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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4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8 April 2004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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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國強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J.P.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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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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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5

胡經昌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梁富華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FU-WAH, M.H., J.P. 
 
勞永樂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O WING-LOK, J.P.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葉國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P. 
 
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馬逢國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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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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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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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4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渡輪終點碼頭）（修訂）

規例》 .................................  
  

57/2004 

   

《渡輪終點碼頭界線（廢除）令》 ................   58/2004 

   

《渡輪終點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廢除）公告》 ......   59/2004 

   

《2004 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令》 .........   60/2004 

   

《2004 年入境事務隊（指定地方）（修訂）令》 ...   61/2004 

   

《〈化學武器（公約）條例〉（2003 年第 26 號） 

2004 年（生效日期）公告》 ..............  
  

62/2004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Ferry Terminal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4 .......................................  57/2004

 
Boundaries of Ferry Terminals (Repeal) Order ...........  58/2004
 
Boundaries of Restricted Areas of Ferry Terminals  

(Repeal) Notice ........................................  5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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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Places of Detention) (Amendment) Order 
 2004....................................................  60/2004

 
Immigration Service (Designated Places) (Amendment) 

Order 2004 .............................................  61/2004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Ordinance (26 of 2003)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62/2004
 

 

其他文件 

 

第 78 號 ─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基金 

  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年報 

 

第 79 號 ─ 截至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預算·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摘要及總目收入分析  
 

第 80 號 ─ 九廣鐵路公司 

  二零零三年年報 

 

 

Other Papers  

 
No. 78  ─ Traffic Accident Victims Assistance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from 1 April 2002 to 31 March 2003 

   
No. 79  ─ Summary and Revenue Analysis by Head,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5 

   
No. 80  ─ Annual Report 2003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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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就業分類數據 

Breakdown of Employment Statistics 
 

1. 李卓人議員：主席，關於政府統計處編製的 2003 年就業數據，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按下開表格分類的就業人士數目（無酬家庭從業員、外籍家庭

傭工及因休假而在統計前 7 天內工作少於 35 小時的就業人士除外）？ 

 

就業人數 

每月就業收入 

性別／ 

統計前 7 天內 

的工作時數 

少於 

3,000 元

3,000 至

4,999 元

5,000 至

7,499 元

7,500 至  

9,999 元  

1 萬元或 

以上 
總計

女性       

 少於 35 小時       

 35 至 49 小時       

 50 至 59 小時       

 60 小時或以上       

 小計       

男性       

 少於 35 小時       

 35 至 49 小時       

 50 至 59 小時       

 60 小時或以上       

 小計       

男女合計       

 少於 35 小時       

 35 至 49 小時       

 50 至 59 小時       

 60 小時或以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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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料，有關就業數據

載列如下：  

 

每月就業收入（港元） 

性別 

統計前 7 天內

的工作時數

（小時） 

少於

3,000元

3,000至

4,999元

5,000至

7,499元

7,500至 

9,999元 

1 萬元 

或以上 

人數 

總計 

女 少於 35 小時 535 31 800 1 380 4 500 10 900 114 500

 35 至 49 小時 113 49 800 12 600 113 000 369 800 669 800

 50 至 59 小時 18 15 200 4 710 31 500 90 400 186 100

 60 小時或以上 41 20 500 6 750 29 800 43 300 165 200

 小計 706 117 300 25 440 178 800 514 500 1 135 600

男 少於 35 小時 281 28 900 2 920 15 300 16 100 117 700

 35 至 49 小時 140 31 900 11 360 140 500 555 700 855 700

 50 至 59 小時 30 8 500 3 930 54 300 195 200 300 300

 60 小時或以上 59 14 100 9 500 80 600 206 400 402 000

 小計 510 83 500 27 710 290 700 973 400 1 675 700

少於 35 小時 816 60 700 4 310 19 800 27 100 232 200男女

合計 35 至 49 小時 253 81 700 23 960 253 500 925 500 1 525 600

 50 至 59 小時 48 23 800 8 640 85 800 285 600 486 400

 60 小時或以上 100 34 600 16 250 110 400 249 700 567 200

 總計 1 216 200 800 53 150 469 500 1 487 900 2 811 300

 

註譯：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2003 年第一季至第四季進行的綜合住戶調查所得數字的平均數。 

 

 

進一步改善道路工程安全的措施 

Measures to Further Enhance Safety in Road Works  
 

2. 劉健儀議員：主席，政府當局於去年 2 月表示，為進一步改善道路工程

的安全，當局正考慮實施若干新措施，包括採用可變信息顯示屏及在道路工

程車輛尾部安裝撞擊緩衝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每個可變信息顯示屏的售價，以及每天的道路工程約須使用多少

個顯示屏；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12 

(二) 所涉及的工程車輛數目及在此等車輛尾部安裝撞擊緩衝器的單

位成本；及 

 

(三) 有否計劃落實該等措施；若有，計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可變信息顯示屏的成本約為 16 萬元。每天

所需的可變信息顯示屏的數目，視乎道路工程的數目而定。 

 

 車尾撞擊緩衝器的成本約為 18 萬元，目前有 16 部道路工程車輛已裝設

這種裝置。 

 

 為提高道路工程施工期間的安全，路政署 近公布一套有關安裝及使用

可變信息顯示屏及撞擊緩衝器的指引，給政府工程承建商參考。該署亦會把

有關的規定納入《道路交通條例》有關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的實務

守則。 

 

 

維修污水渠 

Drainage Repair 
 

3.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percentage of compliance with the statutory orders concerning 

defective drainage repair/investigation which were issue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owners of private buildings which do not have owners' 
corporations (OCs); 

 
 (b)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BD)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statutory orders issued last year to owners of such 
private buildings; 

 
 (c)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creating a specialist contractor list for 

plumbing and drainage works; and 
 
 (d) whether, for ease of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 it has considered 

classifying these works into one works category, and delega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nitoring them to one government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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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my response to the four parts of the question is as follows: 
 
 (a) The number of statutory orders concerning defective drainage 

repair/investigation issue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owners of 
private buildings without O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ercentage of 
compliance are given below: 

 

Year 
Number of statutory orders 

concerning defective drainage 
repair/investigation 

Percentage of 
compliance 

(as at end March 2004) 
2001 40 40% 
2002 140 50% 
2003 1 300 30%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atutory orders issued in 

2003 was due to stepped up inspection of drainage pipes under Team 
Clean initiatives. 

 
 (b) The BD has adopted various measures to ensure owners' compliance 

with the statutory orders.  A list of the buildings served with such 
orders but without OCs has been given to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which would render assistance to the owners concerned, 
including assistance in co-ordinating the repair works where 
necessary.  Upon request, BD staff would hold meetings with 
individual owners or groups of owners with a view to resolving their 
problems in carrying out the orders, including assisting them to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under the Building Safety Loan 
Scheme.   

 
  BD staff would also conduct checking to see whether the works 

required in the orders have been complied with.  Where there has 
been no progress in rectifying drainage defects, the BD would issue 
reminders to the owners concerned.  Should the building owners 
subsequently fail to comply with the orders, the BD would engage 
government contractor to carry out the repair works and recover the 
cost from the owners afterwards.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14 

 (c) and (d) 
 
  A water supply plumbing system comprises water pipes and fittings 

which serve to supply water for potable and fire service purposes in 
a building.  A drainage system comprises above-ground piping, 
underground drains and channels for the disposal of all foul water 
and surface water from a building.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system involve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works subject to 
different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design standards and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s warranting different expertise and knowledge in 
design,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It would therefore 
not be appropriate to group the water supply plumbing works 
(plumbing works) and drainage works into one works category.   

 
  Plumbing works are controlled under the Waterworks Ordinance 

(WO), and licensed plumber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WO to carry 
out such works.  To be eligible to become a licensed plumber, the 
applicant should possess the requisite knowledge in plumbing and 
pipefitting.  On the other hand, drainage works are a kind of 
building works controlled under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BO).  
Registered General Building Contractors (RGBCs) are registered 
under the BO to carry out building works, including drainage works, 
according to the building plans prepared by Authorized Persons and 
approved by the Building Authority.  To be eligible for registration 
as an RGBC, the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building works, including drainage works, and the ability to 
supervise and manage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building works. 

 
  Given that plumbing and drainage works ar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works, and that licensed plumbers and RGBCs are registered under 
two different registration systems, it would not be appropriate to 
create a specialist contractor category to carry out these works. 

 
  At present,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plumbing works under the WO whilst the BD i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drainage works as part of building works 
under the BO.  The practice of having plumbing and drainage 
works controlled under two separate regimes has been working 
effectively.  We consider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monitoring plumbing and drainage works under one single 
government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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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家務助理 

Local Domestic Helpers 
 

4. 吳亮星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的本地家務助理數目，以及當中須在僱主家中留

宿的人數；屬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家務助理相關課程

的畢業學員在上述數字內所佔的百分比； 

 

(二) 有否評估上述課程對拓展本地家務助理就業市場的成效；若有，

結果為何；及 

 

(三) 有否計劃提供誘因，鼓勵現職本地家務助理從事須留宿的家務助

理工作；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政府統計處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並沒有特別統計本地家務

助理的人數。從事本地家務助理的人士，與外籍家庭傭工及從事

低技術的工人一樣，會在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中一併歸類為“非技

術工人”。因此，除再培訓局的統計數字外（詳見下文），政府

並沒有全港的本地家務助理數目及當中須在僱主家中留宿的人數。 

 

 我們認為再培訓局開辦的本地家務助理培訓課程，有助開拓本地

家務助理市場。該課程協助求職人士學習專業家務技能及正確的

職業安全和工作態度，有效提升他們的工作技巧。 

 

 在 2001-02 年度，於再培訓局接受培訓的家務助理共 11  600 人，

有 9  500 人(82%)成功就業。2002 年 5 月，再培訓局推出“家務

通”計劃，進一步開拓本地家務助理市場。“家務通”旨在提供

以“僱主為本”的增值服務，透過 13 間地區服務站，利用中央

網上職位空缺及登記學員資料庫，有效及快捷地協助僱主及學員

進行職位配對。自“家務通”推出後，於再培訓局接受培訓的家

務助理增加至 2002-03 年度的 16  000 人及 2003-04 年度首 7 個月

的 1 萬人；當中成功就業的分別有 13  500 人(84.4%)及 8  700 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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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推廣本地家務助理服務，再培訓局加強對“家務通”的

宣傳，例如與大型屋苑的管理公司合作向住戶推廣“家務通”、

製作關於“家務通”的特備節目及宣傳短片、安排傳媒採訪本地

家務助理的成功個案等。透過這些推廣工作，公眾對本地家務助

理行業加深了認識，並對服務逐漸建立信心。在未有“家務通”

以 前 ， 公 眾 人 士 向 再 培 訓 局 登 記聘 請 家 務 助 理 的 空 缺 數 字 為

17  200 個（2001-02 年度）。在“家務通”於 2002 年 5 月推出

後，公眾人士向再培訓局登記的空缺數字大幅增加至 2002-03 年

度的 34  900 個及 2003-04 年度的 35  500 個。 

 

(三) 為鼓勵更多本地家務助理跨區或在特許時段（即下午 5 時至早上

9 時）內工作，政府在去年 6 月推出特別津貼獎勵計劃，讓有需

要 跨 區 或 在 特 許 時 段 內 工 作 的 合 資 格 本 地 家 務 助 理 申 領 每 天

50 元的津貼，每月 高津貼款額為 1,200 元，而每人可申領的款

額上限為 7,200 元。須在僱主家中留宿的本地家務助理也可受

惠。 

 

 

醫療收費減免 

Waiver of Medical Fees 
 

5. 何秀蘭議員：主席，關於醫療收費減免，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適用於減免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的機制如何運作及申請豁免收

費的程序； 

 

(二) 按申請人類別（例如低收入㆟士、長期病患者和貧困長者病㆟等）

劃分，自實施急症室收費至本年 2 月，每月根據上述機制申請豁

免收費的個案和成功個案各有多少，以及獲得收費減免的平均有

效期； 

 

(三) 上述申請和成功個案數目與經加強後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下的

同類個案數目如何比較；及 

 

(四) 有否措施宣傳經加強後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若有，涉及的開支

款額；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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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拮据而得不到適當的醫

護服務。為確保這項原則在 2002 年 11 月公立醫院實施急症室收

費後維持不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已一律獲

豁免急症室收費。此外，政府已推行經加強後的醫療收費減免機

制，讓綜援受助人以外的弱勢社（包括低收入人士、長期病患

者和貧困的長者病人）可獲減免急症室和其他公共醫療服務的收

費。 

 

 根據經加強後的減免機制，無力支付公共醫療收費（包括急症室

收費）的非綜援受助人可向公立醫院的駐院醫務社工申請減免收

費。當局在審批每宗申請時會以家庭為單位，考慮有關申請人的

經濟、社交和醫療狀況。審批過程絕不會影響有關病人接受所需

的醫護服務。 

 

(二)及(三) 

 

 在 2003 年 4 月至 2004 年 2 月期間，有關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下涉

及使用急症室服務的每月成功申請統計數字，現表列如下： 

 

月份 
經加強後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下涉及

使用急症室服務的成功申請個案總數

2003 年 4 月 384 

2003 年 5 月 439 

2003 年 6 月 621 

2003 年 7 月 773 

2003 年 8 月 831 

2003 年 9 月 904 

2003 年 10 月 886 

2003 年 11 月 896 

2003 年 12 月 960 

2004 年 1 月 788 

2004 年 2 月 886 

總計 8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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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涉及使用急症室服務的 8  368 宗減免收費個案中，約有 33% 的

受惠人士為 65 歲或以上的病人。此外，在八千多宗減免收費個

案中，約有 77%的個案獲減免醫療收費一段時間，平均的有效期

約為 6 個月。 

 

 我們未能在此提供質詢提及的其他資料，包括不獲批申請個案的

分項統計數字，因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資料系統一向沒

有收集有關數據。 

 

(四) 為增進市民對經加強後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的認識，社會福利署

（“社署”）和醫管局已在其前線運作單位張貼／派發雙語海報

和單張。這些單位包括公立醫院和診所，以及社署的醫務社會服

務部、家庭服務中心和社會保障辦事處。涉及的宣傳經費由兩間

機構所獲的財政撥款支付，未能分別列出。 

 

 

政府外判服務 

Government's Outsourced Services 
 

6. 梁富華議員：主席，關於政府外判並涉及聘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服務項

目，例如清潔和護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過去 3 個財政年度： 

 

(i) 每年批出這類外判工作合約數目 多的 20 個部門、涉及的

合約數目，以及外判服務承辦商（“承辦商”）建議這類非

技術工人每天的工作時數和向他們發放的工資； 

 

(ii) 每年接獲這類工人就薪酬待遇作出的投訴數字及當局曾採

取的跟進行動；及 

 

(iii) 每年分別有多少名承辦商因涉嫌違反《僱傭條例》（第 57

章）而被檢控及定罪，以及他們被判處的懲罰； 

 

(二) 有否評估當局在監管承辦商有否給予工人合理待遇方面的工作

成效；若有，評估的結果及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若否，原因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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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何具體措施落實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的承諾，“會密切關

注從事政府外判工作的工人是否得到合理待遇的問題”；及 

 

(四) 當局會否考慮根據這類非技術工人的市場工資為外判服務項目

標書評分；若會，考慮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i) 根據現時的程序，採購部門批出涉及聘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

服務合約，一般須透過招標程序。在過去 3 個財政年度，共

11 個政府部門批出合共 356 份這類合約。此外，在過去 3

個財政年度，房屋署經該部門的招標程序批出合共 184 份這

類合約。有關這些合約的承辦商建議給予他們所聘用的非技

術工人的工資和每天的工作時數，詳列於附件。由於每份合

約有其各自的要求和獨特性，這些非技術工人須負責的工作

的種類和性質及工作環境亦不盡相同，因此他們的工資水平

也有差別。 

 

