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CB(2)2101/01-02(01)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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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明公務員與問責制主要官員工作關係的通告訂明公務員與問責制主要官員工作關係的通告訂明公務員與問責制主要官員工作關係的通告訂明公務員與問責制主要官員工作關係的通告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公務員事務局將會向公務員發出通告，闡釋主要官員問責制

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本文件載述通告的擬議內容。

擬議通告擬議通告擬議通告擬議通告

2 . 我們在較早時曾經向議員提交文件（立法會 CB(2)1822 /01-
02(04)號文件），闡明政府如何致力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保持
各項形成目前公務員文化的基本信念。文件提及，為確保公務員

清楚了解他們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的角色和責任，公務員事務局

會發出通告，訂明維護並促進公務員廉潔、公正和誠實特質的機

制。通告擬稿現載於附件，供議員參考。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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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通告的擬議內容通告的擬議內容通告的擬議內容通告的擬議內容

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主要官員問責制將由二零零二年 _月 _日起推行。本通告旨在

載述公務員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必須繼續恪守的原則和信念，並

闡釋公務員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的角色和責任。

指引公務員操守的基本信念指引公務員操守的基本信念指引公務員操守的基本信念指引公務員操守的基本信念

2 . 經驗証明某些信念是有效管治的根基，亦是塑造現今公務員

文化的主要原素。這些信念對公務員保持廉潔守正、誠信不阿，

至為重要，無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去革新公務員隊伍的管理，以

應付不同時代的需要，這些基本信念依然會維持不變。

3 . 我們要求每一名公務員都認同及恪守的基本信念包括︰

( a ) 堅守法治；

(b ) 守正忘私；

( c ) 交代政府的決定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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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政治中立；

( e ) 在執行公務時不偏不倚；

( f ) 全心全意、竭盡所能服務市民。

4 . 目前，這些信念已明文載於各項規管公務員操守的規則和指

引中，涵蓋範疇包括避免利益衝突、接受利益和款待、申報私人

投資、參與政治活動、如何使用因公職身分而取得的資料，以及

從事外間工作等。

5. 除 必須工 作有成 效 及達到服務 指標外，公務員在服務 市民

時，亦須盡力確保其行事方式合法、程序適當、 處事公正及專

業。如果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遇見舞弊或其他刑事罪行，有責任

向有關的執法機關舉報。

6 . 與上文第 4 及 5 段所述的事宜相關而目前仍然有效的《公務

員事務規例》、通告及通函載列於附錄。這些特定規則及指引闡

明公務員須恪守的誠信準則，以及在執行公務時應依循的做法。

為了維持公務員誠信不阿、廉潔守正和政治中立的文化，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可因應不斷轉變的環境，不時發出增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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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制問責制問責制問責制

7 . 在問責制下，我們要求公務員隊伍仍然保持其專業、常任、

用人唯才和政治中立的特質。這些優點是政府和市民極希望保留

的。眾所周知，市民對公務員隊伍誠信廉潔的信心，關乎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有效管治。

8 . 本通告第 10 至 22 段訂明在問責制下主要官員與屬下公務員

一起工作時應依循的框架。這些指引闡明公務員在向主要官員提

供意見或執行主要官員所制定的政策時，必須恪守的信念和高度

誠信準則，包括公務員須忠誠地支持問責制，以及竭盡所能協助

在任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責任。

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

9. 我們在制訂下文第 10 至 22 段的指引時，經已考慮以下各

項：

( a ) 主要官員的職責已有所訂明，作為政府的最高層人員，

他們在建立一支高效專業、公正不阿、廉潔信實的公務

員隊伍方面須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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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按 其聘 用 條件 ， 問 責 制 下 的主 要 官 員 必須 遵 守一 套 守

則，當中載有條文列明他們與屬下公務員之間的關係，

具體的涵蓋範圍如下：

( i ) 主 要 官 員 的 職 責 包 括 維 護 並 促 進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常

任、守正、用人唯才、專業及政治中立特質，他們

並須為保持上文第 3 段所述的公務員隊伍基本信念

盡一分力；

( i i ) 公務員有責任向主要官員提出坦誠無私的意見，主

要官員應公平及恰當地考慮這些意見，並確保不會

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務員，令他們以任何不當的方式

行事；

( i i i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須就公務員的政策和管理，包括

維護公務員隊伍的基本信念，向行政長官負責；

( iv ) 公務員的聘任、管理和升遷事宜會根據公開公平原

則及當前適用於公務員的規則和規例辦理，當局會

依據當前的公務員紀律處分機制處理紀律事宜，個

別公務員如被指稱行為不當，有關個案會依循公正

的程序按照事實證據審理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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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就公務員的聘任、升遷和紀律事宜，公務員敘用委

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時肩負獨立角色；以及

(v i ) 主要官員有責任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通力合作，在

有公務員因被要求作出有違公務員身分或基本信念

的行為而作出投訴時，予以跟進。

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主要官員問責制下公務員的角色和責任

效忠效忠效忠效忠

10 . 公務員必須忠誠地履行職責，以及向在任行政長官領導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11 . 公務員有責任支持推行問責制，並須竭盡所能，協助在任行

