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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

立法會任期的首年。本屆任期由

2000年至2004年，為期4年。本人

再度當選立法會主席，並因而繼續擔任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實深感榮幸。

在過去數年，管理委員會一直嘗試向政府

申請撥地，以供興建一座專用大樓，使立法會

各項設施和辦事處能集中在一起。由於立法會

事務日益擴展，這方面的需求在近年更趨

迫切。政府當局曾因應我們的要求，建議3幅

位於中區可供選擇的用地，但由於時間及

其他考慮因素，其中兩幅似乎並不適合。

我們期望政府當局會在2001年最後一季，

就餘下的添馬艦用地安排，給予我們正面的

答覆。

年內，管理委員會繼續努力，透過現代資訊

科技，提高立法會工作的透明度，以及改善

與公眾的溝通。立法會網站經重整後，內容

更為豐富，公眾亦更易於查閱。網站又提供

活力版，以動畫引起年青網民的興趣，使

他們認識立法會的工作。立法會會議廳及

會議室將安裝互聯網攝錄器，讓公眾可透過

互聯網，觀看立法會的會議。在2001年夏季，

會議廳內每個議員及官員的座位均會裝設

互聯網接駁點。

為提高工作效率，立法會的網絡基本設施經

已更新。目前正重新發展主要的應用系統，

即立法會事務資訊系統，以及電子郵遞系統。

鑒於立法會的工作日漸繁重和複雜，管理委

員會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負責檢討秘書處

的組織架構，以期為立法會提供更具效率和

效用的支援。

本人很高興得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

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在檢討議員

的酬金和辦事處營運開支時，認為有需要為

立法會整體提供更佳的支援。該獨立委員會

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應考慮向秘書處增撥

資源，以便加強向議員提供的支援。

本人今次是第四度撰寫主席回顧。對香港

來說，這4年深具意義，本港面對落實

「一國兩制」和經濟危機等各種挑戰，均能

安然渡過，並且成就驕人。對立法會來說，

這段期間亦同樣意義重大。立法會第二屆

任期定必充滿挑戰。本人有信心，在各同僚

繼續通力合作和支持下，加上秘書處各級

職員熱誠勤奮、克盡職守及專業能幹，我們

將會竭盡所能，為香港社會服務。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范徐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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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特區」）第二屆立法會

共有60位議員，其中24位議員由地方選區直選

產生，30位由功能團體選出，另外6位則由

選舉委員會選出。按照《基本法》及《立法會

條例》（第542章），第二屆立法會議員的任期

為4年。

立法會主席一職，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

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法例、監管公共開支

及監察政府的政策。立法會通常每星期三下

午在立法會大樓會議廳舉行會議。此外，年

內亦會與行政長官舉行3次會議，由行政長官

回答議員的質詢。立法會會議的過程經逐字

記錄，載於《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

除出席立法會會議外，議員亦透過委員會制度

履行職責。立法會轄下共有3個常設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負責審查公共開支建議；

‧政府帳目委員會：負責審閱審計署署長就

政府帳目以及衡工量值審計工作結果而

提出的報告；及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負責研究與議員

申報個人利益有關的事宜，以及與議員

品行有關的道德操守事宜。

內務委員會負責統籌立法會事務。議事規則

委員會負責研究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的

行事方式和議事程序。

在有需要時，內務委員會會成立法案委員會

及小組委員會，研究政府當局及議員提交的

法案及附屬法例。在本年報期內，相繼成立

了24個法案委員會及17個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轄下設有18個事務委員會，定期聽取

政府官員就其主管的政策範圍所作的簡報，

並監察政府的政策及工作表現。事務委員會

亦就當局將會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的

主要立法及財政建議，先行加以研究。

立法會設有申訴制度，市民可就政府的政策、

決定、辦事方式及程序所引起的問題，透過

此制度向議員表達意見。此制度亦會處理

涉及向市民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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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根 據《立 法會 行 政 管理 委 員會 條 例》

（第443章）成立的管理委員會，負責督導

秘書處的運作，為立法機關提供行政支援及

各項服務。《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下稱「該條例」）於1994年4月制定，為管理

委員會及獨立運作的秘書處訂定法律架構，

使其在運作上享有行政管理及財政方面的

自主權。

管理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共有13位委員，

包括－

‧立法會主席，同時擔任管理委員會主席；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同時擔任管理

委員會副主席；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及

‧其他10位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的委員。

管理委員會委員的任期

除非立法會藉決議另有規定，根據該法例

第4(1)(e)條當選的管理委員會委員，其任期由

選舉日起計，為期1年，或直至內務委員會下

次為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而舉行會議的日期，

或立法會下次解散的日期為止，以其中較早

的日期為準。

管理委員會的職能

根據該條例第9條，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能

如下－

‧透過秘書處向立法會提供行政支援及

服務；

‧為立法會議員及秘書處職員提供辦公

地方；

‧監督秘書處的運作；

‧就立法會及任何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的議事

程序製備正式紀錄；及

‧履行立法會藉決議決定執行的其他職責。

管理委員會的權力

該條例第10(1)條訂明管理委員會的權力，

其中主要包括 －

‧決定立法會秘書處的結構及職能；

‧僱用秘書處職員、解僱職員或對職員進行

紀律處分，以及決定職員的數目、職級

劃分、職責、薪酬及其他服務條款及

條件；

‧制訂及執行有利於履行管理委員會職能的

管理及財務政策；

‧安排擬備管理委員會的周年收支預算及

事務計劃書；及

‧收取、使用及投資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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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轄下的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委任了3個委員會，執行若干轉委

