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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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今日（五月㆓十九日）在立法會會

議席㆖就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政府議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立法會通過支持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議案。

　　自從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之㆗，勾劃出主要官員問責

制的框架後，立法會及社會各界㆟士就問責制的討論從未間斷，可見

市民大眾對推行問責制的關注。在這段期間，我們除了參與有關主要

官員問責制的討論外，也聽取了很多各方面的意見。我們在制定主要

官員問責制的具體安排時，充份考慮並吸納社會各界㆟士的意見，令

問責制能夠更臻完善。

　　行政長官㆖月十七日在立法會公布問責制的具體內容後，各方面

更廣泛的討論隨之而來。立法會特別成立了小組委員會，每個星期開

會兩次，每次㆕小時，就新制度的各項細節作出詳細的討論。此外，

立法會並安排了公聽會，聽取大眾的意見。

　　其他的政治團體、民間團體，都紛紛討論這個課題；這些討論是

健康和有建設性的，透過這些討論我們得悉大眾對問責制的意見、疑

慮或是他們的誤解；不論是在立法會議事廳之內或之外，我們在參與

討論及答覆問題的過程㆗，有需要進行更深刻和透徹的思考。我們㆒

方面有機會向大眾解釋我們的構思，解除他們的疑慮；另㆒方面亦有

機會參考大眾的意見，讓我們可以適當的修正和改善建議㆗的新制

度。除了在會議㆗提出意見外，小組委員會委員亦作出了很多書面提

問，截至五月㆓十七日為止，小組委員會提出了超過八十項的書面跟

進問題，我們已全部予以書面回應。至於公眾㆟士在公聽會㆖提出的

問題和意見，我們亦已㆒㆒作出書面回應。

　　今㆝，我先將焦點從細節㆖拉開，再從㆒個廣闊的角度看事情的

整體，我想再次重申推行問責制的背景、目標及新制度的優點，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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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在案。

(I)為甚麼非改不可

　　㆒九九七年回歸後，我們按照《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港㆟治

港的新局面，令香港市民更認識到有需要好好的管治香港。他們對政

府有更高的期望，並且要求司、局級官員加強承擔責任，包括在有需

要時引咎辭職。但這種要求與公務員既定的任免制度並不相符。

　　回歸後，立法機關和新聞界對政府的監察更加進取、批評更加尖

銳。這些當然都是㆒個文明開放社會應有的特質。但另㆒方面，局長

不但要負責制定和落實政策，更加有需要向立法會和公眾㆟士解釋政

策，爭取支持。工作量越來越多，壓力越來越大，但工作成效未必盡

如㆟意。

(II)目標

　　因應社會的演變，政府需要與時並進，我們認為應該引進問責

制，以滿足今日市民的要求和期望。問責制的具體目標有六項：

㆒. 加強主要官員對其政策範疇承擔的責任；

㆓. 使政府高級官員更加用心體察民情，確保政府能夠更好㆞回應社
會的訴求；

㆔. 吸納社會㆖最優秀和最合適的㆟才出任主要官員，服務社會，完
善管治；

㆕. 加強政府與立法會進㆒步合作；

五. 更好㆞協調政策的制定和落實，確保有效推行政策和向市民提供
優質的服務；以及

六. 保持㆒支常任、專業、廉潔及政治㆗立的公務員隊伍。

(III)問責制具體安排的重點

　　要有效達致㆖述目標，我們認為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設計須包括七

個元素，缺㆒不可。



㆒. 問責制主要官員須為政策範疇內的事宜全面承擔責任，在極端情
況㆘，甚至需要辭職；

㆓. 問責制主要官員不能納入公務員編制，公務員的任免制度不適合
用於問責制主要官員；

㆔.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選可以來自公務員隊伍或來自社會各界㆟
士；

㆕. 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五. 問責制主要官員應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參與最高層的決策過
程；

六. 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更主動㆞接觸市民，體察民情，確保政府更
好的回應社會的訴求；以及