 (ii) 在過去 3 個財政年度，勞工處及其他政府部門（包括房屋署）

接獲就這類工人薪酬待遇作出的投訴個案數字如下：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4 11 29 

 

 這些投訴均已經過有關的採購部門調查。就投訴成立的個

案，有關的採購部門已經向被投訴的承辦商發出警告信或失

責通知書，並視乎個別情況，將投訴轉交勞工處處理。勞工

處亦已就該部門接獲的投訴或由其他政府部門轉交的投訴

採取跟進行動，包括分別會見僱員及承辦商，瞭解有關的投

訴事項，以及突擊巡查，並就有足夠證據證明承辦商違反

《僱傭條例》的個案，向有關的承辦商提出檢控。 

 

 (iii) 在過去 3 個財政年度，勞工處成功檢控承辦商違反《僱傭條

例》的數字及他們被判罰的款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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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成功檢控的傳

票數目 
261 33 3 

罰款額 500-5,000 元 800-4,000 元 3,000-6,000 元

平均罰款 1,215 元 1,639 元 4,667 元 

 

 自 2001 年起，勞工處已加強巡查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有否

違反勞工法例。近年，承辦商違例的情況已有改善。據勞工

處的巡查結果顯示，承辦商的僱員現時大多享有休息日。此

外，大部分僱員均持有書面僱傭合約副本。 

 

 在 2003-04 年度，勞工處在巡查時發現有個別承辦商涉嫌短

付工資、沒有發放法定假日或給予僱員合約副本。經勞工督

察警告後，有關承辦商已把欠薪、未發放的假期和僱傭合約

副本發還給僱員。由於並非所有僱員均願意出任控方證人，

因此，勞工處會將個案知會有關的外判部門，並敦促他們對

有關承辦商作進一步監管。 

 

(二) 根據現時的招標安排，管制人員須採用評分制度評估有關服務合

約的標書，評估準則必須包括每份標書所列明承辦商給予他們所

僱用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工作時數，以決定該等建議是否

與同類行業的市場情況及與政府擬採購服務的水準相稱。管制人

員亦應就與僱傭條款有關的評估準則定出一個合格分數，以決定

投標建議應否獲得考慮。管制人員須根據投標結果，包括中標的

承辦商給予非技術工人的待遇，自行檢討他們所採用的評分制度

（包括工資及工時的評估準則）的成效。個別部門經評估他們的評

分制度後，正在考慮修訂工資及工時的評估準則所佔分數的比重。 

 

(三) 上述的招標安排，旨在保障受聘於政府外判服務的工人能得到合

理的待遇。此外，政府已於本年 3 月頒布一些強制性的規定，根

據這些規定，投標者如在截標日期前 12 個月內，因違反《僱傭

條例》、《僱員補償條例》或《入境條例》*而共有 3 次或以上的

定罪紀錄，其投標建議便不會獲得考慮。與此同時，政府頒布了

一個扣分制度，根據這個扣分制度，每當承辦商不履行有關工資、

 
* 所有違反《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而 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條例》附表

8 所述 5 級或以上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這兩條條例的定罪紀錄。任何違反《入境條

例》第 17I 條或 38A(4)條有關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的定罪紀錄，即屬違反《入境條

例》的定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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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以及與其僱員簽訂書面合約的責任時，管制人員即向有關

的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每發出一次失責通知書，承辦商會被

扣 1 分。如在截標日期前 近 4 個季度內，投標者被一個或以上

的政府部門扣滿 6 分，其提交的標書將不獲考慮。上述措施，可

鼓勵承辦商承諾給予其所僱用的非技術工人合理的待遇，並加強

對違反有關承諾的承辦商的處罰。 

 

(四) 正如上文第(二)部分所述，根據現時的招標安排，管制人員招標

採購須僱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服務時，須採用評分制度，評估準

則必須包括每份標書所列明的工資水平及工作時數，以決定該等

建議是否與同類行業的市場情況及與政府擬採購服務的水準相

稱。有關市場工資和工作時數的資料，管制人員會參考政府統計

處發表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管制人員須考慮把

各項與人力或僱傭條款（包括工資和工時）有關的評估準則，在

評分表內列入同一部分，並就該部分定出一個合格分數。 

 

附件 

Annex 
 

在 2001-02 年度批出涉及須聘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服務合約 

Service Contracts Involving Engagement of Large Number  
of Non-skilled Workers Awarded in 2001-02 

 

部門  
Department 

服務合約數目 

No. of service 

contracts 

外判承辦商建議

的每月工資 @ 
Contractor's proposed 

monthly wage@ 

外判承辦商建議的

每天准予工作時數

上限 

Contractor's proposed 

allowable daily 

maximum working hours 

4# - - 漁農自然護理署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1 $4,500 10 

21# - - 

2 $4,160-$4,500 10 

6 $4,501-$5,000 8-10 

10 $5,001-$5,500 8-10 

19 $5,501-$6,000 8-10 

食物環境生署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1 $7,3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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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Department 

服務合約數目 

No. of service 

contracts 

外判承辦商建議

的每月工資 @ 
Contractor's proposed 

monthly wage@ 

外判承辦商建議的

每天准予工作時數

上限 

Contractor's proposed 

allowable daily 

maximum working hours 

1 $6,350 8 政府產業署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5,500 8 

13∆ - - 

1 $2,400-$5,100 8-9 

2 $3,000-$5,100 8-9 

1 $3,300-$4,300 8 

3 $3,300-$5,100 8-9 

3 $4,258.8-$4,500 8 

8 $5,001-$5,500 8 

24 $6,501-$7,000 12 

房屋署  

Housing Department 

1 $7,580 12 

36# - - 

6 $4,000-$4,500 8-11 

9 $4,501-$5,000 8-11 

5 $5,001-$5,500 8-11 

2 $5,501-$6,000 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1 $6,800 8 

1# - - 海事處  

Marine Department 1 $4,200 7.5 
社會福利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 $8,165 8.5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1 $4,467 12 

 
# 合約是在 2001 年 5 月 26 日（即公布新安排規定須採用評分制度評審涉

及僱用大量非技術工人合約的日期）前已進行招標。由於有關的招標文

件未有這方面的規定，所以沒有每月工資及每天工作時數的資料。  

# Contract(s) were invited before 26 May 2001 (the date of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arrangement requiring the use of marking scheme for evaluating contracts that rely 
heavily on employment of non-skilled workers).  As there was no requirement for 
information in respect of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in the tender documents concerned, 
such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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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工資是按每天工作 8 小時和每月工作 26 天計算（若每天工作時數

多於 8 小時，則工資按比例增加）。 

@ The monthly wage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eight working hours per day and 26 

working days per month (if the daily working hours exceed eight hours, the wage will be 

increased on a pro-rata basis). 
∆ 合約內沒有訂明外判承辦商建議的每月工資及每天工作時數。 

∆ Contractors are not required to propose the monthly wage and the daily working hours in 

these contracts. 

 
 

在 2002-03 年度批出涉及須聘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服務合約 

Service Contracts Involving Engagement of Large Number  
of Non-skilled Workers Awarded in 2002-03 

 

部門  
Department 

服務合約數目 

No. of service 

contracts 

外判承辦商建議

的每月工資 @ 
Contractor's proposed 

monthly wage@ 

外判承辦商建議的

每天准予工作時數

上限 

Contractor's proposed 

allowable daily 

maximum working hours 
漁農自然護理署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1 $7,020 8 

屋宇署  

Buildings Department 

1 $5,500 8.5 

1 $5,138 8 消防處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1 $5,620 8 

1 $4,472 8 

12 $4,501-$5,000 8-10 

54 $5,001-$5,500 8-10 

3 $5,501-$6,000 8-9 

1 $6,500 10 

1 $7,000 8 

食物環境生署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1 $8,0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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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Department 

服務合約數目 

No. of service 

contracts 

外判承辦商建議

的每月工資 @ 
Contractor's proposed 

monthly wage@ 

外判承辦商建議的

每天准予工作時數

上限 

Contractor's proposed 

allowable daily 

maximum working hours 

1 $3,300-$4,500 7-9 

1 $3,400-$3,900 8 

1 $3,500-$4,000 7-8 

1 $4,000 7-9 

1 $4,012-$4,200 7-9 
2* $3,500-$4,000 - 
4* $4,001-$4,500 - 
3* $4,501-$5,000 - 
2* $5,001-$5,500 - 
1* $5,600 - 

68 $5,150-$5,500 8 

房屋署  

Housing Department 

4 $5,501-$5,577 8 

3 $4,908.8 8 地政總署  

Lands Department 1 $5,200 8 

4 $3,494-$4,000 8-12 

2 $4,001-$4,500 11-12 

8 $4,501-$5,000 8-1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7 $5,001-$5,325 8-11 

2 $5,500-$5,700 7-8 社會福利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 $6,300-$6,406 9-10 

 
@ 每月工資是按每天工作 8 小時和每月工作 26 天計算（若每天工作時數

多於 8 小時，則工資按比例增加）。  

@ The monthly wage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eight working hours per day and 26 

working days per month (if the daily working hours exceed eight hours, the wage will be 

increased on a pro-rata basis). 
* 合約內沒有訂明外判承辦商建議的每天工作時數。 

* Contractors are not required to propose the daily working hours in these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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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3-04 年度批出涉及須聘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服務合約 

Service Contracts Involving Engagement of Large Number  
of Non-skilled Workers Awarded in 2003-04 

 

部門  
Department 

服務合約數目 
No. of service 

contracts 

外判承辦商建議
的每月工資 @ 

Contractor's proposed 
monthly wage@ 

外判承辦商建議的
每天准予工作時數

上限 
Contractor's proposed 

allowable daily 
maximum working hours 

1 $4,500 8 
1 $5,190 8 

漁農自然護理署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1 $5,800 11 
屋宇署  
Buildings Department 

1 $4,500 8.5 

1 $4,700 8 消防處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1 $5,000 8 

10 $4,900-$5,000 8-10 
47 $5,001-$5,500 8-10 
9 $5,501-$6,000 8-10 
5 $6,001-$6,500 8-10 

食物環境生署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1 $7,500 8 
1 $5,878 

$5,000 
8 
8 

1 $5,000 
$4,986 

7 
8 

政府產業署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1 $5,596 
$4,289 

8 
8 

2 $4,160-$4,268 10-12 民政事務總署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2 $4,833-$4,900 12 

1 $2,500-$8,000 7-10 
1 $2,586-$3,566 8-9 
1 $2,796-$3,900 8 
1 $3,000-$3,013 7-9 
1 $3,000-$3,200 8 
1 $3,000-$4,000 8 
1 $3,000-$4,650 8 
2 $3,200 8 
1 $3,200-$5,000 7-11 
1 $3,300 8 
1 $3,350-$5,600 8-9 

房屋署  
Housing Department 

1 $3,400-$4,60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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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Department 

服務合約數目 
No. of service 

contracts 

外判承辦商建議
的每月工資 @ 

Contractor's proposed 
monthly wage@ 

外判承辦商建議的
每天准予工作時數

上限 
Contractor's proposed 

allowable daily 
maximum working hours 

1 $3,500 8 

1 $3,500-$5,800 8-9 

1 $3,600-$5,300 7-9 

1 $3,810-$5,300 7 

1 $4,000 8 

1 $4,000-$4,200 7-9 

1 $4,000-$5,800 8-10 

1 $4,100 7-9 

3 $5,382-$5,500 8 

5 $5,501-$6,000 8 
9* $4,000-$4,500 - 

 

1* $6,010 - 

5 $3,733-$4,000 8-10 

10 $4,001-$4,500 8-11 

12 $4,501-$5,000 8-1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3 $5,001-$5,190 8 

1 $5,100 8 

1 $4,300 10 

海事處  

Marine Department 

1 $3,458 9 

1 $5,300 8 

1 $5,830 9 

社會福利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 $4,500 8 
水務署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1 $5,590 8 

 
@ 每月工資是按每天工作 8 小時和每月工作 26 天計算（若每天工作時數

多於 8 小時，則工資按比例增加）。  

@ The monthly wage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eight working hours per day and 26 

working days per month (if the daily working hours exceed eight hours, the wage will be 

increased on a pro-rata basis). 
* 合約內沒有訂明外判承辦商建議的每天工作時數。 

* Contractors are not required to propose the daily working hours in these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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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局提供的協助 

Assistance Offered by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7. 羅致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市區重建局（“市建

局”）有否計劃： 

 

(一) 修訂自置居所津貼的計算基礎（即按同區內約 7 年樓齡，面積和

收購物業相若的單位市值計算津貼額），或削減其他津貼的水

平；若有，詳情為何；若否，當局有何具體方法協助該局解決財

政困難；及 

 

(二) 向受重建計劃影響的年長業主提供額外的協助，特別在安置及經

濟方面的援助；若有，協助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兩部分答覆如下： 

 

(一) 市建局是為推行市區更新計劃而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市建局董

事會有權不時制訂該局的政策，包括其收購物業及補償政策。 

 

 政府的自置居所津貼政策是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01 年 3 月

批准，並適用於所有政府收地，包括為實施市建局項目而進行的

收地。市建局的物業收購補償政策是以《收回土地條例》下的法

定補償，以及政府的自置居所津貼政策為計算基礎，另外加上適

用的特惠津貼，以鼓勵業主自願接受市建局的收購建議。 

 

 市建局一直密切留意該局政策（包括補償政策）的運作。該局根

據已開展項目的經驗，以及經濟和市場情況的改變，不時評估其

補償政策的運作，以求善用現有資源，以及實施一項具效益及可

持續的市區更新計劃。市建局與政府保持經常的聯繫，市建局並

就不同範疇的工作，與我們分享其經驗。然而，市建局並沒有就

自置居所津貼的計算基礎提出任何具體的修訂建議。 

 

 市建局發放的其他特惠津貼由該局董事會不時訂定。政府並不知

悉市建局董事會現時有任何計劃改變這些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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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已為市區更新工作投入可觀的資源，包括預留了 100 億元作

為注資市建局，以及以象徵式地價批出市區重建地段予市建局發

展。在獲得政府這些財政支援的基礎上，以及基於一系列的假設

（如物業市道和利息變動等），市建局預計在其第三份業務綱領

涵蓋的所有項目發展完畢後，該局將可達到收支平衡，並有小量

盈餘。 

 

(二) 市建局成立了社區服務隊，為有需要的居民（包括年長業主）提

供適切的援助。對年長業主提供的支援包括協助他們挑選適合的

重置單位，協助這些業主搬遷，以及幫助他們適應新居所的環境

並安頓下來。市建局會為有真正需要的年長業主提供暫時性居住

安排和財政援助。該局亦會因應業主要求，支付高於一成的標準

收購價的訂金，以協助有關業主購買重置單位。 

 

 

主要公營機構高級職員參與國際組織 

Participation of Senior Staff of Major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8. 胡經昌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按有關人員所屬的政策局及公

營機構劃分，過去 5 年，首長級公務員及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主管人員，每年於國際性組織所擔

當的職務及處理這些職務的時間，以及其僱主因而支付的交通、住宿和後勤

支援服務等方面的開支款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把 1999-2000 年度至 2003-04 年度首長級公

務員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主管人員在國際組

織所擔任的職位載於附件，以供參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表示該局沒

有主管人員在國際組織擔任職位。 

 

 首長級公務員和公共機構主管人員的職責之一，是在有需要時參與和部

門或公共機構有關的國際組織的會議和活動，以及在適當情況下擔任國際組

織的職務，從而保障及促進香港的利益。這類工作不會影響有關人員的日常

工作。因此，我們沒有特別記錄這些人員為履行這方面職務的時間。有關人

員因擔任國際組織的職務而涉及的外訪開支，則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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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首長級公務員在國際組織擔任的職位 

 