的職能。該等委員會為 －

‧人事委員會：負責處理聘任及人事安排

事宜；

‧設施及服務委員會：負責處理為立法會及

秘書處提供辦公地方及設施的事宜；及

‧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負責就有關議員

工作開支的行政事宜提供意見。

上述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委員名單載於

附錄1。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秘書處的使命是為立法會提供高效率

的行政管理、秘書及資料研究支援，提高公眾

對立法會事務的認識，以及確保提供有效的

申訴途徑。

秘書長是立法會秘書暨立法會秘書處的最高

行政人員。他須就秘書處的行政管理事宜向

管理委員會主席負責。

截至2001年3月31日，秘書處編制共有308個

職位。按人數和職級劃分的職員編制詳情載

於附錄2。秘書處透過下列9個部門，為立法會

提供行政支援及服務 －

‧議會事務部1

‧議會事務部2

‧議會事務部3

‧法律事務部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申訴部

‧公共資訊部

‧翻譯及傳譯部

‧總務部

秘書處的編制圖載於附錄3。

立法會秘書處的職責及服務

議會事務部

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會議提供服務的

職責，分別由3個議會事務部（即議會事務部

1、2及3）負責。該3個部門分別由一名助理

秘書長掌管，所負責的職務載於下文各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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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部1及2

該兩個部門負責為立法會大部分委員會提供

秘書及行政支援服務。

議會事務部1為財務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

會、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專責委員會、9個事務

委員會，以及屬於該等事務委員會相關政策

範疇的法案委員會提供服務。在2000年4月

1日至2001年3月31日期間，該部合共為315次

會議（包括簡報會）及11次訪問活動提供服務。

在2000至2001年度內，議會事務部1除為委員

會提供服務外，另一個重要的工作範疇是協

助有關的委員會審議有關金融基礎設施，以

及銀行、證券和期貨業作業方式的立法建議。

此外，立法會於2001年2月7日通過決議成立

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專責委員會，又曾在

2001年4月舉行兩次海外職務訪問，分別由環

境事務委員會舉辦，以及由財經事務委員會

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2000年銀行業

（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合辦。該部亦為該

專責委員會及該等職務訪問進行資料研究及

籌備工作。

議會事務部2為內務委員會、9個事務委員會，

以及負責審議該等事務委員會政策範疇內各

項議題的法案委員會提供服務。在2000年4月

1日至2001年3月31日期間，該部合共為325次

會議（包括簡報會）及12次訪問活動提供服務。

在2000至2001年度內，由議會事務部2負責提

供服務的委員會，主要處理的事項包括行政

長官的選舉安排、主要官員的問責及聘任制

度、《公安條例》下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規

例、醫護改革、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

的基本工程計劃，以及人權及歧視問題。該

部亦進行資料研究及後勤支援安排，以協助

政制事務委員會在2001年舉辦海外職務訪問。

為提高生產力，該兩個議會事務部在年內曾

推行若干措施，以期盡量充分使用現有人手，

並改善向委員會提供的服務。該等措施包括

下列各項 －

‧靈活調配兩個議會事務部的人手及分配工

作，以應付變化不定的需求；

‧就特定議題提供詳盡的背景資料文件或資

料簡報，藉以加強委員會的支援服務，協

助議員進行討論；及

‧盡量把會議的後勤支援工作委派予輔助人

員。

兩個議會事務部的總主任在所有高級主任輪

流協助下，為議員與區議員會晤事宜提供服

務。擬於會議席上提出討論的每項議題，會

由指定的高級主任負責進行資料研究。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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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需採取跟進行動，議題通常會轉交有關的

事務委員會處理，或透過由申訴部提供服務

的個案會議予以解決。

年內，立法會已重整網站，使各委員會的資

料編排更加細緻，方便市民瀏覽。

議會事務部3

議會事務部3為立法會提供秘書及行政支援服

務。在2000年4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期間，

該部為立法會35次會議提供服務，包括3次

行政長官答問會。

該部亦為立法會兩個常設委員會，即政府

帳目委員會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提供服務。在本年報期內，政府帳目委員

會曾舉行12次公開聆訊及32次會議，並向

立法會提交了兩份報告，匯報委員會審議

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審計報告的結果。議

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則舉行了3次會議。

此外，該部亦為內務委員會轄下的議會聯絡

小組委員會提供服務。該小組委員會除致力

加強聯繫立法會與澳洲、加拿大、歐洲聯盟、

日本及新加坡等地的立法機關組成的議會

友好組織外，亦經常與其他地區的立法機關

保持聯繫。另外，小組委員會委員亦聯同

立法會內其他議員，接待到訪的外地國會議員

及貴賓。秘書處高級職員亦負責接待訪問

立法會的訪客。在本年報期內，共與訪客

進行了106次會議。

法律事務部

法律事務部負責向立法會轄下所有委員會就

法案、附屬法例及其他法律事宜提供法律意

見及支援。該部亦就關乎立法會事務的事宜

向個別議員提供法律意見。此外，該部亦向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及立法會秘書處提供

內部法律服務。該部致力以及時、客觀、公

正，並在有需要時予以保密的方式，提供全

面及可靠的法律意見、分析、研究及資料搜

集服務，使立法機關能掌握全面的資料。

法律顧問除掌管法律事務部外，亦是立法機

關的法律顧問。根據《議事規則》，立法機關

法律顧問的一般職責，是就立法會事務或

行政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向立法會主席及

立法會秘書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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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該部負責向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提供資

