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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主席暨諸位委員:

香港政府華員會有關香港政府華員會有關香港政府華員會有關香港政府華員會有關

加強公務員培訓發展的意見加強公務員培訓發展的意見加強公務員培訓發展的意見加強公務員培訓發展的意見

1. 最近，公務員事務局就如何加強公務員培訓發展，提出了㆒些新

措施，以推行《施政報告》㆗宣佈的㆒項為期3年的公務員培訓

發展計劃。有鑑貴委員會將於2000年11月20日會議㆖討論此計

劃，本會謹向貴委員會呈交有關加強公務員培訓發展的意見如

㆘:

2. 本會原則㆖歡迎並支持當局的3年計劃。但認為計劃尚有須改善

之處。本會的改善建議如㆘:

(1) 應全面檢討公務員的培訓與發展的現狀應全面檢討公務員的培訓與發展的現狀應全面檢討公務員的培訓與發展的現狀應全面檢討公務員的培訓與發展的現狀

政府作為最大的僱主，為公務員的培訓與發展，盡了㆒定的

努力，不論是公務員培訓處或部門都取得了㆒定的成績。但

環顧現狀，例如，培訓的規模、具體內容的針對性、質量、

成效、各個部門和職系重視的程度、資源的支援與分配等，

有何不足及可肯定之處？則尚未有任何檢討。因而當局應適

時㆞對現狀作全面檢討。

(2) 應製訂完整的培訓與發展的政策應製訂完整的培訓與發展的政策應製訂完整的培訓與發展的政策應製訂完整的培訓與發展的政策、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在全面檢討的基礎㆖，政府應製訂完整的訓練與發展的政

策、評估訓練的範圍和重點；各部門、各職系首長也應分別

製訂切合本部門、本職系所需的具體目標。其目的應該是––
–

鼓勵、推動和協助公務員努力進取、力爭㆖游、自我提

升，以滿足現職工作、職業發展前景、未來社會發展所

需；

推動和協助部門和職系首長，訂定培訓與發展的近、

㆗、遠期目標、規劃、成效評估及具體落實措施。



(3) 機會均等機會均等機會均等機會均等、按需安排、按需安排、按需安排、按需安排

當局應採取切實措施，令各級公務員有均等的機會接受培

訓；安排方面做到按需分配。本會認為，充足的培訓與發

展，將令各級公務員對提供優質服務、面對各項挑戰時，更

具自信。

(4) 應增撥必要的資源應增撥必要的資源應增撥必要的資源應增撥必要的資源

在資源增值的壓力㆘，政策、目標即使製訂得如何完整，如

果沒有足夠的資源配置，部門或職系首長及員工的態度難免

不夠積極。當然，機構文化和各級管、職雙方主觀重視與否

也是影響的因素，但這是可以逐步予以改變的。

關鍵是政府應增撥必要的資源作為部門、職系堅實的後盾，

以緩解工作㆟手緊張、師資不足、設施欠缺等影響公務員培

訓與發展長期存在的問題。以之看當局的撥款，3年內每年

實際不足1700萬元，尚須供數十個部門競逐，似嫌不足，

應予增加–––特別是還有㆘面第3、4段的需求須予正視。

3. 對3年培訓發展計劃，本會的意見是:

(1) 為自願退休職系㆗受影響的員工提供培訓為自願退休職系㆗受影響的員工提供培訓為自願退休職系㆗受影響的員工提供培訓為自願退休職系㆗受影響的員工提供培訓

本會歡迎當局接納了本會去年5月的建議: 「為需要轉職者

盡力提供再培訓的機會；轉職時及之後，提供職業輔導及其

他支援服務，以減少員工的恐懼和壓力」。為此，應擴大受

訓範圍以包括其他因服務的需要有所改變或改組而需轉職、

但又不受本次自願退休計劃涵蓋的各級員工。

(2) 關於配合公務員改革措施的培訓關於配合公務員改革措施的培訓關於配合公務員改革措施的培訓關於配合公務員改革措施的培訓

改革方案本有不少粗糙、不完善之處。因而，有必要建立體

制改革問題調解小組，由部門管理階層與工會代表共同組

成，以便有效㆞去調解、紓緩因實施方案而產生的爭議和矛

盾，不致令員工關係更趨緊張、士氣更受打擊。為此，應為

各級管理階層提供適當的培訓。

(3) 為構築新型的為構築新型的為構築新型的為構築新型的、、、、「㆔互」的員工關係「㆔互」的員工關係「㆔互」的員工關係「㆔互」的員工關係，培養公務員隊伍夥伴合，培養公務員隊伍夥伴合，培養公務員隊伍夥伴合，培養公務員隊伍夥伴合

作的作的作的作的、新型的公務員文化提供培訓、新型的公務員文化提供培訓、新型的公務員文化提供培訓、新型的公務員文化提供培訓

行政長官已經同意本會的建議，即構築新型的、政府當局與

公務員工會及員工互重、互信、互動的員工關係，培養公務

員隊伍夥伴合作的、新型的公務員文化。經驗證明，能否建



立㆒支穩定、高效率、高質素的公務員隊伍，關鍵之㆒在於

能否構築健康的員工關係。因此，為各級管理階層提供相關

的培訓應是此3年計劃的重點之㆒，不可或缺，亦不可延遲

推行。籍培訓，可以改變部份管理階層有關員工關係落伍的

觀念或做法。視員工、工會為管理的合作夥伴，尊重工會的

磋商㆞位及權利，為構築新型的員工關係、培養新型的公務

員文化的關鍵和基礎。

4. 應視培訓與發展為㆟力資源的投資應視培訓與發展為㆟力資源的投資應視培訓與發展為㆟力資源的投資應視培訓與發展為㆟力資源的投資

本會認為，在知識經濟世紀來臨極嚴峻的挑戰㆘，僱員不斷提高

技能和資格，接受培訓或再培訓，將更有利於提高自身終身受僱

(employability)的機會。要做到這點，員工個㆟自學的自我推動

力相當重要。然而，政府作為僱主及管理階層，對各部門、各項

服務的發展前景，政府有關當局理應有所規劃及部署，因而理應

對未來若干年培訓發展方面的需要有相當的認識；但㆒般員工，

尤其是㆗、㆘級者，則往往十分被動。因此，培訓的主要責任仍

應由政府負起。實際㆖，應該這麼看: 政府對各級公務員(不僅僅

是首長級或㆗、㆖級，還包括㆗、㆘級，基層公務員)的培訓與

發展的重視，不單單是政府對自己僱員的㆟力資源的投資；這方

面做得好，更是政府對社會未來發展的㆒項高瞻遠矚的智力開發

的投資。其正面效益將超越公務員隊伍、超越當代！

香港政府華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