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公務員須誠實廉潔、客觀公正，協助在問責

制下獲任命的主要官員制定政策、執行決定及管理所屬範疇的公

共服務。

專業精神專業精神專業精神專業精神

12 . 公務員應憑其言行贏取獲任命的主要官員的信任。他們應遵

守規管公務員參與政治活動的規則。公務員應盡忠職守，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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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確信公務員隊伍會克盡厥職，公正無私地協助在任行政長官

領導的香港特區政府，向其提出建議及執行其政策。

13 . 公務員應憑 º 明智分析、客觀研究、專業知識及專長，向主

要官員提出意見，並應向他們提供所有與決策有關的資料，包括

遵循某些政策可能引致的後果，不得蒙騙他們，隱瞞資料或故意

誤導。

中立中立中立中立

14 . 我們重視的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是以效忠政府為基礎。公務

員的天職是忠誠協助在任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在制定政策過

程中，公務員須衡量各項政策方案的影響，坦誠地提出明確的意

見。當政府作出決定後，公務員不論個人立場如何，必須切實貫

徹執行決定。我們會協助主要官員解釋政策，爭取立法會和市民

大眾的支持。

15 . 公務員在公開辯論或討論公共事務的場合發表意見，應確保

言論與職位相稱，並符合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則。公務員不

得在未經授權、不恰當或過早的情況下，向外界披露憑藉其公務

員身分而得知的資料，以圖阻撓或影響主要官員的政策、決定或

行動。一般來說，公務員如在公開場合就公共政策發言，而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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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披露了他們向主要官員提供的意見，又或就主要官員建議的政

策提出截然不同的方案，均視為不可接受。

舉報刑事及舞弊罪行的責任舉報刑事及舞弊罪行的責任舉報刑事及舞弊罪行的責任舉報刑事及舞弊罪行的責任

16 . 公務員如在執行職務時，發現舞弊或其他刑事罪行的證據，

有責任向有關的執法機關舉報。

坦誠溝通文化坦誠溝通文化坦誠溝通文化坦誠溝通文化

17 . 公 務員有 時候可 能會接 到一些 工作方式令他感覺擔憂 的任

務。在這種情況下，有關人員應先與直屬上司商討，無論如何不

應採取任何行動，規避或損害工作指令所依據的政策。在公務員

隊伍中建立和培養坦誠溝通文化，至為重要。此舉可讓上司與下

屬在日常的交流中即時處理問題和關注事項。坦誠溝通文化對於

建立互信和忠誠可發揮積極的作用。我們相信大部分可能引 誤

解的問題，都可透過坦誠溝通迎刃而解。

處理投訴的步驟處理投訴的步驟處理投訴的步驟處理投訴的步驟

18 . 若公務員把他關注的事項坦誠告知其直屬上司或發出指令的

人員後，仍然擔心他須履行的工作：

( a ) 屬非法、不恰當，或有違公務員的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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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違反政府規例，包括《公務員事務規例》；

( c ) 可能涉及行政失當；

(d ) 與公務員身分有所抵觸；或

( e ) 有違政治中立的原則，

便應依循其部門按《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20/91 號》的條文 註 1 為

處理投訴及／或員工申訴而制訂的程序，作出舉報。

19 . 如引起投訴的指令是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以外的主要官員發

出，事件會交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親自處理。一如其他涉及上司

和下屬的投訴個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可會見投訴人或其他人，

並聽取有關主要官員的評論。經考慮所有有關的資料後，及如果

與投訴人和有關主要官員討論後事件仍未獲得解決，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會把自己的意見連同個案一併提請行政長官裁決。

20 . 至於因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發出的指令而引起的投訴，個案會

直接交由行政長官辦公室處理。

                                                

註 1 根 據 現 行 中 央 指 引 ， 每 一 個 局 /部 門 都 有 酌 情 權 視 乎 本 身 的 運 作 需 要 ， 制 定

最 合 適 的 程 序 ， 但 有 關 程 序 必 須 符 合 若 干 主 要 規 則 ︰ 公 務 員 可 採 取 口 頭 或

書 面 形 式 向 局 長 /部 門 首 長 提 出 投 訴 ， 投 訴 會 保 密 處 理 ； 未 經 投 訴 人 同 意 不

會 向 他 人 公 開 投 訴 人 的 身 分 ， 但 參 與 調 查 投 訴 的 人 員 則 作 別 論 ； 只 要 投 訴

人 本 º 真 誠 提 出 投 訴 ， 他 不 會 受 到 懲 罰 。 部 門 首 長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會 立 即 進

行 調 查 ， 調 查 工 作 可 能 包 括 與 投 訴 人 會 面 。 一 般 而 言 ， 部 門 必 須 在 接 獲 投

訴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處 理 投 訴 程 序 ， 並 給 予 投 訴 人 書 面 回 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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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依據上述程序，如行政長官裁定投訴人得直，會對有關的主