料研究服務。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共進行39

項資料研究，並發表了27份報告和12份資料

摘要。研究題目包括：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

‧海外地區的水質管制措施

‧在英國、美國及香港買賣住宅物業所涉及

的事宜

‧若干海外地方與失業有關的福利制度及

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

‧若干海外國家委任法官的程序

‧若干海外地方有關健康食品的規管

‧香港與內地的移交逃犯安排

‧衡量司法機構行政事務的效率

‧英國及美國的金融制度

‧議會對在過往會期若干失當行為所施加的

制裁措施：一些海外的參考資料

‧比較香港、英國及美國的議員須予登記的

個人金錢利益

‧美國國會議員接受外間機構聘用的限制

‧議會的退休金計劃

立法會圖書館向議員、議員助理及秘書處職

員提供參考資料支援。公眾人士可在圖書館

內借閱館藏資料及書刊。館藏的資料主要包

括議會文件及紀錄、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的資料、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和官方刊

物。其他參考資料包括百科全書、字典、議

會刊物、指南、有關社會、政治及經濟題材

的書籍、唯讀光碟資料庫，以及記錄立法會

及各委員會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及錄像帶。

時事刊物包括本地及海外出版的報章及期刊。

該部更為議員及秘書處職員提供電子查閱剪

報服務。此外，圖書館的電腦系統現已連接

多個外界的資料庫。

2000至2001年度內，該部共接獲10 998項查

詢。圖書館的參考資料約有27 135項。到訪

圖書館的人次為6 001次。借閱次數為3 898

次。

圖書館亦負責管理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

統。該系統為雙語檢索及查閱系統，貯存自

1997年7月1日起發表的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

會的所有公開文件，以及秘書處的部分內部

文件。該系統自1999年12月24日啟用以來，

一直維持很高的使用率。2000至2001年度內，

檢索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文件每星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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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2 205次，檢索圖書館書目每星期平均232

次。該系統每日24小時不停運作，提供便捷

的圖書館資料查閱服務，大量節省了圖書館

使用者的時間，同時也使圖書館的運作效率

大為提高。

為促進該部與本港其他圖書館、其他議會

圖書館及互聯網使用者的聯繫，立法會互聯網

網頁<http://www.legco.gov.hk>內的立法會

圖書館次網頁在年內已更新，載有更多關於

該部的服務及活動的資料。

申訴部

申訴部負責向議員提供支援服務，以便議員

能處理市民透過立法會申訴制度提出的申訴

和意見。該部協助議員處理個案，使申訴個

案得以解決，以及在適當時，促請當局注意

政府政策及辦事程序有待改善之處。

該部的工作包括與申訴人會晤和通信、研究

接獲的個案、與有關機構和政府部門聯絡、

協助議員決定應採取的適當行動、安排議員

會晤申訴人及與政府官員舉行個案會議，以

及為上述安排提供服務。

在2000至2001年度會期內，該部協助議員

處理的個案達1 134宗，其中190宗個案由

團體代表提出，944宗由個別人士提出。引起

較大關注的事件包括公共房屋事宜，重建

計劃、清拆及收地安排的賠償，樓宇管理，

以及基建計劃的建造工程事宜。

在此段期間，該部已採取下列措施，以便盡

量善用人手及提高效率：

‧加強立法會網站內有關立法會申訴制度的

資料，公開該部處理的個案性質；

‧加緊諮詢議員對投訴個案的意見，確保

個案得以盡快處理；

‧擬備有關申訴制度的參考手冊，目標之一

是使職員熟習系統的運作，以及認識各政

策局及政府部門的有關政策及程序；

‧重新編配職員的職責，務求按資源增值計

劃刪除該部兩個職位後，職員能應付工作

量及提高效率；及

‧鼓勵職員參加培訓課程，加強他們處理

申訴的技巧及專業知識。

公共資訊部

公共資訊部由公共資訊總主任掌管，負責策

劃及統籌傳媒活動及公眾教育計劃，藉以推

廣立法會的工作。該部處理新聞界及公眾透

過電話、信件、傳真及電子郵件提出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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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意見。該部與傳媒保持密切聯繫，並協助

傳媒報道立法會的活動及事件。

該部設有自動化的資訊傳真服務，方便公眾

及新聞界隨時取得有關立法會的資料。

該部擬備的資料（包括每周會議時間表及

立法會年報）亦可於立法會近期重新設計的

網站瀏覽。

在本年報期內，由於議員踴躍參與帶領公眾

團體參觀立法會大樓的活動，令申請參觀的

次數由1999至2000年度的139次增加至151次，

其中144次申請獲安排進行參觀。該等參觀活

動有助加深市民對立法會工作的認識。為使

參觀活動更加有趣，該部已製作一套介紹立

法會工作的卡通幻燈片。該套幻燈片亦已上

載於立法會的網頁，供公眾參考。

該部提供每日剪報服務，協助議員研究

立法會議事項目，包括瞭解社會各界人士

對相關事宜的意見。

來年，該部計劃與教育署合作，加強與學校

的聯繫，以協助年青一代獲得有關立法機關

架構及功能的第一手資料。該部亦會致力將

立法會的宣傳幻燈片、便覽、小冊子及錄像

帶上載至教育署的教育城網站，全港所有教

師均可經該網站取得資料；該部亦會為中小

學製備教育錦囊，並鼓勵學生組團參觀立法會

大樓。

翻譯及傳譯部

翻譯及傳譯部負責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

會提供翻譯、傳譯及謄寫服務，以及為秘書處

其他部門提供中文文字處理服務。

該部負責編製《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亦稱為《香港議事錄》），即立法會會議過程

的逐字紀錄本。該部會首先發表按議員發言

時所使用的語言編製的正式紀錄，然後將紀

錄翻譯成中文及英文兩個版本。正式紀錄的

逐字紀錄本及譯本均可在互聯網上閱覽。在

本年報期內，立法會共舉行了35次會議，該

部編製的會議席上發言正式紀錄達6 590頁，

經整理及翻譯後英文本共8 340頁，中文本

共5 790頁。

該部亦負責翻譯質詢、議案、委員會文件、

會議紀要及立法會其他文件。年內，該部的

翻譯總字數達9 356 7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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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效率及使組織架構更為合理，該部轄