職務訪問所涉的政府開支 (註 )（元） 
首長級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 

職位（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工商及科技局       

創新科技署

實驗所認可

組執行幹事 

亞 太 區 實

驗 所 認 可

合作組織

培訓委員會主

席 

（1996 年 2 月

至 2002 年 11

月） 

管理委員會副

主席 

（ 1996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0 月） 

管理委員會成

員 

（由 2000 年

10 月起） 

多邊相互承認

協議委員會成

員 

（由 1996 年 2

月起） 

19,000 81,000 17,000 38,000 - 

創新科技署

實驗所認可

組執行幹事 

國 際 實 驗

所 認 可 合

作組織 

認可政策委員

會專責小組召

集人（2000 年

11 月至 2002

年 9 月） 

認可政策委員

會成員 

（由 2000 年

11 月起） 

- - 59,000 4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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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訪問所涉的政府開支 (註 )（元） 
首長級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 

職位（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電訊管理局

助 理 總 監

（支援）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 電

信 發 展 部

門 

研究小組副主

席 

（ 2002 至

2005 年） 

- - - 24,000 34,000

副廣播處長 亞 太 廣 播

聯盟 

行政會議成員

（由 1996 年

起） 

8,000 - - - - 

廣播處長 亞 太 廣 播

聯盟 

行政會議成員

（ 由 1996 年

起） 

- 23,000 55,000 16,000 48,000

資訊科技署

署長 

互 聯 網 域

名 及 規 約

編 號 指 配

組織 

互聯網域名及

規約編號指配

組織轄下政府

諮詢委員會成員

（由 1999 年 5

月起） 

115,000 107,000 98,000 276,000 169,000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海事處助理

處長 

東 京 諒 解

備 忘 錄 港

口 國 監 督

委員會 

港口國監督委

員會第十屆及

第十一屆會議

主席（3 次會

議） 

- - 30,000 8,000 - 

郵政署總郵

務監督（對

外事務） 

萬 國 郵 聯

特 快 專 遞

服 務 合 作

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 

（1999 年 9 月

至 2002 年 9

月） 

- 51,000 78,000 30,000 - 

郵政署總監

（ 對 外 事

務） 

萬 國 郵 聯

特 快 專 遞

服 務 合 作

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 

（ 2002 年 10

月至 2004 年 9

月） 

- - - 6,000 27,000

郵政署署長 卡 哈 拉 郵

政組織 

行政總裁委員

會成員 

（由 2003 年 6

月起） 

- - - -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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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訪問所涉的政府開支 (註 )（元） 
首長級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 

職位（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漁農自然護

理署署長 

世 界 自 然

保 護 聯 盟

東 亞 地 區

國 家 公 園

與保護區

世界自然保護

聯盟東亞地區

國家公園與保

護區指導委員

會會員（2002

至 2005 年）

- - - - - 

漁農自然護

理署助理署

長（郊野公

園及海岸公

園） 

世 界 自 然

保 護 聯 盟

東 亞 地 區

國 家 公 園

與保護區

世界自然保護

聯盟東亞地區

國家公園與保

護區指導委員

會會員（1999

至 2005 年）

18,000 - - 22,000 - 

環境保護署

助 理 署 長

（ 環 境 評

估） 

國 際 評 估

學會 

會長 

（ 2000-01 年

度至 2001-02

年度） 

- - 34,000 17,000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經濟主

任 3 

亞 太 區 經

濟 合 作 組

織 

亞太區經濟合

作組織經濟委

員會副會長 

（由 2001 年 1

月起） 

- 10,000 74,000 51,000 9,000

政府統計處

處長 

國 際 統 計

學會 

國際統計學會

理事 

（ 2001 至

2005 年） 

 

- - 27,000 - 40,000

政府統計處

處長 

聯 合 國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經 濟 社

會委員會

聯合國亞洲及

太平洋經濟社

會委員會轄下

的統計委員會

副主席（2000

至 2002 年）

- 11,000 - 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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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訪問所涉的政府開支 (註 )（元） 
首長級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 

職位（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政府統計處

處長 

亞 洲 開 發

銀行 

亞洲及太平洋

區國際比較方

案區域諮詢委

員會委員 

（由 2003 年

起） 

- - - - - 

政府統計處

助理處長 

國 際 貨 幣

基金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轄下的國

際收支平衡委

員會成員 

（ 2001 至

2006 年） 

- - 1,000 3,000 5,000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衞生福利局

局長 

（現稱衞生

福利及食物

局局長） 

國 際 醫 院

聯合會 

主席（2001 至

2003 年） 

- - - - - 

政府化驗師 聯 合 國 藥

物 管 制 和

預 防 犯 罪

辦事處 

國際品質保證

計劃常務小組

成員（由 1999

年起） 

- - - - - 

助理政府化

驗師（法證

事務部） 

國 際 法 庭

科學協會

會長（2002 至

2005 年） 

- - - - - 

總 化 驗 師

（藥物、毒

理 及 文 件

科） 

國 際 法 庭

科學協會

秘書長（2002

至 2005 年）

- - - - - 

社會福利署

副署長（服

務） 

國 際 防 止

虐 待 兒 童

及 疏 忽 照

顧 兒 童 協

會 

會員（1999 至

2001 年） 

- - - - -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33

職務訪問所涉的政府開支 (註 )（元） 
首長級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 

職位（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社會福利署

副署長（服

務） 

 

 

國 際 老 化

協會 

會員（1999 至

2003 年） 

- - - - - 

保安局    

禁毒專員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織 

主席 

（2001 年 7 月

至 2002 年 6

月） 

- - 1,012,000 546,000 - 

消防處處長 國 際 航 空

防火協會

國際航空防火

協會亞太區理

事 

（ 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1

月） 

- - 116,000 - - 

消防處處長 亞 太 區 國

際 消 防 總

長協會 

亞太區國際消

防總長協會副

主席 

（ 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1

月） 

- - - 87,000 - 

消防處副處

長 

亞 太 區 國

際 消 防 總

長協會 

亞太區國際消

防總長協會理

事 

（由 2003 年 2

月起） 

- - - - 12,000

懲教處處長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懲 教

首長會議

亞洲及太平洋

懲教首長會議

支援服務工作

小組主席 

（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0 月） 

- - 2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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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訪問所涉的政府開支 (註 )（元） 
首長級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 

職位（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政府檔案處

處長 

認 可 檔 案

經理學會

董 事 局 主 席

（ 2000 至

2002 年） 

- - - - - 

 

註：開支不包括所獲的贊助，以及由雙重或多重目的的訪問活動而引致的支出。 

 

 

(II) 金融管理局主管人員
（ 註 一 ）

在國際組織擔任的職位 

 

職務訪問所涉的開支（元） 
主管人員的

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職位
（ 註

二 ）

（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金融管理局

總裁 

 

 

國 際 清 算

銀 行 的 中

央 銀 行 管

治 督 導 委

員會 

主席（由 1999

年開始） 

無額外 

開支
（ 註 三 ）

無額外 

開支
（ 註 三 ）

無額外 

開支
（ 註 三 ）

無額外 

開支
（ 註 三 ）

 

無額外 

開支
（ 註 三 ）

 

註一：指助理總裁或以上的人員 

註二：只包括以個人身份獲委任的職位 

註三：該會議通常是與國際清算銀行的例會同時進行，因此參與該會議並無額外開支。 

 

 

(III)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管人員在國際組織擔任的職位 

 

職務訪問所涉的開支（元） 
主管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職位

（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中 介 團 體

及 投 資 產

品 部 執 行

董事 

國 際 證 券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 （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 註 一 ）

國際證監會組

織證券監管目

標及原則實施

委員會主席 

（2000 年 3 月

至 2001 年 6

月） 

42,000 150,000 47,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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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訪問所涉的開支（元） 
主管人員

的職位 

曾參與的

國際組織

在國際組織所

擔任的職位

（及任期）

1999-2000

年度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主席 金 融 穩 定

性論壇（註一）

國際標準實施

專責小組主席

（1999 年 9 月

至 2000 年 3

月） 

27,000 - - - - 

主席 三 十 人 集

團 （ 註 一 ）  

三十人集團結

算及交收計劃

督導委員會第

2 號工作小組

聯席主席 

（2001 年 3 月

至 2003 年 1

月） 

- 59,000 56,000 47,000 - 

主席 國 際 證 監

會組織 

國際證監會組

織技術委員會

主 席 委 員 會 -

《國際持續企

業披露標準》

聯席主席 

（2002 年 3 月

至 2002 年 10

月） 

- - - 27,000 - 

主席 國 際 證 監

會組織／

金 融 穩 定

性論壇 

國際證監會組

織技術委員會

暫委主席 

（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5

月） 

- - - - 97,000

 

註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是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技

術委員會”）的 15 名成員之一，該組織為訂定證券業的國際標準的機構。除了

日本以外，香港是東亞市場內唯一的技術委員會成員。在 1996-98 及 2003-04 年

度，香港證監會擔任技術委員會的主席。金融穩定性論壇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後

成立的組織，成員包括中央銀行、財政部長及金融規管機構，以監督國際金融基

礎設施。三十人集團是由 Mr Gerry CORRIGAN 擔任主席並具威望的組織，以覆

檢國際結算及交收系統的基礎設施。證監會參與這些國際組織旨在保持香港繼續

作為國際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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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境巴士服務 

Cross-boundary Coach Services 

 

9.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過境巴士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非法經營的過境巴士服務的詳情，包括路線、班次及上落客地

點，以及當局採取了甚麼取締行動；及 

 

(二) 當局會否考慮加強合法經營的過境巴士服務？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過境巴士服務是根據香港和內地當局共同管理的配額制度運作

的。獲發配額的過境巴士須在指定時間經指定的口岸過境，在香

港境內行走的路線及站點亦須經運輸署批准。我們留意到現時有

些過境巴士服務營辦商沒有恪守有關規定。違規的情況包括超班

營運、不按指定時間過境和在未經批准的站點上落客。違規的巴

士大部分來往深圳皇崗與香港巿區，其班次會因應載客量而有所

不同，站點主要設在旺角、觀塘及灣仔區。 

 

 對上述違規的過境巴士，我們會視乎情況採取下列行動： 

 

(i) 如過境巴士在站點違反《道路交通條例》或造成交通阻塞，

警方會採取檢控行動。 

 

(ii) 運輸署會在有關站點突擊調查過境巴士的運作情況，如發現

違規情況，會發警告信予有關營辦商，提醒營辦商必須依照

該署所批准的路線、班次及站點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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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發現過境巴士超班營運，運輸署會向違規的營辦商發警告

信，並於日後分配配額時，視乎其違規紀錄，扣減其配額，

或不處理其申請。對個別嚴重及屢次違規的營辦商，運輸署

會根據《道路交通條例》進行研訊。運輸署署長會根據研訊

報告，取消、更改或暫時吊銷有關客運營業證，以及取消其

過境巴士配額。運輸署亦準備聯同警方檢椌違規的過境巴

士，以收阻嚇作用。 

 

(二) 實施過境巴士配額制度，旨在確保過境口岸交通暢順和運作安

全。港粵兩地政府不斷檢討及改善口岸設施，並簡化清關程序，

以提高過境車輛和旅客的處理量。兩地政府亦會定期檢討過境巴

士的配額及運作，以維持兩地口岸的秩序，確保交通暢通，同時

亦 滿 足 因 港 粵 經 濟 融 合 和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而 產 生 的 跨 境 交 通 需

求。 

 

 

拆卸重建紅灣半島 

Demolition and Redevelopment of Hunghom Peninsula  
 

10.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參與興建紅磡紅灣半島的發展商有意把已建

成但未入伙的居屋大廈拆卸重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估計涉及的拆建廢料重量及體積，以及在堆填區處理這批廢料的

預計公帑開支款額； 

 

(二) 有何方法避免發展商把未入伙樓宇拆卸並因而製造拆建廢料及

浪費公帑；當局會否透過公眾教育，指出此種拆卸做法浪費地球

資源，違背可持續發展原則；及 

 

(三) 有否評估紅磡區的交通設施能否負荷有關地段以較現時為高的

地積比率進行重建發展計劃，以及當局在哪些情況下不會批准此

發展計劃；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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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回答蔡議員的質詢前，我必須先指出政府

並沒有收到發展商就紅灣半島提出拆卸或重建的申請。在沒有任何具體建議

的情況下，我就蔡議員的質詢僅可提供假設性的估計資料，以及闡述政府在

處理重建申請時會依循的原則。就質詢的 3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由於發展商並沒有提交任何具體的拆卸建議，我們難以估計所涉

及的拆建廢料的數量。以整個紅灣半島（包括商場、住宅樓宇和

停車場）的樓面面積粗略計算，所涉及的建築物料約為 20 萬公

噸，如果以堆填方法處理這個數量的物料，則約需 2,500 萬元。

但是，我必須指出，這些數字純屬假設，實際情況視乎發展商是

否有任何拆卸計劃，以及計劃的涵蓋範圍和具體內容。 

 

(二) 政府一向致力鼓勵私營機構採取措施，避免和盡量減少產生拆建

物料，並就此向業界提供意見及協助。透過宣傳及教育，政府積

極向各專業團體及建造業傳達減少廢物的信息。此外，屋宇署亦

已就如何在私人發展項目的規劃、設計和建造階段盡量減少廢

物，發出作業備考，務求確保在施工期間盡量減少拆建物料。 

 

 就建築物拆卸工程而言，如果無法避免，政府亦會力勸私人發展

商及其承建商仔細策劃整體工序，如採取選擇性拆卸方法，以盡

量減少須棄置的拆建物料，以及把拆建廢物循環再造成為有用

物料。 

 

 此外，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以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向私人發展商

及工程承建商提供經濟誘因，促使他們更妥善策劃和推行適當的

措施，避免產生和回收拆建物料。立法會已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

該條例草案。如條例草案獲通過，政府擬於 2005 年實施收費計

劃。 

 

(三) 紅磡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清楚列明紅灣半島所處地段的 大住

用總樓面面積、 大非住用總樓面面積和 高建築物高度。在制

訂這些發展規限時，已顧及紅磡區的交通情況。分區計劃大綱核

准圖屬法定圖則，在有關地段進行任何發展或重建，必須符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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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所訂規限。如果發展建議超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限，便必須

先修訂有關圖則，方可進行。除此以外，地段的發展或重新發展，

均受土地契約限制，即該幅土地出售時的條款及條件。任何重建

計劃與土地契約原先所訂條款及條件有任何實質改變，均必須向

地政總署申請。地政總署會考慮有關因素，假如批准修訂土地契

約，視乎修訂涉及的範疇和對該地段價值的影響，政府亦可收取

契約修訂補價，作為同意有關修訂的條件。 

 

 在考慮修訂法定圖則的建議時，城市規劃委員會將會詳細和全面

研究所有規劃因素，其中包括建議對區內的交通設施和道路網絡

負荷可能造成的影響。上述規限及程序亦適用於紅灣半島所處地

段的任何發展。 

 

 

打擊電腦相關罪行 

Tackling Computer-related Crimes 
 

11. 單仲偕議員：主席，電腦相關罪行跨部門工作小組於 2000 年 12 月發表

報告書，提出一系列建議以改善現行打擊此類罪行的措施。保安局於 2001

年 7 月公布，該小組的部分建議已獲接納及將會分階段落實，並表示將成立

電腦罪案委員會，監察電腦罪案的發展趨勢及協調有關人士的工作。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按短期、中期及較長期劃分，已獲接納的建議進展詳情，以及哪

些建議的落實工作已經完成、正在進行及尚未展開；及 

 

(二) 成立電腦罪案委員會的進展詳情？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電腦相關罪行跨部門工作小組提出共 57 項建議，在諮詢立法會

及公眾人士後，政府基本上採納了所有建議，並修訂了其中兩項。

涉及短期、中期及較長期措施的建議，以及其實施進展表列於附件。 



 

附
件

實施電腦相關罪行跨部門工作小組建議的進展  

 
獲政府採納的工作小組建議* 主導執行單位 行動 進展 

(甲) 短期措施    

28. 鼓勵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互網商”）拒

絕多重登入。 

電訊管理局 發信要求互網商合作。

 

提高消費者對這方面的

認識。 

電訊管理局已與香港互網商協會及消費者委

員會就實施這項建議進行商討。香港互網商

協會和消費者委員會均認為“多重登入”是中

性的功能，與其取消這項功能，較佳的做法

是讓消費者認識到這項功能對電腦保安方面

的影響。消費者委員會認為應就此更廣泛地

提高消費者使用互網商服務時的保安意識。

 

消費者委員會已於 2002 年 4 月出版的《選

擇》月刊刊載有關網上安全的文章；電訊管

理局亦已邀請香港互網商協會聯絡其會員，

協助有關提高用戶網上保安意識的工作。 

30. 加強執法機關與互網商的溝通。 警方 為執法機關與通訊服務

供應商設立交流意見渠

道。 

為了加強與互網商的聯繫，執法機關與主要

的互網商和其他機構（例如金融機構）設立

了 24 小時的聯絡系統，而各互網商已委派專

人與執法機關保持密切聯絡，以應付突發事

件。在 2003 年 11 月，執法機關與互網商進

行交流會，以深入研討調查電腦罪案所涉及

的問題，從而加強相互的溝通，以及建立更

緊密的合作關係。 

 

* 段落編號與工作小組報告書建議撮要上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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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政府採納的工作小組建議* 主導執行單位 行動 進展 

39. 加強執法機關與私營機構之間的資訊交

流。 

警方 把這要求納入執法機關

的標準程序。 

 

邀請私營機構就可行的

額外措施提供意見，以

促進資訊交流。 

正如上述，執法機關與主要的互網商和其他

機構（例如金融機構）設立了 24 小時的聯絡

系統，以應付突發事件。在 2003 年 10 月，

警方為金融機構舉行電腦保安課程，以提高

業界對電腦和網上保安的認識，並促進資訊

交流。 

48- 

49. 

