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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解釋制定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目的、

字符集的收字原則及其他有關資料。

制定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目的制定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目的制定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目的制定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目的

2 .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以及香港常用的大五

碼電腦中文編碼並未包納一些香港特區政府及市民在中

文電子通訊中有需要使用的字符。由於缺乏一個共通的

中文界面，出現了亂碼的情況（詳情請參考附件一）。制

定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目的，是收納這些香港電腦用戶有

實際需要使用而暫未納入常用編碼標準內的中文字符，

以提供一個共通的中文界面，方便大家能準確地以中文

進行電子通訊。

3 . 在一九九五年，香港政府為方便各部門交換電

子檔案，在大五碼使用者造字區建立了一套名為政府通

用字庫的中文字符集，收錄一些香港的特有用字，以補

充大五碼基本字庫的不足。初期政府通用字庫只供政府

內部使用，後來為方便市民下載政府文件，遂把政府通

用字庫放在政府網站，供市民下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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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一九九八年四月，資訊科技署與法定語文事務

署合作，修訂政府通用字庫，並向各界收集中文電腦用

字，編製一套共用的增補字符集，目的是提供一個共用

的中文電腦界面，供政府部門及市民交換電子資料時使

用。由於經增訂的字符集包羅從社會各界收集得來的字

符，可作為社會人士共用的字符集，因而取名香港增補

字符集。

香港增補字符集的制定過程及收字原則香港增補字符集的制定過程及收字原則香港增補字符集的制定過程及收字原則香港增補字符集的制定過程及收字原則

5 . 資訊科技署及法定語文事務署於一九九八年向

政府部門及外間機構收集中文電腦用字後，先由法定語

文事務署逐一審查並剔除重複的字符，然後翻查權威字

典（包括《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

典》和《中華字海》）、粵方言字典和文獻、 ISO 10646

標準文件，以確定哪些字可以在字典找到、哪些字是約

定俗成的粵方言用字、哪些字已包括在 ISO 10646 內。刪

去來歷及用途不明的字符後，最後得出約一千七百個新

字符。另外，該署也重新覆檢政府通用字庫，經整理後，

將原有的 106 個字符刪除。新的香港增補字符集因此合

計有 4 702個字符。

6 . 除此以外，資訊科技署亦成立了由學術界、語

文及語言學學會、資訊科技業界及出版界的人士所組成

的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以下簡稱“中諮會” )，就向國際

標 準 化 組 織 提 交 本 地 中 文 電 腦 用 字 、 在 香 港 推 廣



-  3  -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及協調香港各界人士有關本地

中文電腦用字的需求向資訊科技署署長提供意見。中諮

會的成員名單見附件二。中諮會及屬下兩個工作小組已

召開多次會議，詳細討論增補字符集的收字原則、編碼

方案和其他細節。視乎需要，中諮會的討論事項，會向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轄下的資訊基建諮詢委員會匯報，以

徵詢該委員會的意見。中諮會的討論文件亦放置在政府

網頁上，供市民參考，並歡迎市民提出意見。

7. 香港增補字符集的收字原則，是每字須有來

歷，並且必須是香港特區政府或市民有需要使用的字

符。由於香港增補字符集將來會與 ISO 10646 接軌，因此

審核收集得來的字符時，須參考 ISO 10646 的字形等同規

則。香港增補字符集採取的收字原則，已經中諮會及轄

下工作小組通過接納。

8 . 經修訂的字符集及編碼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中諮

會會議上獲委員認可。字符集的規格文件於一九九九年

九月二十八日正式公布，並於同日放置在政府網頁上供

市民下載。香港增補字符集的規格公布後，軟件生產商

可根據這套規格製作有關字型、輸入法、手寫板等產品。

為了方便市民參考這套字符集，資訊科技署製作了一套

字 型 和 輸 入 法 ， 放 在 政 府 網 頁 上 供 市 民 下 載

(www.digi ta l21 .gov.hk/chi /hkscs)。

附件二



-  4  -

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粵方言用字的原因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粵方言用字的原因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粵方言用字的原因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粵方言用字的原因