下為不同組別提供服務的兩隊文書人員於

2000年10月合併，成為一個集中的總務組。

人力資源集中後，不但人手獲得充分善用，

服務更具效率，生產力亦告提高。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共舉辦4次內部研討會，

為翻譯主任介紹最新的現代英語用法，以及

機器輔助翻譯的最新發展。該部亦舉辦兩個

處理壓力研習班，令職員掌握有效面對工作

挑戰的技巧。

總務部

總務部由首席主任（總務）掌管，負責為管理

委員會提供秘書服務，以及給予秘書處其他

部門內部行政支援。該部亦負責處理議員的

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發放事宜，以及

協助籌辦議員的整體社交活動。年內，該部

曾為管理委員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所舉行的7次

會議提供服務。此外，該部亦協助籌辦合共

72項議員社交活動。

該部協助秘書長執行管理委員會在行政管理、

財務及人事方面的政策。此外，該部亦負責

立法會轄下辦事處的樓宇管理及保安，以及

監督資訊科技在秘書處的推廣和應用。

財務安排

管理委員會透過特區政府周年預算的一個獨

立開支總目獲取撥款，以支援立法會的工作。

經常撥款可分為兩個預算分目，分別用以支

付議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以及支

付秘書處職員的薪酬及一般開支。後者節省

所得的款項，可撥入營運儲備內，由管理委

員會酌情動用。管理委員會亦可就一次過的

活動及資本項目，申請非經常撥款。

管理委員會須在每年資源分配計劃下，與政

府各政策局及部門競取新資源。根據《公共財政

條例》，秘書長被指定為管理委員會所得撥款

的管制人員。

管理委員會的帳目須交由審計署署長審核。

審計署署長獲授權進行衡工量值的審核，研

究管理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能及行使其權力時，

使用資源的方式是否合乎經濟原則及是否講

求效率與效用。

在2000至2001年度，管理委員會獲得的撥款

淨額達353,452,000元，其中117,403,000元用以

支付議員酬金和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236,049,000元用以支付秘書處職員的薪酬及

一般開支。



15

聘任職員

秘書處職員通常以為期3年的合約形式受聘。

職員的職級劃分、薪酬及其他服務條款及條

件，大致上與公務員相符。職員薪酬包括：

基本薪酬（按適用於擔任相類職位的公務員的

薪級表支取薪金）、現金津貼（代替公務員的

部分附帶福利），以及約滿酬金。管理委員會

聘用的職員必須以完全政治中立的態度為立

法會服務。

年內共進行了12次招聘工作，所招聘的新職

員共達31人。此外，亦舉行了11次內部晉升

選拔及內部聘任工作。

資源增值計劃

秘書處亦參與由政府推行的資源增值計劃，

目標是在提高生產力及效率之餘，在2002至

03年度或之前將經常基線開支減少5%。計劃

的主要措施包括重新分配各部門的職責、簡

化工作程序、以自然流失方式減少人手編制，

以及停止發放因履行額外職務而支付的津貼。

在2000至01財政年度已有9個編制職位被刪

除。

資訊科技的推廣

秘書處安裝了一套名為「立法會事務資訊系統

(LEBIS)」的核心應用系統，為立法會提供服

務。現時大約有400部工作站，供議員及秘書

處職員使用。該等工作站連同12部伺服器，

由局部區域網絡及寬廣區域網絡互相連接。

透過立法會事務資訊系統，議員及秘書處職

員可取閱儲存於個別應用系統內的資料，並

能有效率地互相通信聯繫。立法會亦設有其

他支援立法會事務的電腦系統，包括電子表

決系統、會議編排顯示系統、立法會事務系

統及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另外亦備

有電子郵件系統，供秘書處職員透過互聯網，

以電子方式與外界進行快捷有效的通信。

立法會的網站載有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

事務的資料，方便使用者搜尋。

在本年報期內，曾推行下列計劃，以加強在

立法會內應用資訊科技：

‧重整立法會網站，適當加入動畫／圖像，

務求增添網頁的趣味性。新設的導航目錄

方便使用者瀏覽網站。

‧採用最新型號的網絡設備，取代過時的設

備。經由網絡傳送資料的速度，現已加快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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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推行計劃，將現有電子郵件系統