保持本地執法機關之間及這些機關與海外

對口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並加以深化。

警方 制訂標準程序，促進合

作及資訊交流。 

執法機關會定期進行聯席會議，以交流經驗

和資訊，並與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和

其他有關部門成立了特定的聯絡渠道，以加

強應付資訊保安事故的協調和應變。 

 

至於與海外機關的合作，本地執法機關已編

製一份與之定期保持聯絡的海外執法機關名

單，並會按執法行動的需要與海外執法機關

合作和聯絡。執法機關會在聯席會議檢討與

海外執法機關聯絡的現行渠道的效用，並會

到海外執法機關進行考察，或接待海外執法

機關的考察團，以加強雙方的溝通和合作。

(乙) 中短期措施    

1. 界定“電腦”一詞的法律定義。 保安局 擬備法例草案。 我們正擬備法例修改建議。 

3. 把指明罪行納入《刑事司法管轄權條

例》。 

保安局 擬備法例草案。 我們在 2002 年 11 月向立法會提交了《2002 

年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修訂第 2(2)條）命

令》的草稿，立法會已成立委員會審議該草稿。

9- 

14, 

16. 

改善現行法律的條文，以消除含糊不清的

地方，加強保護電腦資料數據以免在未獲

授權下被人取用，以及防止販賣電腦密碼等。

保安局 擬備法例草案。 我們正擬備法例修改建議。 

18- 

20. 

整理指明電腦罪行的罰則。 保安局 擬備法例草案。 我們正擬備法例修改建議。 

22- 

25. 

制訂有關保存運作紀錄的行政指引。 警方 設立小組以制訂行政指引。

 

指引制訂後加以公布。

執法機關會繼續與互網商保持密切的聯絡，

以確保在調查電腦和網上罪案方面得到互網

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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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政府採納的工作小組建議* 主導執行單位 行動 進展 

31. 對重要基本設施進行徹底的風險評估。 工商及科技局 識別風險評估應包括的

重要基本設施，並且定

出進行風險評估的步

驟。 

工商及科技局和資訊科技署已研究過海外政

府界定重要基本設施的準則和進行風險評估

的資料，並正制訂一套界定香港重要基本設施

的準則，以及擬備風險評估程序指引的初稿。

37. 設立機制進行資訊交流、促進各機構參與

有關計劃，以及制訂公營機構的電腦罪案

整體教育策略。 

資訊科技署 設定這機制的功能、架

構和運作模式。 

資訊科技署已成立跨部門的聯絡小組，以分

享和交流有關電腦及網上保安、防止電腦罪

行的資訊，以及加強部門之間就公眾教育方

面的合作和聯繫。 

 

資訊科技署並設立了一個名為“資訊安全

網”的入門網站<www.infosec.gov.hk>，就

電腦及網上保安、防止電腦罪行等事宜提供

一站式的資訊，利便企業及市民取得各類與

資訊保安有關的資料；又製作了有關的宣傳

推廣資料（例如海報和單張），分派各政府

部門、各區民政事務處及社區設施、社區數

碼站、公共圖書館和學校等，供市民參閱之

用；更不時在有關的展覽設立攤位，以加強

推廣的工作。 

 

資訊科技署亦在 2003 至 2004 年推出了一系

列電台和電視教育短訊，以更廣泛地提高市

民對電腦和網上保安的認識。 

40- 

43. 

鼓勵私營機構交流資訊和進行教育工作；

加強公營機構與私營機構之間的合作。 

資訊科技署 

 

 

透過政府的宣傳計劃宣

揚這信息。這項目可與

第 37 項一併推行。 

 

 

正如上述，資訊科技署設立了“資訊安全

網”入門網站，就電腦及網上保安、防止電

腦罪行等事宜提供一站式的資訊，並聯絡有

關的公營及私營機構，例如警方、教育統籌

局、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金融管理局、

香港電腦學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香港電

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等，協助加強和深化網

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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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政府採納的工作小組建議* 主導執行單位 行動 進展 

   邀請主要的專業組織及

商會提供協助。 

 

各政府部門亦不時與公營和私營機構合作，

以推廣有關電腦及網上安全、防止電腦罪行

的公眾教育工作，例如為私營機構舉辦資訊

保安講座、與私營機構協辦研討會等。資訊

科技署與警方及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合作，為中小企業和市民製作了資訊保安手

冊；教育統籌局則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及有關

組織，建立“學童及青少年的網上操守”專

題網站<cesy.qed.hkedcity.net>，為學校、

家長和學生發出正確使用電腦及互聯網的建

議和指引，以及為老師提供設計和製作有關

課程的教學資源；此外，影視及娛樂事務管

理處亦不時舉辦如“十大健康網站選舉”及

“創造健康網絡世界”等宣傳及公眾教育活

動，教導兒童及青少年正確使用互聯網。 

54- 

55. 

設立電腦罪行委員會，成員包括執法機關

和私營機構的代表。 

保安局 研究有關委員會的功

能、結構和運作模式。

保安局正擬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而委員會

的成員將包括有關政策局、執法機關，以及

私營機構的代表。 

(丙) 中期    

27. 探討制訂移除程序的可行性。 個別政策局 在個別政策範疇內研究

可行性；如認為可行，

可落實。 

由個別政策局就其整體政策考慮而落實有關

程序。 

31. 對重要基本設施進行徹底的風險評估。 個別設施的負責當局 進行評估。 在制訂有關界定重要基本設施的準則和風險

評估程序的指引後，便會進行評估。 

32- 

33. 

設立機制，統籌和協調有關保護及復原計

劃的擬定工作，包括把重要基本設施遭受

網上襲擊的情況納入緊急應變系統之內。

初期由工商及科技局主

導 

參照第 31 項的評估結

果，設定這個機制的功

能、結構和運作模式，

以及確定這機制與緊急

應變系統之間的關係。

工商及科技局和資訊科技署現正研究其他國

家的有關機制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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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政府採納的工作小組建議* 主導執行單位 行動 進展 

44. 研究可否制訂審核機制，以認證資訊保安

標準。 

保安局 邀請主要的專業組織及

商會率先制訂個別行業

的標準，並視乎需要，

提供協助和支援。 

保安局已去信籲請各專業團體和商會考慮為

所屬行業制訂專用的資訊保安標準。 

50- 

52. 

制訂並公布處理電腦證據的標準程序。 警方 

 

制訂通用標準。 

 

標準制訂後加以公布。

警方就有關處理電腦證據的標準程序編製了

一套電腦鑒證手冊，供調查及電腦法證人員

使用，並提供予其他執法機關作為參考。執

法機關會就制訂通用標準作進一步討論。 

54- 

55. 

設立電腦罪行委員會，成員包括執法機關

和私營機構的代表。 

 成立委員會。 請參閱上文第 43 頁有關這事項的進展。 

(丁) 中長期措施    

4-8. 強制披露加密電腦資訊的解碼文本或解碼

工具，以供調查之用，並引入司法審查和

其他保障措施。 

保安局 制訂建議的落實細節，

以及在擬備法例草案前

作進一步諮詢。 

保安局正研究其他國家的有關法例和措施，

並會擬備建議以進行諮詢工作。 

(戊) 長期措施    

2. 對司法管轄權規則進行深入研究。 律政司 研究相關的法律事宜。 律政司已檢視過《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

認為該條例的目的是就司法管轄權常規以外

的情況訂定條文，徹底更改該條例的涵蓋範

圍至包括所有刑事罪行，是不應輕率而為

的。就該條例涵蓋的欺騙罪行而言，其中往

往涉及使用電腦作為工具或儲存資料的媒

體，故此該條例應足以應付這些罪行。 

17. 堵塞法例中有關“欺騙”機器的漏洞。 律政司 研究相關的法律事宜。 律政司已研究過有關“欺騙”機器的問題，

認為現今很多機器均裝置了電腦，因此《刑

事罪行條例》第 60 和 161 條所指的電腦罪行

已可處理“欺騙”機器的問題，故此暫無須

修訂有關法例。 

53. 長遠而言，設立一個中央電腦資料鑒證單

位。 

警方 考慮融合各執法機關現

有的電腦資料鑒證能

力。 

執法機關已就有關設立一個中央電腦資料鑒

證單位進行初步討論，並會就此事宜作更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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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核心計劃 

Airport Core Programme 
 

12. 陳偉業議員：主席，關於機場核心計劃（“核心計劃”）下各個工程項

目，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各個工程項目截至上月底分別的開支總額，以及與原本核准預算

開支的差距；若有超支的情況，有關的額外開支由哪些機構承

擔； 

 

(二) 是否知悉，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就有關的建造合約 終接

獲的索償個案數目及款額，請按個案是否已獲解決列出分項數

字；若有超支的情況，原因為何；及 

 

(三) 有否制訂措施減少日後的大型基建工程項目出現超支及索償的

情況；若有，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核心計劃所有政府工程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的開支總額，以淨

額基準計算（即減去機場鐵路工程及機場工程可獲付還的費用）

為 480.26 億元，較公布的 496.08 億元預算開支少 15.82 億元，

所有撥款及開支按付款當天價格計算。核心計劃下的政府工程並

無超出開支預算。 

 

 機管局在新機場工程方面，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動用了 493.25

億元，較公布的 497.87 億元預算開支少 4.62 億元，並無超出開

支預算。 

 

 地下鐵路公司（現稱為地鐵有限公司）在機場鐵路工程方面，截

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動用了 334.77 億元，較公布的 340 億元預

算開支少 5.23 億元，並無超出開支預算。 

 

(二) 機管局共接到 12  120 宗就其批出的建造工程合約而提出的索償

個案。所有個案均已獲得解決，索償協議總額為 56.22 億元。這

筆費用已包括在上述新機場工程 493.25 億元的開支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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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在工程規劃階段制訂工程預算時，會進行風險分析，以盡量

減少公共工程的超支及索償情況。在設計階段，會進行周全的地

盤勘測，力求準確地評估地底情況。若有需要，政府會考慮在進

行某些大型或複雜工程之前進行前期合約的工程，以獲取更詳盡

資料，確保有關工程的設計能確實執行。此外，我們現正就如何

制訂工程進行期間的全面風險管理計劃擬訂指引。近年更實行新

措施，以盡量避免出現合約索償。政府在公共工程合約方面採用

夥伴合作模式，以營造避免糾紛的文化。在管理建造合約方面，

我們亦有應用避免糾紛的方法。 

 

 

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排期時間 

Waiting Time for Specialist Out-patient Service in Public Hospitals  
 

13.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一名肝腫瘤病人疑因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排期

時間過長，以致未能及時接受診治，在本年 3 月初不治。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過去 1 年，全港公立醫院內科、心臟科及腫瘤科專科門診新症分

別的平均排期時間； 

 

(二) 這些新症的排期時間由誰人決定，以及決定準則；及 

 

(三)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會否設立機制，以縮短排期時間；若

會，詳情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在 2003-04 年度，醫管局轄下內科、心臟科和臨床腫瘤科專科門

診新症的排期時間中位數分別為 13 星期、8 星期和少於 1 星期。

專科門診新症的實際排期時間因人而異，視乎病人的臨床情況和

門診診所當時所處理的病人數量而定。 

 

(二) 在醫管局近期修訂的分流制度下，專科門診診所會考慮新病人的

臨床病歷、主要症狀，以及身體檢查和檢驗的結果等各項因素，

以決定病人獲轉介時的臨床情況的緊急程度，從而為他們安排新

症排期。新的轉介個案通常會先由護士甄別，再經有關的專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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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檢查，然後列入以下其中一個類別︰第一優先類別個案（即病

人的醫療需要 為急切）；第二優先類別個案（即病人對醫療需

要的緊急程度相對較低）以及例行個案（即病人似乎沒有緊急的

醫療需要）。為確保有急切醫療需要的病人能在合理的時間內得

到診治，醫管局的目標是把第一和第二優先類別個案的輪候時間

中位數分別維持在 2 星期和 8 星期內。此外，為確保病情緊急的

個案不會在 初分流時受到忽略，所有列入例行個案的轉介個

案，會在分流當天起計 7 個工作天內，由有關專科的高級醫生覆

檢。 

 

(三) 醫管局會繼續改善專科門診診所的分流制度，特別是改善新症排

期的優次準則，藉以加強甄別醫生轉介信的工作，確保可適時處

理病情緊急的病人。 

 

 

遠足人士遇劫 

Robberies Targeting Hikers 
 

14.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遠足人士遇劫的案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去年至今涉及這類劫案被捕的疑犯當中，非法入境者所佔的百分

比； 

 

(二) 過去 3 年，這類案件的破案率，以及其與整體的劫案破案率如何

比較； 

 

(三) 有何具體措施遏止這類劫案；及 

 

(四) 當局會否考慮在郊野公園及遠足徑的出入口設置警崗？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警方並無分項備存 2001 年及 2002 年在郊野公園發生劫案的數

字。2003 年至今，這類劫案的個案數字及偵破個案的宗數、被捕

疑犯的人數及其中非法入境者所佔的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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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案宗數 偵破個案 

被捕疑犯人數 

（括號內的數字為非法

入境者所佔人數） 

2003 年 18 3 11 (10) 

2004 年 

(1 至 3 月) 
9 1 1 (1) 

 

 在 2003 年，搶劫案的整體破案率為 24.5%；2004 年 1 至 3 月的

有關數字則為 28.5%。 

 

(三) 現時各警區已因應情況調派人員巡邏郊野公園及偏僻的行山地

點，以保障行山人士的安全。漁農自然護理署亦已加強巡邏郊野

公園，並與警方保持緊密聯絡，合力打擊有關罪案。此外，民安

隊亦會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派出隊伍在郊野公園範圍巡邏。郊野

公園內亦設有緊急求助電話，市民可以利用該設施直接向 999 控

制中心或附近警署求助。 

 