要官員採取他認為適當的措施。

22 . 另 一方面 ，如行 政長官 信納該 主要官員作出的指示並 無不

當，以及認為該項指示應維持不變，則先前提出問題的公務員必

須忠誠地按指示行事。根據現行的公務員事務規則，任何人員如

無合理原因而不遵照上司的合法命令行事，可能會因不服從上級

的理由而遭紀律處分。

遵守本通告所訂明的操守準則

23 . 本 通告所 載的操 守準則 ，構成 每一名公務員的部分聘 用條

款。任何人員如不遵守本通告所載的準則，可能會遭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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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與行為和操守有關的《公務員事務規例》、通告及通函

利益上的衝突

( 1 )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19/92 號－利益上的衝突》
本通告列出可能導致公務員

的職務與私人利益出現衝突

的常見情況，並就避免出現

該類利益衝突提供指引。

接受利益和款待

(2)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17/92 號－ 1992 年接受利益
(行政長官許可 )公告及有關
事項》

本通告就公務員以其私人及

公職身份接受利益和款待以

及包括部門接受捐贈等有關

事宜提供指引。

(3)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18/92 號 － 接 受 利 益 及 款

待》

本通告就公務員接受利益及

款待的事宜提供指引。

(4)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7/94(c)號—贊助訪問》
本通告就公務員應外國政府

或外間機構邀請而接受贊助

訪問的事宜提供指引。

(5)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接受

贈券》

(6)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函 － 接 受 贈

券》

(7)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函 第

19/94 號－接受利益︰免費
獎券》

(8)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31
至 435 條－接受款待

(9)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44
條－接受利益

(10)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48
條－退休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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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11)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9/2001 號－公務員申報投資
事宜》

本通告就公務員申報其在香

港或香港以外地方的私人投

資的事宜提供指引

(12)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函 第

19/99 號－盈富基金》
本通告公布有關公務員投資

盈富基金的申報規定

(13)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地下

鐵路有限公司股票事宜》

本通函提醒公務員買賣地鐵

公司股份屬於投資的一種，

必須予以申報和匯報。

(14)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61
至 466 條－投資

外間工作

(15)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13/95 號—退休公務員接受
外間機構聘用》

(16)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函 第

50/96 號—公務員在退休前
假 期 及 退 休 後 任 外 間 工

作》

(17) 《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3/97
號—批准合約人員在約滿後

接受外間機構聘用》

(18)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326
條—退休公務員接受外間機

構聘用

(19)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550
至 564 條—擔任外間工作

公務員如欲在工作時間內或

工作時間以外擔任有薪的外

間工作，或在工作時間內擔

任無薪的外間工作，必須申

請許可。

債務問題

(20)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4/2002 號—公務員個人財務
管理及公務員欠債問題管理

提醒公務員審慎管理個人

財務至為重要，並載列指

引，闡述部門管方如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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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理員工欠債的問題。

(21)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55
至 459 條—無力償債及破產

(22)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80
至 482 條—貸款收息及納息
借款

(23)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83
條—以下屬作擔保人

舉報罪行及貪污

(24)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0/79 號—舉報刑事罪行》
提醒公務員，倘若在處理

公事或私人接觸時，發現

刑事罪行或指稱的刑事罪

行，有責任向有關當局舉

報。

(25)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10/80 號—舉報試圖賄賂罪
行》

提醒公務員，根據《防止

賄賂條例》，試圖賄賂公

務員乃屬刑事罪行。

(26) 《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9/94
號—有關公務員貪污的指

控》

載列部門接獲貪污指稱時

應採取的程序。如要把有

關 指 稱 轉 介 廉 政 公 署 處

理，最重要的是把資料保

密及即時採取行動。

出版載有收費廣告的刊物

(27) 《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6/77
號—有關公務員出版刊物刊

登收費廣告事─《公務員事

務規例》第 530 條》

載列指引，訂明公務員須

獲得許可，才可參與出版

載有收費廣告的刊物。

(28)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3/77 號—有關公務員出版
刊物刊登收費廣告事─《公

務員事務規例》第 530 條》

(29)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530
條—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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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與外界通訊

(30)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520
至 525 條—公務員與外界通
訊

提醒公務員公開討論涉及

公眾利益的事宜時，須持

有建設性的態度，並且不

得在未獲准許前，把因公

職 獲 得 的 文 件 或 資 料 發

表，或傳達給未獲授權的

人士。

向公眾募捐

(31)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531
條—向公眾募捐

規 定 公 務 員 除 已 獲 許 可

外，不得參與《公務員事

務規例》指明用途 (例如：
慈善用途 )以外的籌募款項
活動。

公務員參與政治活動

(32)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6/90 號—公務員加入政治
組織及參與政治活動》

提供指引，訂明所有公務

員 (某些類別人員除外 )可
加入政治組織或參與政治

活動，但有關活動不得與

其公務產生利益衝突。

(33)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15/97 號—公務員參選及進
行助選活動》

(34)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8/2000 號—公務員參選及進
行立法會選舉及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的助選活動》

投訴／申訴途徑

(35)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0/91 號—員工投訴程序》
提 供 處 理 員 工 投 訴 的 指

引。

(36) 《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第
20 條 及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第 486 條

訂明任何人員可向行政長

官提出公開或私人性質的

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