轉移至更先進的系統。新系統預期可於

2001年年底前安裝。

‧展開重新發展「立法會事務資訊系統」的

計劃。新系統訂於2002年初完成。

辦公地方

除立法會大樓外，立法會的設施及辦公室分

別設於其他兩處地點：中區政府合署西座3、

4、5樓及萬國寶通銀行大廈3、4、5、6樓。

每位議員可在立法會轄下樓宇獲提供一間面

積達40平方米的議員辦事處。其中46間議員

辦事處設於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其餘14間

議員辦事處設於萬國寶通銀行大廈。秘書處

大部分職員的辦公室亦設於萬國寶通銀行大

廈。

立法會現時的辦公地方安排，與1996年之前

的情況相比，已有所改善，但管理委員會認

為情況仍未符理想，議員及職員仍須繼續面

對辦事處及設施分設於3個不同地點所造成的

不便。為提高效率，管理委員會認為，長遠

而言，最佳的解決辦法是在一處位置適中的

地點興建一座立法會專用大樓。管理委員會

自1998年以來，一直積極跟進此項構思。在

2000年2月，管理委員會已向政府當局提交有

關新大樓的設施及面積需求的初步建議，用

以物色合適用地。在2000年12月，政府當局

建議3個可供考慮的選址，分別為大會堂、

中信大廈以北及添馬艦。由於管理委員會認

為新立法會大樓在2008年初前落成較佳，而

中信大廈以北的用地須待2006至07年度才可

供使用，並不能配合委員會的要求，因而不

接受該建議。另一方面，由於文化委員會極

度關注大會堂可能被拆卸一事，管理委員會

亦不會考慮大會堂的選址。政府當局答允在

2001年年底之前將其對添馬艦選址的決定告

知管理委員會。

環境保護

立法會秘書處致力在處理其事務及運作時顧

及對環境的影響。闡述秘書處的環境保護目

標、政策及管理措施的報告載於附錄4。秘書處

要求全體職員加倍努力採取報告所載的一系

列環保措施，以保護環境。

職員發展

2000至2001年度內，秘書處安排職員參加由

公務員培訓處及其他本地訓練機構舉辦的中

國事務、語文、電腦、管理及領導才能訓練

課程及研討會達234人次。秘書處亦舉辦本身

的內部培訓課程。為提高職員的普通話水平，

秘書處曾舉辦7項訓練課程及研習班，以及舉

辦了兩項翻譯技巧研習班，藉以進一步提高

職員的專業能力及知識。此外，亦曾舉辦其

他15項與工作有關的課程、研討會及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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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報期內，一名首長級職員及一名總主任

參加由公務員事務局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為

期4周的中國事務研習課程。12名職員（包括

6名首長級職員）赴美參加美國 — 香港議會

職員交流計劃。一名總主任及一名助理法律

顧問出席在渥太華舉行的加拿大議會合作研

討會，另有兩名總主任前往英國國會實習。

年內，法律顧問曾參加在廣州舉行的內地及

香港訴訟制度研討會，亦前赴英國參加第三屆

中國商業法會議。副秘書長曾參加由亞洲太

平洋議會圖書館館長協會在東京舉行的第六

屆雙年會議。

職員諮詢委員會

職員諮詢委員會由秘書長出任主席，成員包

括由秘書處各職系推選的19名代表。成立

職員諮詢委員會的目的，是提供途徑，讓職

員可就影響他們本身及其福利的事宜發表意

見。年內，委員會共舉行了5次會議。曾徵詢

職員意見的重要事項包括推行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甄選強積金服務提供者，以及公務員

改革計劃的影響。

職員聯誼

秘書處成立職員聯誼會，以增進秘書處職員

之間的友誼及互助精神，以及為他們安排

聯誼活動。在本年報期內，該會曾舉辦多項

聯誼活動，例如戶外活動、健康講座、興趣

班，以及供秘書處全體職員參與的聖誕聯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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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計 署 署 長 向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報 告 書

我已審計第19頁至第28頁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根據帳目註釋2載列的會計政策所擬備。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審計署署長的責任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第443章）第13(3)(a)條的規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須

負責擬備其財務報表，而在擬備財務報表時，必須選用適當的會計政策，及予以貫徹運用。

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審計工作的結果，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獨立意見，並向立法會行政管理

委員會報告。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第13(3)(b)及第13(4)條、《核數條例》（第122章）第15(1)(a)條

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審計上述的財務報表。審計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財務報表所載

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的憑證，亦包括評估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擬備該等財務報表時所作

的重大估計和判斷、所釐定的會計政策是否適合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具體情況，以及有

否貫徹運用並足夠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我在策劃和進行審計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我認為必須的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使我能獲得充

分的憑證，就該等財務報表是否存有重要錯誤陳述，作合理的確定。在作出意見時，我亦已

衡量該等財務報表所載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我相信，我的審計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合

理的基礎。

意見

我認為上述財務報表均真實與公平地反映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財政狀況及結算至該日止的年度內的盈餘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條例》第13(3)(a)條的規定適當擬備。

香港審計署 審計署署長 陳彥達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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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固定資產 2D, 4 11,522 16,388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及應收帳款 5 11,331 8,198

銀行存款及現金 135,979 143,099

147,310 151,2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 21,268 23,283

應計的約滿酬金 2C 33,865 61,212

55,133 84,4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資產淨值 92,177 66,802

資產淨值 103,699 83,190

財務來源：

資本資產資助儲備 2F, 7 11,522 16,388

營運儲備 8 81,853 54,848

收支帳 10,324 11,954

103,699 83,190

業經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2001年7月6日通過

主席 秘書長

范徐麗泰議員, GBS, JP 馮載祥先生, JP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於 2001年 3月 31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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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政府的資助金 353,719 422,933
扣除：退回政府的議員酬金 3 (267) (869)
賺得利息 9,804 6,598
其他收入 849 312
出售固定資產的收益 359 85

364,464 429,0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資本化開支

經常開支
議員酬金 3 43,877 45,354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3 69,024 77,648
職員薪酬 194,084 222,762
一般開支 22,102 25,428