(四) 我們認為，以靈活和具策略性的方式調派人員巡邏郊野公園和行

山徑等地方，可令不法之徒難以防避警方的行動，這比設置固定

警崗更具阻嚇的作用。因此，警方目前未有計劃在郊野公園或行

山徑設置警崗。 

 

 

行政長官進一步要求中央當局幫助發展香港經濟 

Chief Executive's Further Request for Central Authorities to Help in 
H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15. 劉慧卿議員：主席，國家總理於 3 月 14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行政長官

近又向他提出進一步幫助香港經濟發展的一些要求。就此，行政機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行政長官向總理提出的要求的具體內容，以及提出該等要求的原

因；及 

 

(二) 有否評估以本港現時的經濟復甦速度，以及官民擁有的財富和收

入水平（本地生產總值預計本年實質增長 6%、官方外匯儲備資產

超過 9,600 億元、在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超過 36,000 億元，以

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181,000 元），是否還有需要要求中央

當局幫助香港；若有，評估的結果；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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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主席， 

 

(一) 行政長官於 3 月 4 日至 7 日到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儀

式期間，曾拜會了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以及數個與香港有

密切關係的中央部門。行政長官藉這個機會向國家領導人報告

香港的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情況。 

 

 在經濟方面，行政長官向國家領導人報告了香港在去年下半年經

濟反彈的情況。行政長官亦向領導人提出希望在現有“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及中央

一系列措施的基礎上，深化和擴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合作，以確

保香港的經濟能夠持續增長。國家領導人同意此發展方向，並表

示會繼續積極支持香港。 

 

(二) 回歸以來，中央一方面關心和支持香港，另一方面也讚賞香港人

作出的努力和對國家的貢獻。溫總理去年 6 月 29 日在港指出：

“長期以來，香港同胞奮力拼搏，創造了香港的繁榮，為香港回

歸和落實‘一國兩制’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也為祖國內地的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 

 

 內地與特區的經濟融合是自然的巿場趨勢，也是行政長官在歷年

的施政報告中確立的經濟發展路向。香港的經濟發展方向十分明

確，便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推動經濟發展。推動落實 CEPA

和個人遊、個人人民幣業務等一系列政策均從創造互惠雙贏的局

面出發，對國家和香港的經濟發展均有積極的幫助，特區從中獲

得發展經濟的更大動力，也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例如，CEPA 除了讓香港公司比其他貿易夥伴更早進入內地的巿

場外，亦可促進內地更早汲取經驗，為全面實施世界貿易組織的

有關條文作更佳的準備。CEPA 亦讓內地企業透過利用香港提供

的專業服務專才和知識，加強內地發展的優勢和推動國家經濟發

展。我們相信，香港應繼續對內地經濟改革開放作出貢獻，港人

繼續努力，自強不息，抓緊機遇，充分發揮香港獨有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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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行案件 

Cases of Sexual Offences 
 

16. 羅致光議員：主席，關於性罪行的案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兩年，

每年： 

 

(一) 警方分別接獲多少宗涉及強姦、猥褻侵犯（非禮）、亂倫、與年

齡在 16 歲以下的女童性交及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等各

類性罪行的舉報，並按受害人的性別及所屬年齡組別（以 5 歲為

一組）列出分類數字； 

 

(二) 分別有多少宗受害人撤回指控、警方終止調查、涉案者承認有關

行為並經警司警誡，以及律政司決定不起訴的案件；及 

 

(三) 律政司提出檢控和被告被定罪的案件數目，以及這些案件所涉及

的受害人人數？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與性罪行有關的舉報個案數字載列於附件。 

 

(二) 我們並無就所需數字儲存現有資料。 

 

(三) 在 2002 年，共有 570 宗與上述第(一)部分性罪行有關的檢控被

審結
1。其中，有 4142名被告被定罪。在 2003 年，則有 564 宗檢

控被審結和 4142 名被告被定罪。我們並沒有就涉案的受害人數目

儲存現有數字。 

 
1 有關個案未必於同一年內被舉報和審結。  
2
 這些數字包括 5 名及 6 名分別在 2002 年和 2003 年，由被控以干犯性罪行轉為被控以

一般襲擊的被告。就本答覆而言，如果一名被告被控以干犯多於一種性罪行，他／她

只會被計算一次。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51

附件 

2002 年及 2003 年性罪行的統計數字 

 
2002 年 2003 年 

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受害者 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受害者 

<16 16-20 >20 <16 16-20 >20 

罪案 *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舉報個

案總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舉報個

案總計

強姦 - 29 - 29 - 37 95 - 18 - 20 - 32 70

非禮 15 281 - 187 11 497 991 15 274 5 216 9 499 1 018

亂倫 - 5 - 1 - - 6 - 1 - 1 - - 2

與年齡在 16 歲以

下的女童性交 
- 202 - - - - 202 - 226 - - - - 226

與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的人性交 
- 1 - 2 - 8 11 - 2 - 3 - 8 13

其他(包括嚴重猥

褻作為、向年齡在

16歲以下的兒童作

出猥褻行為等) 

12 13 - 2 1 1 31 19 10 1 1 2 3 37

總計 27 531 - 221 12 543 1 336 34 531 6 241 11 542 1 366

 

* 一些案件（如嚴重猥褻作為）可能沒有受害者，因此，舉報個案與受害人數目未必相符。

其他個案則通常每宗有一位受害者。 

 

 

公務員從事受薪兼職工作 

Civil Servants Taking up Paid Outside Part-time Work 
 

17. 胡經昌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職公務員從事受薪兼職工作（包括長期和短期聘約）的申報、

審批和續批機制；及 

 

(二) 按《公職人員薪酬調整（2004 年／2005 年）條例》附表 6 第 1

部的公務員薪金組別劃分，過去 3 年，每季申請從事上述工作的

公務員人數及其所屬政策局、當中申請被拒的人數及原因，以及

現有從事此類工作的公務員人數及其所屬政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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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當局的回應如下︰ 

 

第(一)部分 

 

 我們已就公務員擔任外間工作訂定有關規例，主要原則開列如下︰ 

 

(i) 在要求公務員貢獻才能、精力和專心工作方面，政府任何時間均有

優先權； 

 

(ii) 凡可能影響有關人員的工作表現，或令其不能集中處理公務的外間

活動（不論有薪或無薪），均須避免； 

 

(iii) 公務員無權為幫補收入而擔任外間工作； 

 

(iv) 公務員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才會獲准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擔任

外間工作；及 

 

(v) 專業或助理專業人員不得以私人執業或受薪僱員形式擔任所屬專

業界別的受薪外間工作，除非有關工作屬教學性質或顯然符合公眾

利益，而且部門首長已給予批准。 

 

 公務員必須首先取得其部門首長批准，方可擔任受薪的外間工作。  

 

 部門首長在審批有關擔任外間工作的申請時，必須考慮以下各點： 

 

(i) 外間工作會否由於時間、次數和歷時等問題而影響有關人員的工作

效率；  

  

(ii) 涉及的酬金相對於有關人員的薪金來說是否相當可觀，致令有關人

員對其政府職位的興趣減低；  

 

(iii) 擬擔任的外間工作，與有關人員作為政府人員所須履行的職務是否

有衝突（或被視作存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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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擬擔任的外間工作會否令政府感到尷尬；及  

 

(v) 擬擔任的外間工作是否符合上文第二段所述的原則。  

 

 部門首長可隨時基於公眾利益而撤回批准有關人員擔任外間工作的決

定。此外，所有獲准擔任外間工作的個案 少須每隔 6 個月再行檢討。部門

首長批准有關人員繼續擔任外間工作前，須有充分理由相信該員工在日常工

作上保持稱職和有效地履行職務。 

 

 有關擔任外間工作的規例已向全體公務員廣布周知，違者可遭受紀律處

分。在截至 2004 年 3 月的 3 年內，共有 23 名公務員因擅自擔任外間工作而

遭受正式紀律行動。 

 

第(二)部分 

 

 附件一表列出︰ 

 

(i) 過去 3 年每個季度按局及按薪金組別劃分的申請擔任外間工作的公

務員數目；及  

 

(ii) 申請被拒的宗數。 

 

 在 2003 年第四季獲准擔任外間工作所增加的個案主要屬票站及點票工

作，原因是區議會選舉在該段期間內舉行。 

 

 申請被拒的主要原因包括︰可能影響工作表現或效率（佔被拒個案約

70%）、與有關人員的公職或職位有實質或潛在的衝突（約 23%）。 

 

 以 2004 年 4 月 1 日為依據，共有 5  432 名公務員獲准擔任某些指明的外

間工作。附件二按局（包括轄下部門）及按薪金組別表列出有關的具體數字。

當中有接近 2  000 宗獲准個案屬於在輔助部隊擔任非全職工作，包括 1  130
名人員擔任輔助警察隊的工作、440 名人員擔任醫療輔助隊的工作及 400 名

人員擔任民眾安全服務隊的工作。此外，亦有屬於一次過性質的外間工作，

例如演講、協助政府舉行考試等。 

 

 



 

過去 3 年所有局及其轄下部門處理的擔任外間工作的申請宗數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年 

第二季 

2001年

第三季

2001年

第四季

2002年

第一季

2002年

第二季

2002年

第三季

2002年 

第四季 

2003年

第一季

2003年

第二季

2003年

第三季

2003年 

第四季 

2004年

第一季

   

薪金組別*(1)註(1) P註(2) 604 487 447 470 504 756 669 603 674 654 1 312 539

R註(2) 5 2 0 0 1 2 2 0 4 2 3 0

薪金組別*(2) P 1 483 1 446 1 589 1 519 1 382 1 699 1 907 1 537 1 616 1 728 6 367 1 555

R 3 0 1 1 1 1 2 1 0 5 5 5

薪金組別*(3) P 324 419 381 379 438 535 445 444 370 531 782 487

R 0 0 1 2 1 1 2 0 0 0 0 3

薪金組別*(4) P 30 56 45 42 29 54 38 59 25 62 65 89

R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薪金組別*(5) P 2 18 14 10 10 15 8 11 9 15 7 17

R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 (5)小計 P 2 443 2 426 2 476 2 420 2 363 3 059 3 067 2 654 2 694 2 990 8 533 註(3) 2 687

R 8 2 2 3 3 4 6 1 4 7 8 8
 
註 (1)：  薪金組別以 200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薪級表為依據，按《公職人員薪酬調整（2004 年／2005 年）條例》附表 6 第 1 部的組別劃分 

*(1) 每月薪金低於 14,800 元  

*(2) 每月薪金為 14,800 元或以上但不高於 45,375 元  

*(3) 每月薪金高於 45,375 元但不高於 90,228 元  

*(4) 每月薪金高於 90,228 元但低於 127,900 元  

*(5) 每月薪金為 127,900 元或以上  

註 (2)：  P-處理申請宗數  

 R-被拒申請宗數  

註 (3)：  2003 年第四季增加的個案主要是屬於擔任票站及點票工作的申請，原因是區議會選舉在該段期間內進行 
 

 各局及其轄下部門處理的擔任外間工作申請宗數，請參看下列頁數： 

第二頁  公務員事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第五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工商及科技局及其轄下部門   生福利及食物局及其轄下部門  

第三頁  政制事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第六頁  民政事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及其轄下部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及其轄下部門  

第四頁  教育統籌局及其轄下部門  第七頁  保安局及其轄下部門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其他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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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I) 公務員事務局             

P 2 3 4 3 3 4 0 3 0 1 3 2 薪金組別 *(1) 

R             

P 14 18 9 13 12 13 11 12 10 11 66 17 薪金組別 *(2) 

R             

P 7 2 9 4 4 1 1 3 1 1 8 8 薪金組別 *(3) 

R            2 

P   1         1 薪金組別 *(4) 

R             

P 1           1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24 23 23 20 19 18 12 18 11 13 77 29 

 R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II) 工商及科技局              

P 3 5 7 9 4 4 2 3 8 2 23 8 薪金組別 *(1) 

R             

P 28 27 32 19 26 19 26 21 19 23 164 25 薪金組別 *(2) 

R            1 

P 10 13 14 8 20 15 13 5 8 13 20 15 薪金組別 *(3) 

R             

P 1 2 1 3 1 2 1 2 1 1  10 薪金組別 *(4) 

R             

P    2 1 1 1   2 1 2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42 47 54 41 52 41 43 31 36 41 208 60 

 R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第二頁 

立
法

會
 
─

 
2
0
0
4
年

4
月

2
8
日

 

L
E

G
ISL

A
T

IV
E

 C
O

U
N

C
IL

 
─

 28 A
pril 2004 

5
5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III) 政制事務局             

P   1  1     1   薪金組別 *(1) 

R             

P 4 5 5 5 3 5 3 2 4 3 2 2 薪金組別 *(2) 

R             

P  2  1 1 1     2  薪金組別 *(3) 

R             

P   1         1 薪金組別 *(4) 

R             

P   1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4 7 8 6 5 6 3 2 4 4 4 3 

 R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IV)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P 26 20 62 33 39 29 44 35 52 20 93 20 薪金組別 *(1) 

R 3          1  

P 29 83 378 123 120 98 328 88 135 68 438 68 薪金組別 *(2) 

R   1        2 2 

P 13 45 44 74 64 49 61 55 58 58 78 36 薪金組別 *(3) 

R             

P 1  1     1   1 1 薪金組別 *(4) 

R             

P  2 3 3 3 2 1 2 1 1  1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69 150 488 233 226 178 434 181 246 147 610 126 

 R 3 0 1 0 0 0 0 0 0 0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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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V) 教育統籌局              

P 16 63 23 24 13 180 19 23 21 143 109 26 薪金組別 *(1) 

R             

P 158 237 124 116 166 224 130 122 131 214 356 204 薪金組別 *(2) 

R             

P 74 88 54 48 102 102 66 49 55 75 82 77 薪金組別 *(3) 

R       1      

P  1        1 2 2 薪金組別 *(4) 

R             

P   1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248 389 202 188 281 506 215 194 207 433 549 309 

 R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VI)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P 109 69 84 70 85 59 96 61 95 64 94 74 薪金組別 *(1) 

R       1  1  1  

P 154 217 165 196 177 206 181 183 152 194 501 206 薪金組別 *(2) 

R            1 

P 51 76 61 49 56 102 68 64 36 110 165 95 薪金組別 *(3) 

R     1        

P 3 7 6 8 1 5 6 13 2 6 13 14 薪金組別 *(4) 

R             

P  1 2 3 2 1  2 4  1 5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317 370 318 326 321 373 351 323 289 374 774 394 

 R 0 0 0 0 1 0 1 0 1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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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VII)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P 25 8 18 16 21 13 24 11 22 12 37 23 薪金組別 *(1) 

R  1       1 1   

P 136 130 154 122 149 109 131 134 154 96 412 137 薪金組別 *(2) 

R 1            

P 17 22 12 15 20 22 22 23 19 11 30 21 薪金組別 *(3) 

R             

P 2 5 7 5 4 4 4 4 1 2 3 4 薪金組別 *(4) 

R             

P   1   1   1 1  1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180 165 192 158 194 149 181 172 197 122 482 186 

 R 1 1 0 0 0 0 0 0 1 1 0 0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VIII) 生福利及食物局             

P 143 77 46 102 65 62 106 84 84 142 256 99 薪金組別 *(1) 

R       1   1  

P 449 224 231 436 248 276 434 243 274 370 957 230 薪金組別 *(2) 

R      1    2 1 1 

P 51 72 84 69 68 65 68 66 54 77 106 63 薪金組別 *(3) 

R   1         

P 1 17 8 7 7 12 9 4 7 9 18 10 薪金組別 *(4) 

R            

P 1 11 5  3 5 2 0 0 7 2 2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645 401 374 614 391 420 619 397 419 605 1 339 404 

 R 0 0 1 0 0 1 1 0 0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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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IX) 民政事務局              

