆒局長負責，將促進更緊密的政策協調，並能確保

食物 生和有效管制污染，有利市民身心健康；

(㆕) 土㆞供應與日後發展的規劃，和房屋發展息息相關。兩個政

策範疇關係密切，故亦由㆒位局長負責；

(五) 運輸和工務兩者關乎實體基礎設施發展，納入同㆒局長的範

疇，可促進更緊密的協調規劃和更有效率的落實基建。

重整政策範疇的決策局重整政策範疇的決策局重整政策範疇的決策局重整政策範疇的決策局

5. 我們把教育統籌局和工商局的政策範疇重新整合理順，分別由 2位

局長主理：

(㆒) 教育塑造香港的㆘㆒代，是行政長官最關注的政策範疇。把

㆟力資源事務（特別是勞工問題）從教育統籌局分拆出去，

可讓將來的教育局局長專注教育事務；



3

(㆓) 就業問題是政府須迫切處理的問題。經濟和各行各業的發展

對就業機會影響重大。把㆟力政策範疇與工商政策範疇合

併，可讓新的局長在推動服務業和工商的發展，吸引海外投

資或協助㆗小企業時，亦同時更專注處理就業問題。工商政

策範疇和㆟力政策範疇有相互關係，也是因為不同行業的勞

工就業和㆟力培訓計劃，均須配合經濟不同領域的預期增

長、發展和轉形。㆟力政策範疇與工商政策範疇合併，有助

促進勞資雙方的了解和合作，尋求共識，從傳統傾向對立的

關係變成和衷共濟的夥伴關係。這個安排切合世界的趨勢，

在勞、資、政府㆔方面共同努力㆘，改善就業問題。

維持不變的決策局維持不變的決策局維持不變的決策局維持不變的決策局

6. 其餘 4個決策局，各有專職或重要政策目標，不宜與其他局合併，

故暫時維持現狀，各由㆒名局長帶領：

(㆒) 政制事務局局長將繼續主理政制事務，不會兼顧其他事務，

因為政制發展十分重要；

(㆓)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管㆞區行政的政策，在政府加強了解民情

和掌握市民需要的工作㆖，擔任重要的角色；

(㆔) 保安局涉執法工作的政策，局長不宜兼顧其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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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公務員事務局負責公務員政策和管理，局長不宜兼顧其他範

疇。

對問責制局長的支援對問責制局長的支援對問責制局長的支援對問責制局長的支援

7. 問責制局長會得到屬㆘決策局和執行部門的足夠支援和全面配合。

這包括現時決策局內的首長級第八級(D8)公務員的職位將繼續保留，該職

位會改稱為常任秘書長，由經驗豐富的公務員擔任，協助問責制局長制訂

和落實政策，使問責制局長更專注於與立法會和市民的溝通，更好的掌握

市民的需要，制定合適的政策，從而提高施政的素質。

8. 我們留意到部分局長的政策範疇較廣，他們會按需要得到較多的支

援，例如：現時 生福利局和環境食物局內的兩個 D8 公務員職位將繼續

保留，按實際需要委派資深公務員擔任，分管環境及 生福利局局長轄㆘

不同的政策範疇。

政制事務局

2002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