非經常開支
編製公共教育資料 355 336
立法會秘書處的搬遷及翻新工程 － 7
更換立法會事務系統 1 －
電子表決系統 3 －
設立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 562 3,189
改善電腦網絡 27 4
改善立法會事務資訊系統 5 －
改善電腦設施 234 107
介紹2000年立法會的錄像帶 31 －
學校教育錦囊 128 －
議員開設及結束辦事處的開支 3,332 1,223
軟件資產管理工具 1 －
議員的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 858 446

334,624 376,5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運盈餘 29,840 52,555
承上結餘 11,954 10,282
轉撥至資本資產資助儲備 2F, 7 (4,465) (6,156)
轉撥至營運儲備 8 (27,005) (44,727)

結存盈餘 10,324 11,954

除上述盈餘外，年度內並無其他已確認的收益或虧損。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截 至 2001年 3月 31日 財 政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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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項目

政府的資助金淨額 353,452 422,064

其他收入 849 312

付予議員及代議員支付的款額 (119,386) (123,299)

付予職員的款額 (221,810) (178,890)

支付營運開支 (25,634) (26,902)

營運項目中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9 (12,529) 93,285

投資回報

已收利息 9,480 6,341

投資項目

購置固定資產 (4,430) (7,942)

出售固定資產 359 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減少）／增加 (7,120) 91,769

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3,099 51,330

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5,979 143,0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2,979 5,199

銀行定期存款 133,000 137,900

135,979 143,099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截 至 2001年 3月 31日 財 政 年 度 的 現 金 流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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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目 註 釋

1.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第443章）成立的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立法會

秘書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提供行政支援及各項服務。

2. 重要的會計政策

管理委員會的帳目以應計制擬備。較重要的會計政策載述如下：

A. 收入的確認

帳目內所載的收入包括已收取的政府資助金、已使用的撥款令，以及按時間比例計

算所賺得的利息。

B. 應計開支

議員酬金、職員薪酬及秘書處營運開支，是在須承擔該等費用時便記入帳目內。議

員可申請發還的開支是在議員提出申請時才記入帳目內。

C. 約滿酬金付款

管理委員會所有職員均按定期合約條款受聘，合約期大部分為3年，在合約屆滿時

獲發放一筆約滿酬金。應承擔但尚未到期支付的職員約滿酬金，已全數記入帳目內。

D. 固定資產資本化

所有價值在1,000元或以上而其預計可用年期超逾一年的資產，均予以資本化。

建設中的資本項目均被列為固定資產下尚在進行的工程，其款額包括已收組件的成

本，以及／或按有關工程進度而定出的部分合約金額。該款額會在工程項目完工及

可供有效使用時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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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折舊

折舊額的計算方式，是將資產的原值減去任何預計剩餘價值，然後按預計可用年期

平均地逐年註銷。尚在進行的工程項目內的資產，不會為其提供折舊準備。

使用的折舊年率為：

傢具及固定裝置 10%

車輛及辦公室設備 20%

電腦及軟件 331/3%

鑒於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管理委員會預計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硬件及軟件的使用

年限，由5年減至3年，因而決定將電腦及軟件的折舊率由每年20%增加至每年331/3%。

因此，本年度額外記入的折舊額及註銷的設備共計4,189,000元。

在財政年度下半年購置的資產，會註銷半年的折舊額。

F. 資本資產資助儲備

由政府移交管理委員會的資產均予以資本化，列為固定資產，並將一筆相應數額的

款項記入資本資產資助儲備。至於以政府資助金購置的資產，則由收支帳內轉撥一

筆數額相等的款項至該儲備。固定資產的折舊額則自儲備扣除。

G. 強制性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已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章）的規定，透過加入由獨立強

制性公積金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集成信託計劃，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所有已付及

應付的計劃供款已記入收支帳內。

H. 辦公室的物料

辦公室的物料計作購置年度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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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政府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於每年10月調整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鑒於公眾面對經濟困難，若干立法會議員主動減收其部分按消費物價指數予以調整的酬

金，因此而節省的267,000元（2000年為869,000元）已交回政府。

4. 固定資產

電腦及 辦公室 傢具及 尚在進行

車輛 軟件 設備 固定裝置 的工程 總計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成本或估值

於2000年4月1日 959 20,466 2,949 7,695 30 32,099

增加 － 3,784 445 129 143 4,501

撇除或銷售 － (437) (277) (43) － (757)

於2001年3月31日 959 23,813 3,117 7,781 173 35,8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累計折舊

於2000年4月1日 414 10,220 2,082 2,995 － 15,711

期間折舊 192 7,949 502 681 － 9,324

註銷 － (434) (256) (24) － (714)

於2001年3月31日 606 17,735 2,328 3,652 － 24,3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面淨值

於2001年3月31日（註7） 353 6,078 789 4,129 173 11,522

於2000年3月31日 545 10,246 867 4,700 30 1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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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付款項及應收帳款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預付款項 719 306

按金 6 6

應向以下人士或機構收取的帳款

政府 － 24

議員 9,028 6,562

職員 543 600

其他 1,035 700

11,331 8,198

6.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予以下人士或機構的帳款

政府 905 2,769

議員 1,272 1,101

職員－應計薪酬及墊支款項 123 157

－應計假期薪酬 17,240 17,645

其他 1,728 1,611

21,268 2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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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本資產資助儲備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初結餘 16,388 16,087

由收支帳轉撥款項以購置資產，其資金來源為：

－經常資助金 355 5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經常資助金，供作下列用途

編製公共教育資料 3 －

更換立法會大樓的閉路電視系統 － (17)