P 74 47 25 28 76 33 38 34 76 33 215 32 薪金組別 *(1) 

R 2 1   1 1   1  1  

P 104 71 58 79 81 76 57 86 97 136 1 015 112 薪金組別 *(2) 

R 1         1  

P 15 9 19 19 20 15 24 18 18 15 67 26 薪金組別 *(3) 

R       1    1 

P 3 4 2 1 3 4 1 1   3 7 薪金組別 *(4) 

R            

P  1     1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196 132 104 127 180 128 121 139 191 184 1 300 177 

 R 3 1 0 0 1 1 1 0 1 1 1 1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X)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P 57 46 45 50 64 252 179 217 153 109 187 114 薪金組別 *(1) 

R            

P 91 81 93 72 79 305 240 300 293 227 1 221 201 薪金組別 *(2) 

R            

P 22 35 29 30 20 89 61 99 54 111 111 95 薪金組別 *(3) 

R            

P 7 6 4 3 4 15 6 16 4 17 8 13 薪金組別 *(4) 

R            

P         2 1  1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177 168 171 155 167 661 486 632 506 465 1 527 424 

 R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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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XI) 保安局              

P 143 136 126 120 127 110 155 124 159 121 273 134 薪金組別 *(1) 

R         1   

P 287 329 313 318 296 336 333 321 311 355 1 111 326 薪金組別 *(2) 

R 1   1 1  2 1  2 2  

P 47 40 42 52 52 55 46 48 57 41 80 33 薪金組別 *(3) 

R    2  1      

P 5 7 5 9 4 8 6 12 3 19 10 18 薪金組別 *(4) 

R            

P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482 512 486 499 479 509 540 505 530 536 1 474 511 

 R 1 0 0 3 1 1 2 1 1 2 2 0 

 

 

           

年份
薪金組別 

2001 年 
第二季 

2001 年
第三季

2001 年
第四季

2002 年
第一季

2002 年
第二季

2002 年
第三季

2002 年 
第四季 

2003 年
第一季

2003 年
第二季

2003 年
第三季

2003 年
第四季

2004 年
第一季

(XII) 其他部門              

P 6 13 6 15 6 10 6 8 4 6 22 7 薪金組別 *(1) 

R      1      

P 29 24 27 20 25 32 33 25 36 31 124 27 薪金組別 *(2) 

R            

P 17 15 13 10 11 19 15 14 10 19 33 18 薪金組別 *(3) 

R            

P 7 7 9 6 5 4 5 6 7 7 7 8 薪金組別 *(4) 

R            

P  3 1 2 1 5 3 7 1 3 3 4 薪金組別 *(5) 

R            

(1) - (5)小計 P 59 62 56 53 48 70 62 60 58 66 189 64 

 R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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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4 年 4 月 1 日為依據獲准擔任某些指明的外間工作的公務員數目[按局（包括部門）及薪金組別劃分] 
 

局

薪金        人數
組別  

CSB 註(2) CITB CAB EDLB EMB ETWB FSTB HWFB HAB HPLB SB 
其他
部門

小計 

薪金組別 *(1) 註

(1) 

2 25 1 63 197 222 33 317 96 236 228 10 1 430 

薪金組別 *(2) 18 57 4 314 348 362 239 696 226 333 531 47 3 175 

薪金組別 *(3) 5 15  55 154 113 31 172 17 108 80 12 762 

薪金組別 *(4)  1  1 1 10 3 11  9 4 6 46 

薪金組別 *(5)  1    3 1 9  1  4 19 註(3)

總計 25 99 5 433 700 710 307 1 205 339 687 843 79 5 432 註(4)

 
註(1)： 薪金組別以 200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薪級表為依據，按《公職人員薪酬調整（2004 年／2005 年）條例》附表 6 第 1 部的組別劃分 

*(1)  每月薪金低於 14,800 元  
*(2)  每月薪金為 14,800 元或以上但不高於 45,375 元  
*(3)  每月薪金高於 45,375 元但不高於 90,228 元   
*(4)  每月薪金高於 90,228 元但低於 127,900 元  
*(5)  每月薪金為 127,900 元或以上   

 
註(2)： 各局名稱及其轄下部門：     

CSB 公務員事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FSTB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CITB 工商及科技局及其轄下部門 HWFB 生福利及食物局及其轄下部門 

CAB 政制事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HAB 民政事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EDLB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及其轄下部門 HPLB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及其轄下部門 

EMB 教育統籌局及其轄下部門 SB 保安局及其轄下部門 

ETWB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及其轄下部門   

 
註(3)： 大部分個案（74%）是在專上院校擔任兼職講師或主考員，其餘（26%）是在非牟利機構擔任顧問或非全職工作  
 
註(4)： 有關數字包括獲准在輔助部隊擔任非全職工作的個案 — 輔助警隊（1 130）、醫療輔助隊（440）及民眾安全服務隊（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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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記的生服務界功能界別選民不獲納入 2003 年的正式選民登記冊內 

Exclusion of Previously-registered Electors of Health Services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rom 2003 Final Register  
 

18. 麥國風議員：主席，據悉，3  054 名（即 9.6%）已於 2000 年登記的生

服務界功能界別選民沒有被納入 2003 年的有關正式選民登記冊內，他們遭

剔除的主要原因是其登記地址不再是他們的主要住址（即搬遷後沒有通知選

舉事務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有否定期抽樣核實生服務界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內的選

民登記資料；若有，抽樣的準則及方式； 

 

(二) 過去 3 年，當局向上述登記冊內的登記選民就其登記地址是否仍

是其主要住址作出查詢或查訊的個案數字，以及接獲回覆的分別

數字；當局要求他們提供哪些資料及給予他們回覆的時限；當局

有否就每宗上述的剔除個案作出有關的查訊；若有，查訊的形式

及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當局根據甚麼資料判定某登記選民已搬遷但沒有通知選舉事務

處？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就麥國風議員的質詢，我們的整體答覆如下：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例》（香港法例第 541B 章）（“《規

例》”）第 22 條，選舉登記主任可就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的登記人

士作出他認為合適的查訊，以確定登記冊上的有關資料。一般而言，選舉登

記主任會在下列情況下向登記選民作出查訊： 

 

(i) 在過往選舉中寄給有關選民的投票通知書被退回； 

 

(ii) 根據房屋署及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供的資料，有關選民所報住的樓宇

已拆卸； 

 

(iii) 民政事務總署在過往的選民登記運動期間，為市民進行上門登記和

更新資料時，所得到的資料與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不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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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由有關團體所提供的合資格功能界別選民資料顯示有關資料有所

變更。 

 

 所有查訊均由選舉登記主任以書面形式發出，並以掛號郵遞的方式送交

查訊的對象。 

 

 為確定有關選民的正確主要住址，選舉登記主任會在查訊中要求他們在

該年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前向選舉事務處提供正確的主要住址。根據《規例》

第 24(1)條的規定，未有如期回覆的人士會被載入為編製功能界別選民登記

冊而擬備的遭剔除者名單內。公眾人士可在指定期間於選舉事務處和指定的

民政事務處查閱該份遭剔除者名單。如載列在遭剔除者名單上的人士在法定

限期內沒有透過選舉登記主任向審裁官提出申索，該人士將不被列入功能界

別正式選民登記冊上。所有因未能向選舉登記主任提供正確主要住址而不被

列入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的人士的個案，均經以上程序處理。 

 

 選舉登記主任在 2001 年至 2003 年期間根據以上程序共對 3  155 名生

服務界的登記選民作出查訊，並接獲 596 個回覆。所有已回覆的人士均獲保

留在生服務界的正式選民登記冊上。因未有如期回覆而不被列入功能界別

正式選民登記冊的人士，可在日後向選舉事務處遞交申請，重新登記為功能

界別選民。如該人符合有關選民資格，其資料將納入下一份相關的臨時選民

登記冊內。 

 

 

公屋單位的舊式曬衣架 

Drying Rack of an Old Design in Public Housing Flats 
 

19.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鴨洲利東一名婦人疑因從俗稱“三支香”

的舊式曬衣架收取衣物時失去平衡，墮樓身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此類曬衣架的安全程度；若有，結果為何； 

 

(二) 過去 3 年，有否為配備該類曬衣架的公共屋單位免費更換符合

安全標準的曬衣架；若有，有關屋的名稱及新安裝曬衣架的設

計；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現時共有多少個公共屋仍然配備此類舊式曬衣架，以及有否計

劃為該等屋更換符合安全標準的曬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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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大部分公共屋的單位沿用俗稱

“三支香”的插筒式曬衣裝置，至今已有 30 至 40 年。房屋署在

廣泛採用這種設計前，曾進行多次審核和安全測試，並確定只要

適當使用，這種設計大體上是沒有問題的。房屋署亦會經常張貼

通告及派發宣傳單張，向住戶介紹使用曬衣裝置的正確方法，提

高住戶的安全意識，保障大家安全。 

 

(二) 正如上文所述，只要適當使用，插筒式曬衣架是符合安全標準

的。不過，鑒於部分殘障人士和長者住戶因體力不足，使用插筒

式曬衣架時或會感到困難，所以房屋署於 1995 年起已開始按要

求為他們免費安裝鋁質拉輪式的曬衣裝置。現時約有 86  900 個住

戶合資格申請，但房屋署並沒有統計過去 3 年實際的安裝數目及

屋名稱等資料。 

 

(三) 現時有 146 個公共屋，共 518  560 個單位採用插筒式曬衣裝置，

由於大部分（約 64%）單位的露台天花位置亦設有曬衣架，這些

單位的住戶可隨意選擇使用其中一種曬衣裝置。自 2002 年 8 月

起，房屋署亦容許和諧式大廈的住戶在客廳外牆的特定位置安裝

認可的曬衣設施。 

 

 雖然以設計而言，插筒式曬衣架是安全的，但房屋署亦因時制

宜，不斷提升公屋設施，以照顧居民的需要。由於近日發生的個

別意外引起住戶對這類裝置的關注，近日一些社會人士提出以鋁

質拉輪式的曬衣架代替插筒式設計，為住戶提供另一曬衣選擇。

房屋署會就這提議詳細研究，稍後會提交房委會討論。 

 

 

香港科技園公司浪費公帑的報道 

Report on Wastage of Public Money by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就香港科技園公司浪費公帑的報道展開調查；若有，調查的

結果；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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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知悉審計署會否對該公司的帳目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若

會，何時展開工作；及 

 

(三) 會否推行措施加強監察該公司以確保其善用公帑；若會，措施的

細節；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就日前有報道指香港科技園公司有浪費公帑之嫌的事宜，該公司

的董事局已決定作出獨立調查，並已聘請核數師協助，調查現正

進行當中。 

 

(二) 我們未有知悉審計署會否對香港科技園公司的帳目進行衡工量

值式審計。 

 

(三) 上述答覆第(一)部分提及的獨立調查，範圍包括提出改善建議。

我們會密切留意有關的調查工作及建議，以確保香港科技園公司

繼續維持 高質素的公司管治，包括確保其善用公帑。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04 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2004 
 

秘書： 《2004 年收入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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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2004 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200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4 年收入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第 112 章），以落實在 2004-05

年度財政預算案所公布的兩項與收入有關的建議。 

 

 第一項建議是延長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居所貸款利息的扣除期限，

由 5 個課稅年度增加至 7 個課稅年度。 

 

 為了減輕供樓家庭的負擔，政府在 1998-99 課稅年度，引入了為期 5

年的居所貸款利息支出扣除的安排。由於樓價下跌及按揭利率下調，目前，

一般納稅人在居所樓宇按揭方面的負擔，已較引入扣稅優惠時為輕。然而，

考慮到不少供樓家庭現時仍然面對相當的財政負擔，我們建議將居所貸款利

息支出的扣除期限延長兩年，為所有置業自住的人提供寬減。由於近年申請

扣減利息的平均數額不斷下降，去年的平均申請扣減額僅為 3 萬元，因此我

們建議將 高扣減額維持在每年 10 萬元。 

 

 自 1998-99 課稅年度起，持續申請扣除利息的納稅人，可申請利息扣

除的 5 年期限將於 2003-04 課稅年度屆滿。為了讓這些人可以不間斷地享用

這項扣除安排，我們建議這項延長扣除期限兩年的措施，由 2003-04 課稅年

度起生效。估計這項措施會令數十萬納稅人受惠，而政府在未來 5 年的薪俸

稅收入，將因而減少 46 億元。 

 

 第二項建議是把現行有關研究開發支出的利得稅扣減的適用範圍，擴

展至涵蓋與設計活動有關的支出。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表示，政府會積極鼓勵研究開發、創新和

設計，以協助產業突破傳統，邁向高增值。為此，財政司司長建議推出“設

計智優計劃”，藉此為本港各行各業加入高增值、高知識產權和高創意的元

素，使香港成為區內的優秀設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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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現行《稅務條例》的規定，大部分研究開發支出都可獲扣減利得

稅，但扣稅範圍並不包括與設計活動有關的非經營開支。為了配合“設計智

優計劃”，我們建議把有關研究開發支出的利得稅扣減適用範圍，擴展至包

括與設計活動有關的支出。我們建議這項擴展計劃於 2004-05 課稅年度起生

效。有關的建議落實後，在本港稅制下可扣稅的研究開發開支的範圍，將較

其他許多地方更為廣泛。我們預計這項措施會令政府全年減少約 3,000 萬元

的利得稅收入。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建議立法會通過上述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4 年收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有關的政府官員

會發言，然後由財政司司長發言答辯。 

 

 

《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4 
 
恢復辯論經於 2004 年 3 月 1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March 
2004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秉承了行政長官

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務實管治方向和與民休養生息的施政理念，提出了振興

經濟、促進就業；先節流、後開源；藏富於民、關懷互助等發展路向。 

 

 自財政司司長於 3 月 10 日發表預算案以來，立法會議員、社會各界，

以至普羅大眾均有正面的反應，認為預算案內容務實、審慎持平，既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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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逐步復甦的勢頭，又能為未來的發展機遇作好準備。從傳媒的報

道，以及立法會議員上星期的陳辭中可見，社會各界跟立法會議員一樣，認

同預算案的整體路向值得支持，而其中大部分建議亦值得支持。 

 

 我們對議員持平的發言、務實的意見，表示感謝。財政司司長和數位主

要官員稍後便會按各自的政策範疇內的事宜作出回應。首先，我想集中談一

談粵港合作及人口政策，這兩個由議員在辯論中提出的課題，讓議員知道

新的情況。 

 

 主席女士，今年的預算案重申要以“結合內地優勢，把握緊密經貿”，

作為香港未來賴以發展的一項重點經濟策略。 

 

 去年 8 月 5 日，第六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在香港召開，兩地達成了“粵

主製造、港主服務”的共識，讓“前店後廠”的概念有了一個更深層次的演

繹。自去年年中以來，乘“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下稱“CEPA”）的勢頭，粵港兩地政府已開展了全方位的經濟合作。CEPA

的簽署為香港與內地經濟整合提供了一套制度框架，並為香港服務業進軍內

地市場提供了優勢和商機。在我出訪珠江三角洲（“珠三角”）9 個城市時

發現，所有城市對落實 CEPA 均抱認真的態度，並主動提出要引進香港的

服務專業。許多城市 ─ 特別是珠三角的城市 ─ 均陸續成立了一站式

的 CEPA 服務中心。 

 

 我相信隨有關的中央法規及地方實施細節頒布後，CEPA 對服務業的

帶動將會更為明顯。在今年 2 月底，兩地聯合舉辦了大型 CEPA 服務貿易研

討會，由內地官員來港，介紹 CEPA 框架下的專業及分銷等服務業的政策。

兩地更於 3 月在廣州市舉辦了物流合作洽談會，就粵港物流業的未來發展集

思廣益。在未來數月，兩地會繼續建立網站連結，透過信息發布等措施推動

其他專業範疇，包括法律服務和建築業的合作。 

 