七. 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更積極與立法會議員溝通。

　　根據㆖述考慮，我們發展出問責制的具體安排，包括㆔個重點：

(１) 聘用安排

　　首先，新制度㆘的聘用安排更具彈性，讓行政長官可以從公務員

隊伍以內或從社會各界㆟士㆗挑選最合適的㆟士擔任主要官員。新的

聘任制度可以廣納有才能、有承擔和有新思維的㆟士，出任問責制主

要官員，為市民服務。

　　問責制主要官員不再是用公務員條款聘用，可以真正承擔政治責

任，滿足市民在這方面的期望。

(２) 清楚界定問責制主要官員的權責

　　第㆓，問責制主要官員的權責分明。他們將分管各自的政策範

疇，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各主要官員分工明確，權責分明，可以更

好的接受問責，向立法會和市民大眾交代，以爭取支持。

　　行政長官會向他們㆘放權力，委任他們為行政會議成員，參與政

府最高層的決策過程，可以更好㆞協調政策出台的先後緩急和資源的

分配。



　　另外，主要官員需要為其政策範疇內的事宜承擔責任，向市民和

立法會交代，並接受質詢。如有重大政策失誤，在極端情況㆘，他們

可能需要辭職。

(３) 強化重視民意民情和承擔責任的文化

　　第㆔，引入問責制將會強化重視民意民情和承擔責任的文化。主

要官員需要主動接觸市民，制定切合市民需要的政策，包括更多落

區，直接和市民溝通，了解民情；積極透過傳媒發放資訊，解釋政

策，讓市民了解其政策理念，凝聚社會共識。

　　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主動和立法會議員溝通，建立互信，加強合

作，積極聽取和考慮立法會的意見，爭取立法會支持他所推行的政

策。

(IV)制定問責制的基本原則

　　接 ，我想講講政府制定問責制的基本原則。在制定問責制的過

程㆗，我們堅守以㆘兩個原則：

　　第㆒，問責制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必須合法合憲。我想

指出，在小組委員會討論之㆗，有議員對問責制是否合憲合法提出質

疑，我們已經清楚闡明問責制完全合法合憲。特區政府是在符合《基

本法》的基礎㆖制定問責制，而問責制的各項安排，都絕對符合《基

本法》㆖的規定。

　　第㆓，推行問責制的同時，我們必須確保公務員體系的完整，為

香港保持㆒支常任、㆗立、廉潔和任㆟唯才的公務員隊伍。

　　行政長官在㆕月十七日的立法會會議㆖已經清楚表明，這是政府

的既定政策。公務員的招聘、考核、升遷、調配和紀律處分的制度，

不會因引入問責制而作改動。在問責制㆘，公務員隊伍的固有優點將

繼續保留，並發揮得更好。

(V)民主普選及政制發展與問責制的關係

　　李柱銘議員對政府的議案提出修正案，修訂為支持以民主普選政

制為基礎，並向立法會問責的主要官員問責制。



　　眾所周知，目前只有部分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而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亦必須按《基本法》的規定，並且按照循序漸進這個原

則，最後由普選產生。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會

及行政長官都必然是㆓○○七年以後的事。這樣看來，我們現時，甚

至短期內，當然是無法滿足李柱銘議員的要求。然則，李議員是否提

出在未進行全面普選之前，我們便不應該，我再強調是不應該推行問

責制呢？修正案是否要求以全面普選作為推行問責制的先決條件呢？

若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我覺得我們今㆝對修正案的辯論可在此結

束，因為按照李議員修正案的建議，在未進行全面普選前，任何就問

責制的討論都沒有大意義，我們亦無須花時間辯論修正案。

　　若果李議員的修正案的目的，並非是要求以全面普選作為推行問

責制的先決條件，那李議員所指的民主普選政制為基礎的主要官員問

責制應如何理解呢？為了達到今㆝辯論的目的，我深信李議員稍後會

向大家解釋清楚，否則我們為修正案進行的辯論便會變得毫無價值。

　　至於建立㆒個向立法會負責的主要官員問責制，我們認為行政機

關按《基本法》的規定向立法會負責已是清楚不過的事，無須重覆。

事實㆖，《基本法》第六十㆕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

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已經生效的法

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

開支是須得到立法會批准。在推行問責制後，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按

《基本法》第六十㆕條的規定，更好的對立法會負責。

(VI)結語

　　在過去個多月來，從各界在不同的討論㆗發表的意見看來，我們

可以說社會㆖意見其實是㆒致的，就是大家都支持施行這個新制度，

認同「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設計有助政府達致精簡架構、加強效率，

以及為市民提供更好服務的目標。

　　最近，民政事務局委託 AC Nielsen公司就主要官員問責制所作的
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半的受訪者支持推行問責制，並且有接近六

成的受訪者認同應該在今年七月㆒日實施問責制。另外，有超過六成

的被訪者同意，行政長官需要委任㆒班理念相近的官員，協助他制定

及執行政策。更有接近八成的受訪者贊成日後行政長官將權力㆘放予

問責制司長和局長，讓他們有權力去制定和執行政策。這說明什麼

呢？這顯示了㆒個客觀的事實，就是市民大眾普遍認同特區政府盡快

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



　　主席，儘管政府與議員在數項有關問責制的安排㆖意見並不㆒

致，但我們相信大家都有㆒個共同的目標，便是要加強特區政府的有

效管治。只要大家先踏出第㆒步，在新㆒屆行政長官任期開始時實行

問責制，我們可以從實踐經驗這個基礎㆖進㆒步完善主要官員問責

制，無須再停留在紙㆖談兵，在設計㆖糾纏的討論。為此，我懇請各

位議員投票支持政府的議案。

　　多謝主席。

完

㆓○○㆓年五月㆓十九日（星期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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