立法會秘書處的搬遷及翻新工程 － 1

更換立法會事務系統 81 42

電子表決系統 19 (198)

設立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系統 － 2,891

改善電腦網絡 1,704 (232)

改善電腦設施 1,986 3,055

多媒體液晶體投影機 193 －

軟件資產管理工具 124 －

4,110 5,5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撥款令形式獲得的政府部門本身的撥款 － 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65 6,156

卸任議員交回的固定資產 36 75

20,889 22,318

扣除：年度內的折舊額 (9,324) (5,026)

以帳面淨值撇銷的固定資產 (43) (904)

年終結餘 11,522 1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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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營運儲備

政府當局為支付秘書處職員薪酬及一般開支而提供的經常資助金，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酌情將其盈餘撥入營運儲備。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初結餘 54,848 10,121

由收支帳轉撥款項 27,005 44,727

年終結餘 81,853 54,848

9. 營運盈餘與營運項目中現金流入／（流出）淨額的對帳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盈餘 29,840 52,555

利息收入 (9,804) (6,598)

出售固定資產的收益 (359) (85)

預付款項及應收帳款的（增加）／減少 (2,824) 1,506

應付款項的（減少）／增加 (2,035) 2,466

應計約滿酬金的（減少）／增加 (27,347) 43,441

營運項目中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2,529) 93,285

10. 主要的非現金交易

秘書處所使用的辦事處及若干由政府提供的服務，部分由政府免費提供，或由有關的政

府部門支付。該等開支並沒有計算在此帳目內。

11. 稅務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獲豁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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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承擔

於2001年3月31日，未包括在帳目內的資本承擔如下：

2001年 20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核准但尚未簽訂合約 5,387 7,151

經核准並已簽訂合約 544 1,109

5,931 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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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委 員 會

人事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考慮須提交管理委員會處理的人事安排，包括秘書處的人力資源、職員的聘任、晉升、解僱、職級劃

分、職責、薪酬及其他服務條款及條件；

(2) 核准總主任及以上職級人員的任命，包括署理職位以待晉升實任的安排；及

(3) 監察已授權秘書長處理的聘任及人事安排的進展。

委員

范徐麗泰議員， GBS, JP（主席）

許長青議員，JP

楊耀忠議員，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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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服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考慮立法會及秘書處對辦公地方的需求；

(2) 評估立法會及個別議員為處理立法會事務而對各項服務及設施的需求；

(3) 制訂解決辦法，以應付(1)項及(2)項所鑒定的需求；

(4) 考慮與上文(1)至(3)項有關的財務事宜；並負責批准購置價值50萬元以上但不超過200萬元的固定資產；

及

(5) 監察上述各事項的進度及發展。

委員

范徐麗泰議員， GBS, JP（主席）

田北俊議員， GBS, JP

吳亮星議員， JP

陳智思議員

楊孝華議員， JP

劉慧卿議員， JP

羅致光議員， JP

胡經昌議員， BBS

葉國謙議員， JP

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有關議員工作開支的行政事宜提出意見；及

(2) 覆檢立法會秘書處對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決定。

委員

范徐麗泰議員， GBS, JP（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 JP

李華明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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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2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的 職 員 編 制

職位 截至2001年3月31日的人手編制情況

秘書長 1
法律顧問 1
副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3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公共資訊總主任 1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主管 1
首席主任 1
會計師 1
助理法律顧問 6
總主任 13
總翻譯主任 4
資訊科技經理 1
研究主任 5
高級主任 26
公共資訊高級主任 2
高級翻譯主任 21
助理會計師 2
主任 9
電腦主任 2
圖書館主任 2
公共資訊主任 2
翻譯主任 24
保安主任 1
文書主任 2
高級私人秘書 3
高級保安助理 2
會計文員 4
助理電腦主任 3
一級文員 15
一級私人秘書 6
高級中文文字處理員 3
社交活動助理 1
保安助理 19
高級打字員 1
二級私人秘書 22
中文文字處理員 6
二級文員 35
貴賓車私人司機 1
管事 5
貴賓車司機 1
汽車司機 1
打字員 17
助理文員 9
辦公室助理員 17
一級工人 2
二級工人 2
總數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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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3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的 組 織 架 構

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部

議會事務部 1 議會事務部 2 議會事務部 3

輔助人員
[8]

輔助人員
[14]

輔助人員
[14]

輔助人員
[10]

總主任
[5]

總主任
[5]

總主任
[2]

高級主任
[8]

研究主任
[5]

高級主任
[8]

高級主任
[3]

圖書館主任
[2]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秘書長
[1]

副秘書長
[1]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部主管 [1]

方括號內數字為截至2001年3月31日止的人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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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訊
總主任 [1]

首席主任 [1]

法律事務部總務部翻譯及傳譯部申訴部公共資訊部

輔助人員
[3]

輔助人員
[11]

輔助人員
[23]

輔助人員
[87]

輔助人員
[7]

總主任
[1]

主管(翻譯及傳譯) [1]
總翻譯主任 [3]

會計師 [1] 助理法律顧問
[6]

公共資訊高級主任
[2]

資訊科技經理 [1]
高級主任 [2]

高級主任
[5]

高級翻譯主任  [21]

助理會計師 [2]
主任 [3]

電腦主任 [2]
保安主任 [1]

主任
[6]

翻譯主任
[24]

 高級助理
法律顧問 [1]

法律顧問
[1]

公共資訊主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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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4