 除 CEPA 外，粵港合作亦涵蓋其他重要的經濟環節，例如基建發展、口

岸合作、旅遊合作、聯合推介大珠三角及擴大經濟合作腹地等。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對跨界交通基建的規劃，一直沒有鬆懈。就港珠澳大橋

而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已在 2003

年 7 月完成研究，確定大橋的迫切性。粵、港、澳三地政府隨即在本年 8 月，

根據國務院有關小組的批示成立“港珠澳大橋前期工程協調小組”（“協調

小組”），開展了大橋的籌劃工作。在短短 8 個月內，協調小組已取得實質

的工作進展，包括就大橋可行性研究的安排達成共識，決定將所需的工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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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合併進行，實行一步到位，直接進行詳細的工程可行性研究，並期望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協調小組亦委託了一所規劃設計院，開展大橋的工程可行性

研究，又成立協調小組辦公室，進行籌劃大橋計劃的具體工作。 

 

 在廣深港高速鐵路方面，特區政府與國家鐵道部組成的規劃小組，而第

二階段的研究工作已經接近完成，下一步將集中協調鐵路走線及車站選址。

這條鐵路的投資龐大，而且工程跨越香港及廣東省多個市縣，研究及前期工

作特別複雜，規劃小組須考慮各方的訴求，統籌各地方的意見，以得出一個

佳方案。兩地政府現正積極推進有關工作。 

 

 此外，另一項主要基建項目，即深港西部通道，自去年 8 月工程展開以

來，至今進展順利，預計可以如期在 2005 年年底前完成。深港西部通道的

設計容車量，是現時 3 個陸路口岸總和的兩倍多。屆時，通道正式通車後，

相信陸路客貨運的擠迫情況會得到很大改善。 

 

 另一方面，為了優化過境設施和服務，兩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口岸改善措

施，包括落馬洲支線和皇崗落馬洲人行通道橋、落馬洲和沙頭角新跨境行車

橋，以及進行羅湖人行橋空調安裝工程。由 4 月 18 日開始，廣九直通火車

的班次，也由每天 10 對增至 12 對。這些即時和較長期的改善措施，對應付

因內地個人遊計劃擴展至全廣東省和江蘇、浙江和福建省部分城市所增加的

跨境人流，或因 CEPA 的發展而變得更為頻密的粵港貨物流通，均帶來正面

和實質的幫助。 

 

 相信各位議員也會同意，粵港旅遊合作帶動香港經濟復甦的成效是顯而

易見的。特區政府已做好準備，迎接由 5 月 1 日起開放的全廣東省個人遊計

劃，並且會繼續夥同廣東省及澳門的旅遊局參加海外的國際旅遊展，共同推

介大珠三角的旅遊平台。 

 

 我想藉此機會向議員匯報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轄下“推介大珠三角專責

小組”的工作。小組將於今年內，夥拍不同的珠三角城市，到歐洲、美國和

亞洲各國進行多次的投資推廣活動。根據去年的經驗，日、韓的投資者對

CEPA 的興趣特別濃厚，加上考慮到 CEPA 的優勢，他們很多亦會選擇珠三

角而捨其他內地製造業熱點作重點投資。當中固然因為珠三角的配套齊全，

但這些投資取向，亦同時反映了大珠三角的協同效應和優勢。 

 

 除了向海外投資者推介大珠三角外，特區政府亦銳意吸引內地民營企業

（“民企”）來香港設立公司。投資推廣處在去年成功協助 142 間外資公司

在港開業或擴充業務，其中中國企業佔一成五，顯示了民企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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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完全同意，粵港經濟合作應促進雙向貨物和投資。內地民營經濟蓬

勃，單單是廣東省已有三十多萬戶私營企業，而就民營工業的工業總產值達

4,248 億元人民幣，可見民營經濟已成為廣東經濟增長的生力軍。為了進一

步吸引內地民企，中央政策組已牽頭研究，可吸納更多內地私營企業來港開

業的可行性方案，並希望在政策和制度上加以適當配合。 

 

 剛才我提到的港珠澳大橋，實在有助開發粵西地區。其實，在粵港合作

的推動下，我們已積極探討，開拓廣東省東、西兩翼和山區作為香港經濟腹

地的好處。今晚，我會率領一個跨界別的商界考察團，包括多家中小企成員，

訪問粵西的湛江市和陽江市。 

 

 我相信各商會的考察團成員，均會把粵西的潛在商機帶返香港。此外，

我們亦會利用這次機會，介紹香港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希望吸

引更多私營企業來港。 

 

 展望未來，大珠三角將會繼續發展成為泛珠三角的經濟實體。這個九省

二區的組合，包括福建、江西、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海南、湖

南 9 省，以及港、澳兩地特區。這個區域的經濟實力可以用 7 個數字 ─ 

“6045200” ─ 來演繹：“60”代表 60 個百億，即 6,000 億美元的本地

生產總值，“45”代表 4.5 億人口，“200”代表 200 萬平方公里面積；泛

珠三角的經濟潛力實在不言而喻。 

 

 這個凝聚九省二區的經濟特色和實力的構想，將為大珠三角地區提供更

廣的腹地、更大的市場，以及更充沛的人才和資源，令大珠三角區製造業和

金融服務業的實力，得以進一步發揮。泛珠三角的形成和發展，將會成為必

然的趨勢。我們會趁此優勢，積極部署，利用香港國際化和服務業的優勢，

依托泛珠三角這個龐大市場，進一步實踐區域合作和發展。 

 

 促進粵港合作是特區政府一項重要政策，也是香港、廣東和中央政府的

共同目標。粵港兩地政府在未來，不但會鞏固現有的合作基礎，更會在“前

瞻、全局、務實、互利”的合作原則下，不斷研究和發展新的合作範疇。 

 

 主席女士，接我想談一談政府在落實人口政策方面的 新情況。我在

去年 2 月向立法會公布人口政策報告書時已指出，人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

要讓香港人口有能力維持我們的長遠經濟和社會發展。人口政策是為了致力

提升我們人口的整體素質，以實現我們成為知識型經濟體系和世界級城市的

理想。為此，我們要應付人口老化的問題，建立積極、健康老年的新觀念，

推動新來港人士積極融入社會，確保我們的經濟能夠長期持續發展。我們認

為，如果能夠達到這些目標，便可穩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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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別議員在上星期發言時，對有關報告書的跟進表示關注。我可以在

此告知立法會，政府正按報告書提出的時間表，即每年檢討有關政策和計劃

的推行情況，以及每兩至 3 年發表一次報告的目標，現在我們正進行第一次

的周年檢討。 

 

 現在，讓我率先扼要地介紹，在落實人口政策中三大範疇，即人口結構、

人口素質和暫住人口這 3 方面，政府所提出的各項有關措施的進展。 

 

 鑒於香港的生育率極低，我們已於 2003-04 財政年度，取消與增加人口

這政策相違背的稅務措施，劃一地讓家庭每一個孩子都享有免稅額，不受家

庭小孩數目的規限。此外，鑒於單程證計劃對增加人口和人口結構的重要影

響，我們已經對單程證計劃作出改善，包括嚴格執行持居權證子女每天 60

人的分額，讓持證子女盡早來港。我們亦採取措施，繼續容許已核實擁有居

港權的持居權證子女，選擇從內地來港定居的安排。換句話說，他們現在可

以選擇隨內地父親或母親同時來港定居。事實上，我們鼓勵內地配偶在提出

單程證申請後，先按照雙程證計劃來港探親，認識香港的生活方式，熟習在

港家人的生活環境，讓他們可更全面地考慮來港定居的決定。 

 

 同時，我們也照顧到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我們已開展工作，提倡積極

健康的老年生活。安老事務委員會的積極健康樂頤年專責小組，會負責跟進

有關工作。該小組現已開列終身學習、經濟保障、退休和工作方式、跨代共

融及運輸與外在生活環境等，作為優先開展推廣活動的範疇。安老事務委員

會並會與社會福利署等有關政府部門，聯合舉辦健康樂頤年的運動。 

 

 有關人口素質方面，政府準備以雙管齊下的方法，手提升香港人口的

素質。 

 

 政府除了繼續大力投資教育，提高市民的教育水平外，更鼓勵現有工作

人口提升技能和持續進修。例如以家庭團聚為由而獲准來港的人，我們正為

他們提供適當的教育，以及更廣泛的培訓和技能提升計劃，包括由職業訓練

局、建造業訓練局、製衣業訓練局及僱員再培訓局，提供適合新來港人士的

職前及在職訓練。新來港人士也可參與多項培訓計劃，包括技能提升計劃、

持續進修基金等。我們更與非政府機構舉行多次會議，討論與新來港人士有

關的課題。 

 

 為了積極吸引各地人才，保安局亦於去年 7 月，落實放寬吸納內地專才

和優才的安排。至今，超過 2  300 項申請已獲批准。此外，我們也於去年 10

月，放寬投資移民的政策。至今為止，有 72 項申請已獲批准，總投資額共

超過 5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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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政策報告書公布後，政府已分階段劃一規定，獲大量資助的社會

福利和公共醫療護理服務，只供在香港住滿 7 年或以上的居民享用。在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及公共福利金方面，新措施獲財務委員會於 2003 年 6 月通過

後，已於 2004 年 1 月落實推行。至於公共醫療護理服務方面，由 2003 年 4

月 1 日起，雙程證持有人和其他訪港旅客亦須繳付全費。政府部門在執行上

述政策時會細心行事，務求在照顧特殊情況及確保合理分配資源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 

 

 主席女士，我們數位同事隨後會具體回應議員在上星期辯論時提出的意

見和建議， 後，財政司司長會作總結致辭。 

 

 我希望各位議員按照社會大眾表達的清晰意願，投票支持 2004-05 年度

財政預算案。 

 

 多謝主席女士。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在保安政策範疇上維持有效及長遠的投資，是香港

得以繼續作為世界其中一個 安穩太平的城市的一項保證。 

 

 良好的治安環境，以及方便穩妥的出入境設施和程序，除了讓市民安居

樂業，亦是外國營商者來香港投資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很感謝多位議員對保

安政策的支持和理解，以及就有關方面開支提出的各種意見。 

 

 剛才政務司司長已提及個人遊這項計劃。個人遊計劃（“個人遊”）自

去年 7 月實施以來，已在 16 個內地城市推行，而在 5 月 1 日起，亦將於廣

東省其餘 7 個城市實施。截至今年 4 月 25 日為止，已有超過 165 萬名內地

人士通過個人遊訪港，他們為香港的酒店、餐飲、零售及娛樂行業創造新的

就業職位，也帶來可觀的收益。 

 

 國務院 近決定於 2004 年 7 月 1 日起，進一步把個人遊擴展至江蘇省

南京、蘇州、無錫 3 個城市，浙江省杭州、寧波、台州 3 個城市，以及福建

省福州（僅限巿區）、廈門及泉州 3 個城市，總共 9 個城市。特區政府十分

歡迎這項安排。 

 

 為配合個人遊進一步擴展至其他省市，我們已有一套全面的措施，協調

各政府部門和旅遊業界在口岸通關、交通配套及宣傳教育等各方面作出適當

安排，以確保在旅遊入境高峰期能順利處理人潮，並為旅客提供 佳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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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亦會與內地有關單位繼續保持緊密聯絡，以確保通關暢順，並加強

監察工作，減少非法活動在香港發生。 

 

 在輸入人才及投資者方面，社會上也廣泛認同內地及本港相互配合發展

的重要，以及內地旅客對本港經濟的裨益。港人專才已藉 CEPA 有關安排大

大增加北上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我們更不應忽視內地專才作為本港各行

業持續發展和開拓國內市場的一項寶貴的資源。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自去年實施以來，一直運作暢

順，並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支持。我們會繼續積極推行這兩項計劃，吸納人

才和投資者，以促進本港的經濟發展。截至今年 3 月底為止，入境事務處共

收到 2 825 份輸入內地人才的申請，剔除 161 宗被撤回或無須繼續辦理的申

請，餘下的超過 86%的申請（即 2 304 宗）已獲批准。但是，我想強調，在

寬鬆吸納香港真正有需要的人才的同時，入境事務處亦會嚴防濫用或弄虛作

假的情況。 

 

 至於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方面，截至本年 4 月 24 日為止，入境事務處

共接獲 289 宗申請，170 宗已獲批准，其中 86 名申請人已作出總值 6.13 億

港元的指定投資，每位申請者的平均投資額約為 713 萬元，超逾 650 萬元的

低投資額標準。我們會繼續聆聽各有關方面對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意

見，並會在適當時候對這項計劃，包括指定的投資項目，進行檢討。 

 

 隨 CEPA 的發展及個人遊的擴大，我們在確保過境人流和貨流暢順的

工作更不能鬆懈。政府會與深圳有關當局保持緊密合作，不斷優化通關條

件。除了曾司長所談及的基建及口岸改善措施外，有關口岸部門亦會全力合

作、全力配合，包括靈活調配人手、簡化程序和善用科技，方便兩地人、車

往來。 

 

 目前，我們其中一項首要任務是確保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和車輛司

機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的順利實施。為了方便跨境司機到時能使用車輛司機

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我們計劃讓他們在今年 9 月全港身份證換領計劃的第

三周期起，可申請新的智能身份證。 

 

 此外，我們與內地方面的共識是，先在深港西部通道新建的口岸實行客

貨“一地兩檢”。經過深港兩地政府的共同努力，新口岸的初步設計工作已

經完成。雙方正積極籌備盡快在新口岸展開建造工程，以配合深港西部通道

在 2005 年年底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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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除作出上述各種安排與措施，以方便往返本港與內地的人流

和貨流外，保安局會繼續盡力確保社會的治安環境和為市民提供有效率的服

務。 

 

 多謝主席女士。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上周立法會就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中，我聽取

了不少議員表達有關房屋政策的意見，以下我會作一個綜合的回應。 

 

 我相信大多數市民均已接受政府在 2002 年年底發表的房屋政策聲明中

的立場，當時我們明確表示，將干預市場的程度減至 低，以保持一個公平

和穩定的環境，讓房地產市場得以回復健康發展。大家亦認同政府在這方面

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租住公屋的政策。就政府在這方

面所作出的部署，社會期望藉這套清晰、全面和貫徹始終的房屋政策，能

幫助重建市民和投資者對樓市的信心。近月的數據顯示，房地產市場逐漸回

復生機，負資產的數目亦持續下降。市民及投資者對樓市重拾信心，重新定

位的房屋政策開始略見成效。 

 

 政府根據市場主導的原則，由 2004 年開始，透過“勾地表”制度供應

新的土地。 近，有兩塊位於沙田和馬鞍山的土地已被成功勾出和安排作公

開出售。由於兩塊土地被政府接納的買地底價總值已超過 16 億元，有議員

質疑政府在本財政預算案內對於賣地收入只有 45 億元的估計。 

 

 政府原先預計 45 億元的賣地收益是因為“勾地表”內有多幅土地只會

於 2004-05 財政年度下半年才供申請出售。我們預計這些土地若成功勾出和

安排公開出售，在有關的賣地程序完成後，所得的收入預計會於 2005-06 財

政年度才能入帳。基於這些原因和現時物業市場環境的轉變，先前預測本年

的賣地收入難免給人一種過於保守的印象。 

 

 此外，有市場人士憂慮土地供應會因勾地的成功個案不多，使將來住宅

供應出現斷層的情況，石禮謙議員亦有對此表達關注。我想指出，“勾地表”

是一種市場主導的機制，由市場靈活地決定何時和有多少土地推出市場。勾

地的底價亦按照市場價格訂定。這機制可確保土地持續供應，以應付市場需

求，避免出現斷層的情況。此外，土地供應亦不是單由“勾地表”提供的，

發展商可以透過修訂土地契約的方式，改變手上土地的用途供可容許的發展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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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炳章議員認為政府應提供多些細小的地皮供發展商申請，使土地可以