9 . 香港增補字符集收錄了一些粵方言用字。這些

字主要由司法機構、警務處、律政司、語言學學會，以

及大專院校提交，部分可在粵方言字典或學術著作中找

到。字符集收納粵方言用字的原因之一，是方便司法機

構記錄案件審訊過程，以及方便警務處和其他執法機關

錄取口供之用。由於司法機構和執法機關都是採用逐字

記錄的方式記錄審訊過程和口供，因此必須使用這些粵

方言用字，才能提供完整的記錄。此外，粵方言研究是

一門學科，不少語文學會會員和專上院校師生都以這個

課題進行學術研究工作。若字符集不收錄粵方言用字，

要刊印有關的論文著述，會有一定困難。把粵方言用字

收納在字符集內，並非鼓勵使用這類字。字符集有如一

個工具箱，放置 各種工具，不同使用者可因應各自的

情況和需要，選取合適的工具使用。

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字典找不到的字的原因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字典找不到的字的原因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字典找不到的字的原因香港增補字符集收納字典找不到的字的原因

10. 字符集中有一些字在字典找不到。這些字大部

分來自入境事務處、公司註冊處、稅務局和地政總署的

資料庫，並經證實用於現有的人名、公司名和地方名。

由於人名、公司名和地方名用字會出現在各類證件、合

約和法律文件上。這些文件出現人名、公司名和地方名

時，必須使用該人或公司登記時使用的字，因此，為了

應用上的需要，這些字也須納入字符集內。香港特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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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中諮會現正研究進一步改善現時收集、審核和管理

中文電腦用字的機制，希望一方面能夠滿足市民和政府

部門的電腦用字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增收不必要的

字符。

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管理機制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管理機制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管理機制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管理機制

11. 中諮會已制定有關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管理機

制。根據該管理機制，中諮會及轄下兩個工作小組將負

責以下工作：

!  建議審核和收納字符的準則；

!  審核香港增補字符集增收字符的申請；

!  為香港增補字符集增收字符編配內碼；

!  向市民發布香港增補字符集的修訂版本和公布

有關消息；以及

!  就向國際標準化組織提交字符供納入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和審核該等字符的事宜，提供意

見。

12. 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管理機制綱要亦已在資訊科

技及廣播局轄下的資訊基建諮詢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並

獲得各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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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目前，中諮會轄下工作小組正制定管理機制的

運作細則，預計可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完成有關工作。

資 訊 科 技 署資 訊 科 技 署資 訊 科 技 署資 訊 科 技 署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零零零年一月二零零零年一月二零零零年一月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缺乏共通中文界面所帶來的亂碼問題缺乏共通中文界面所帶來的亂碼問題缺乏共通中文界面所帶來的亂碼問題缺乏共通中文界面所帶來的亂碼問題

要把資料存入電腦，必須根據某種預先設定的編碼

方案把資料編碼。就中文資料而言，現時有多種編碼方案，包

括大五碼、國標碼及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上述各個編碼

方案都未能把一些香港有需要使用的中文字符包括在內。這些

字符之中，很多都是香港獨有的，包括人名、地名和粵方言用

字。電腦用戶如需要在電腦上使用這些字符，唯有自行在使用

者造字區為這些字符編配內碼。這對獨立運作的電腦而言，不

會構成問題，但假如這些電腦互相通訊和交換資料，由用戶自

行設定內碼的字符便會引起種種問題。在以下的例子，用戶甲

和用戶乙在造字區用相同的碼位各自造了不同的字時，用戶甲

的造字“ ”傳送到用戶乙的電腦時，會錯誤地顯示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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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附 件 二附 件 二附 件 二

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單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單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單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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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 偉 明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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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 嘉 彥 教 授

鄭 小 康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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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應 麟 先 生

戴 澤 棠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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