秘 書 長 提 交 的 2000至 2001年 度 環 境 保 護 報 告

環境保護目標

立法會秘書處致力 —

‧ 在處理其事務及運作時顧及對環境的影響

‧ 善用物品，將資源消耗減至最低

‧ 盡量減少整個工作流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環境保護政策

立法會秘書處的環境政策要求全體職員自覺採取下列措施，以保護環境 —

‧ 詳省資源，特別是紙張及電力

‧ 減少廢物，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收集可循環再用的物料及在可行情況下根據環保原則進行採購

‧ 確保室內空氣質素良好及盡量減少在辦公時間內進行發出噪音的工程，藉以保持舒適的室內工作

環境

‧ 選擇適當的交通工具及採用良好的駕駛模式，避免及盡量減少空氣污染

環境管理

秘書處已於1993年成立以首席主任（總務）為首的環保行動組，其成員包括秘書處各部門的代表，負

責制訂秘書處的環保目標及監督在秘書處推行環保計劃的情況。該小組負責監察在秘書處推行環保管

理的進展，並檢討環保管理的整體策略。

各項環保措施的內容及推行該等措施的成效載於下頁列表。該等措施在2001至2002年度的預期目標亦

於列表內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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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資源

I. 現已推行的環保措施

節約用紙
‧ 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起草
‧ 雙面打印
‧ 使用可雙面影印的影印機
‧ 使用再造紙
‧ 盡可能減少影印（例如不要印備不必要的額外及／或個人文本）
‧ 減少通告的份數（例如向一組職員傳閱一份通告）
‧ 利用舊有文本再度傳閱
‧ 在節日期間採取環保措施（例如提倡綠色聖誕、重複使用裝飾材料）
‧ 選購使用普通紙的圖文傳真機
‧ 避免使用圖文傳真頁面
‧ 使用已用了一面的紙張印列圖文傳真來件
‧ 以電子郵件形式通訊
‧ 要求來件者提供文件的電腦文本，以便日後以電子形式處理文件
‧ 將文件上載至立法會網站(http://www.legco.gov.hk)，包括所有公開會議的議程、會議紀要、討論
文件、意見書及報告

‧ 將文件貯存於中央資訊系統，方便職員共用
節約使用信封
‧ 非機密文件不用放進信封內
‧ 重複使用信封或使用轉遞信封
節約能源
‧ 經常巡查各處，關掉無人使用的辦公地方的電燈、空調及辦公室設備，以及在午膳及辦公時間
後無人辦公時，將電燈、空調及辦公室設備關掉

‧ 將一組電燈的電掣開關改為獨立電掣開關
‧ 使用慳電燈泡／光管
‧ 將燈光減至基本照明所需光度
‧ 促請職員利用樓梯上落辦公室各層
‧ 定期發出通告，提醒職員詳約能源，例如在所有電掣上貼上標籤，提醒職員離開時關掉電燈及
空調

‧ 控制燃料用量（例如減少使用公務車輛）
‧ 鼓勵職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 在停車等候期間關掉汽車引擎

II. 環保措施的成效

‧ 用紙量（包括再造紙）由1999至00年度的27 150令減少至2000至01年度的23 212令，即減少
14.5%。

‧ 由於在2000年的長夏季休會期間曾進行特定維修工程，例如立法會大樓外牆的清洗工程，耗用
大量電力，因此用電量由1999至00年度的1 774 571千瓦特略為增加至2000至01年度的
1 791 051千瓦特，即增加0.93%。

‧ 信封用量有增有減，由1998至99年度的79 086個大幅減少至1999至00年度的41 821個後，在2000
至01年度又略為增加至46 373個。

III. 2001至2002年度的目標

‧ 將用紙量減少1%
‧ 將用電量減少1%
‧ 將信封用量減少2%

環保管理及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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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舒適的
減少廢物 室內工作環境

‧ 使用低排放物的影印機
‧ 使用無揮發性的塗改液
‧ 在非辦公時間進行翻新工程

‧ 重複使用信封、暫用檔案文件夾
‧ 使用可替換筆芯的原子筆
‧ 盡可能使用再造紙
‧ 使用循環再用的打印機色盒
‧ 促請職員使用自備的水杯而不要用紙杯
‧ 收集廢紙及已用完的打印機色盒循環再造

‧ 由1999年4月1日起，立法會大樓被
指定為全面禁止吸煙的樓宇

‧ 立法會大樓已加裝盤管式風機，以
改善大樓的空氣質素

‧ 位於萬國寶通銀行大廈的寫字樓已
進行冷氣槽清洗工程

‧ 增購再造紙，其數量將佔總用紙量的15%
‧ 將木製鉛筆的用量減少10%
‧ 增購經循環再用的打印機色盒，增幅為5%
‧ 增購經循環再用的圖文傳真機色盒，增幅為10%
‧ 將廢紙收集量增加5%

‧ 由於再造紙一度供貨不足，加上價格大幅上升33%，再造紙的用量略
為減少1%

‧ 由於更多職員使用鉛芯筆，木製鉛筆的用量由1999至00年度的1,594枝
減少至2000至01年度的1 217枝，即減少30.98%

‧ 循環再用的打印機色盒的用量增加98.21%
‧ 循環再用的圖文傳真機色盒的用量由1999至00年度的6個增加至
2000至01年度的45個，增幅達7.5倍

‧ 收集作循環再用的廢紙，由1999至00年度的22,170千克增加至2000至
01年度的35,078千克，增幅達58.22%

‧ 由2000至01年度起安排收集鋁罐及膠樽供循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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