比較容易勾出。在今年 1 月公布的“勾地表”內，有 14 幅住宅用地，其中 9

幅的面積是少於 1 公頃。這些比較細小的地皮，應能照顧到中小型地產商的

需要。至於 終能否成功勾出土地，則取決於發展商的商業決定，以及他們

所提出的買地底價是否達致政府的要求。 

 

 有關住宅供應方面，我們一直密切監察私人住宅供應情況。 新資料顯

示，估計今年新落成的單位有二萬六千多個，2005 年有二萬三千多個，2006

及 2007 年暫時各約有一萬六千多個和七千多個。我必須強調，這些數字純

粹反映目前興建中的私人住宅項目和已出售土地的建屋量，並不代表未來 4

年每年的實際供應量。未來的實際供應量，會受 少以下兩個因素的影響。 

 

 第一個因素是過往累積下來的未售出單位數目。自從我去年 7 月分析樓

宇供應量以來，已落成但未售出單位的數量有下降的趨勢，反映在市場吸納

量增加的情況下，住宅樓宇供求失衡的情況已有所改善。 

 

 第二個因素是現在至 2007 年期間動工的私人住宅單位數目。當然，這

方面的供應肯定是有，但建屋量 終會由市場和發展商經過仔細評估市場情

況之後決定，他們會決定興建樓宇的 佳時機及 適當的數目。這過程是由

市場力量主導。政府的責任是要確保有足夠的土地供應，滿足市場的需求和

配合社區的長遠房屋發展需要，務求住宅的供求得以維持合理平衡。 

 

 有關處理剩餘居屋單位的問題，為了貫徹房屋政策及恢復房地產市場供

求平衡的情況，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早前決定不會在 2006 年年底前

將賣剩及回購居屋單位以資助形式出售，而我們亦正研究切實可行的方案，

透過改變用途來處理其他從未出售的居屋單位。葉國謙議員建議將剩餘居屋

單位轉作紀律人員宿舍，以及有秩序地售予現時的公屋居民。我十分理解議

員及公眾的關注，並感謝議員對處理剩餘單位的各項建議。事實上，我們一

直抱積極及開放的態度來研究各種處理方案，尤其是把居屋轉作政府紀律

人員宿舍的建議，我們與有關政府部門的商討已達 後階段。除此之外，我

們亦打算再將約 3  000 個單位轉作公屋用途。房委會稍後會討論有關建議。 

 

 至於把居屋單位售予公屋住戶的建議，儘管私人物業市場現已漸趨穩

定，我們仍會緊密注意住宅樓宇的供求情況，繼續致力避免影響剛剛復甦的

樓市。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房委會會不時審視有關處理賣剩及回購居屋單位

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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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梁淑怡議員及陳國強議員在其演辭中，要求政府繼續推行“置業貸款

計劃”，讓市民有“上車”置業的機會。近年私人物業市場有各種類型及價

錢的單位供應，加上市場亦推出相當有彈性的按揭計劃，市民可按個人的情

況及負擔能力，購買切合自己需要的物業。政府提供“置業貸款計劃”屬干

預市場的措施。鑒於我們的房屋政策方向是盡量利用私人市場的力量，調節

市場的供求情況，同時把公共資源集中在提供租住公屋方面。基於這項重要

原則，我們認為有需要對“置業貸款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我們會在短期內

向房委會提出有關建議。 

 

 要令香港能夠持續發展，良好的樓宇管理及維修是不可或缺的。為期三

個半月的“樓宇管理及維修”公眾諮詢剛於 4 月中結束。其間，我們諮詢了

全港 18 個區議會，並出席了超過 20 次業界和公眾人士的諮詢論壇。我們收

到約 130 份書面意見。我非常多謝各界人士，特別是立法會議員，他們積極

表達他們的意見。 

 

 現時我們仍在分析收集到的意見，不過，我很樂意向各位議員匯報一些

初步整理的主流意見。社會大眾普遍認同有迫切性解決樓宇失修的問題。

此外，不少業主及業主立案法團成員均表示他們願意履行管理和維修的責任，

但同時期望可以獲得適當的支援和協助。部分人士亦建議須透過某些強制的

要求，作為長遠確保業主妥善管理和維修樓宇的措施。 

 

 我們的初步構思是在公共資源許可下，引入非政府機構，向居住於失修

舊型樓宇的年老和低收入業主提供適切的支援，例如幫助他們組織業主立案

法團，協助業主聘請維修工程顧問公司，或進一步聯同專業人士向業主提供

有關樓宇管理及維修的技術支援等。這些非政府機構亦可把真正有需要的業

主轉介給有關政府部門，以便透過社會福利措施、公共房屋資源和樓宇安全

貸款等，以改善他們的樓宇和生活質素。非政府機構的介入，將可組織和協

助業主，並有助長遠讓業界直接向此類樓宇提供所需的管理和維修服務。我

們會在短期內與非政府機構和業界共同商討這個方案的可行性，並會考慮推

出試驗計劃。 

 

 對於應該透過甚麼具體方法，促使或強制業主進行樓宇管理及維修，我

們收到的意見有較大的分歧。其中意見包括強制驗樓、強制聘用物業管理公

司，或強制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等。由於這個課題與市民息息相關，故此在考

慮任何強制措施時，我們必定會先小心處理和繼續深入研究這些措施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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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在未來數月草擬比較清晰的工作方向，然後會就不同方案諮詢有

關的界別。我們會在落實下一步建議前，邀請公眾再參與討論。 

 

 多謝主席。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thanking Members for their valuable comments in respect 
of welfare and health issues.  From Members' comm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social welfare is a matter close to your hearts, as it is also close to ours.  
Policies in respect of social welfare must be sustainable and underpinned by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targeted programmes.  In order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policies and assist the people the policies intended to serve, these 
programmes must be evidence-based and must be evaluated to demonstrate 
effectiveness. 
 
 As I explained to Members in this Council recently, our mission is to build 
a "Caring and Just Society", a society with rich diversity recognizing the 
strengths of differently endowed individuals.  Our strategies seek to enhance 
both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capacities to deal with adversities, and are 
implemented through an extensive range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both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and our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partners. 
 
 On the question of welfare expenditure, our investment in social welfare 
has increased by 23% over the five years from 2000-01 to 2004-05.  For direct 
services, that is, discounting the provisi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and other financial assistance, the increase is still 
14% or $1.2 billion.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04-05, the recurrent welfare 
provision amounts to $33.7 billion.  Discounting provisions for social security, 
impact of civil service pay cut, lapsing of temporary jobs and one-off 
expenditure for SARS in 2003-04, there is still a net increase of $105 million in 
the 2004 Budget, after the deduction of efficiency savings to cater for new and 
additional services mainly in elderly services and in rehabilitation and medical 
social services. 
 
 Despite the overall stringent financial situation, there is still an increase in 
our investment in welfare services; and despite the need to seek efficiency 
savings, priority services would always be kept intact.  This is why whe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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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d this year's proposed efficiency savings with the welfare sector, we 
made it abundantly clear that we would be ready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subvented non-government agencies which encounter genuine difficulties in 
meeting the savings target.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ha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sector in this regard. 
 
 Madam President, I have referred to the expression "investment in welfare 
services" because I believe this is how social welfare should be regarded.  
Effective social welfare programmes are not just about provision of welfare 
services.  Effective social welfare programmes should be about investments in 
strategies and initiatives which yield results.  Such programmes need to evolve 
and be recreated periodically to meet changing societal needs, and should seek to 
build up social capital and enhanc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capacities to cope 
with changes and adversities.  Ac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self-reliance are some examples of investment returns. 
 
 I have shared with Members this "social investment approach" not so long 
ago.  I must say that I am very much encouraged that at a Conference held 
earlier this month to revisit our welfare philosophies, the majority of the over 
400 attendees from the welfare and third sectors reaffirmed that social welfare 
should take on a social investment instead of service provision perspective.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our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welfare 
partners to develop the concepts of social investment and social capital further. 
 
 Separately, we are also discussing with both the welfare and business 
sectors on how best to use the $200 million earmarked in the Budget to promote 
tripartite social partnership to encourage corporations to take part in helping the 
disadvantaged.  We hope that the process in formulating a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y would help us identify and agree on renewed priority areas for action, 
set pointers on how to yield social returns and benefits to the individuals, and 
endorse the principles in relation to effective evaluation models.  The business 
sector would definitely have a positive role to play in building up our 
community's capacities to deal with adversities.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our two partners to further develop sustainable strategies.   
 
 Many Memb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ocial problems in Hong Kong, 
like poverty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 the Government shares the same 
concern and sentiment.  Poverty is a manifestation of adversities.  It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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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and there is no simple panacea.  
Broad-based economic growth is integral to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in 
adversities to uplift their position;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training are also 
essential to empowering them to capitalize on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welfare, we seek to build up personal capacities to meet 
life's challenges, to provide a safety net for those in need, and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those who fall close to the net.  It is incumbent upon us to ensure 
that a safety net is available to provide for the basic and essential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ho are in adversities. 
 
 The CSSA scheme, which is non-cash limited and accounts for about 11% 
of the recurrent expenditure of the Government this year, has been providing 
direct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 needy.  We also seek to ensure that effective 
measures are in place to help able-bodied CSSA recipients or near recipients to 
become economically active again.  In this connection, the SWD will conduct a 
study to evaluate the 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mes for CSSA recipients to 
identify way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programmes. 
 
 Turning to family violence,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no society wishes to 
see or can tolerate, in particular when the vulnerable and innocent children fall 
victim to such acts.  All acts of violence should be seriously and harshly 
sanctioned.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violence, remedial action is not the 
solution: prevention is the key.  We have put in place a continuum of preventive, 
supportive and specialized services designed to prevent family problems and to 
deal with them when they arise. 
 
 There is however no ground for complacency.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and as part of our efforts to map out evidence-based strategies,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commissioned last year a study on child abuse and 
spouse battering.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the experts' advice on the 
possible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the light of the tragedy in Tin Shui Wai,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has initiated a review of the provision and service 
delivery process of family services in Tin Shui Wai, which will identify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co-ordination and other aspects 
concerning service provision and delivery of family service in the area, and to 
identify any other gen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handling of family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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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President, a harmonious and violence-free society is never an 
accident.  While resources are essential to tackling social problems, they are 
only as good as the programmes so designed and the community it is intended to 
serve.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built on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all in the 
community.  As with any other social problem, family violence, in many 
instances, is a manifestation of how some individuals react in adversity and when 
under pressure.  That is why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it is crucial for us to 
ensure that our welfare services adopt a social investment approach to seek to 
build up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capacities.  This would ensure that both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are better placed to face life's challenges. 
 
 In response to some Members' reference to health care financing,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f our health care system has long been a major concer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In fact, we have on various occasions consulte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community on how best to address this issue, for 
example, the Harvard Report in 1999 and the Health Care Reform Consultation 
Document in 2000.  We have since introduced various strategic measures 
including: (i) containment of costs and enhancement of productivity; (ii) 
improv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health care sectors; (iii) 
revamp of public fees structure as a demand management tool; and (iv) initiating 
studies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Health Protection Account (HPA) 
scheme to serve as a longer-term health financing option. 
 
 On the containment of costs and enhancement of productivity, both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an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H)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further opportunities for efficiency savings.  We are also of the view 
that effective preventive programmes will improve the overall health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wards cost-effectiveness in the longer run. 
 
 On improv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health care 
sectors, we will continue to jointly explore with the Private Hospital Association 
and other private service providers on how the two sectors can collaborate to the 
benefits of the community.  For example, to allow patients a greater choice of 
service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the HA will make available to its patients mor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private sector. 
 
 On the revamp of public fees structure, we have from November 2002 to 
April 2003 introduced a new fees structure for our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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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sed structure has been effective in influencing public behaviour in the 
desired direction, for exampl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fe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our Accident and Emergency services has decreased by over 
10%.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revamped fee structure has not affected 
the affordability of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Recipients of 
CSSA continue to enjoy waivers for their medical expenses.  For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who are not CSSA recipients, we have introduced in 
April 2003 an enhanced medical fee waiver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m from 
undue financial burdens arising from their medical expenses.  Moreover, the 
maximum validity period of waiver certificates has been increased from six to 12 
months. 
 
 Finally, on the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HPA scheme in Hong Kong, a study 
group involv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epidemiologists, actuaries, economists, 
statisticians and social scientists from the different universities, the HA and the 
DH was formed to examine in greater depth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oposed HPA scheme as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health care funding in Hong 
Kong.  Studies conducted by this group included existing pattern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utilization, projection of future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saving behaviours 
of our community, actuarial study of various HPA models,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HPA scheme on savings and consumption, and so on.  This 
group is in the process of finalizing its studies, and we plan to present the group's 
finding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mid-2004.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感謝議員在上星期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辯論中，就勞工及經濟發展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意見。首先，

我想談一談就業問題。與各位議員一樣，我們非常關注就業問題。 

 

 失業率由去年年中的 8.7%，回落至現時的 7.2%，反映本港經濟正逐步

復甦。自農曆新年以來，勞工處平均在每個工作天收到約 1  000 個來自私人

企業的空缺，顯示勞工市場氣氛有所改善。不過，由於經濟好轉，不少人重

投勞動市場，使勞動人口在過去數個月不斷增加，因此，雖然新職位一直增

加，但失業率近期卻未有進一步下調。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82 

 內地放寬個人遊的規定，使旅遊、酒店、零售、餐飲等行業市道暢旺，

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不過，低技術和低學歷的基層勞工仍然面對嚴重的失

業問題。有見及此，政府近年來推出了不少針對性的就業措施，以協助失業

的人。政府今年會動用約 8.8 億元，以延續一萬一千多個大部分適合低技術

的人擔任的職位。我們亦會繼續大力推動中年再就業培訓計劃及本地家務助

理特別津貼獎勵計劃，透過提供津貼予僱主或僱員，鼓勵較低技術的中年人

接受轉職培訓或投身家務助理工作的行列，幫助他們開拓就業空間。該兩項

計劃現時有近 15  000 個就業機會。我們會不時檢討這些計劃的成效，以確保

計劃能夠切合大眾的需要。 

 

 至於缺乏經驗、初次求職的年青人，我們會繼續推動展翅計劃及青少年

見習就業計劃，協助他們透過各種職前及在職培訓汲取工作經驗，以提高他

們的就業能力。 

 

 這兩項計劃得到社會的正面評價。自 1999 年至今，已有六萬多人在這

兩項計劃下受惠。今年，我們亦會試辦青年自僱支援計劃，動員非政府機構

及借助他們的網絡，為有意自僱的青年人提供培訓及支援。為推行這 3 項計

劃，我們在今年會動用 2.8 億元，以幫助 18 000 名年青人就業。 

 

 除了各項就業計劃外，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經濟及就業委員會也會

與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制訂措施，以改善營商環境，以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議員也關注到非法勞工的問題。為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有關部門

去年成立了跨部門工作小組，就打擊非法勞工問題協調各部門的執法行動、

情報交換及策略制訂。在本年首季，超過 1 400 名非法勞工被拘捕。在刑罰

方面，在本年首兩個月，在 48 名因聘請“黑工”而被定罪的僱主中，有 33

名被判刑 28 天至 15 個月，較去年同期為重。我相信更嚴厲的判刑可收到一

定的阻嚇作用。 

 

 主席女士，在預算案辯論當中，議員亦就旅遊業發展提出了很多意見。

2003 年，對旅遊業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SARS 對旅遊業造成很大的沖

擊，但由於業界同心協力，因此旅遊業很快已穩步復甦。去年，整體訪港旅

客達 1  550 萬人次，是歷年來訪港旅客紀錄的第二位。在今年首季，旅客人

數錄得約 15%的增長。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預計今年全年的旅客

人數將超過 2  000 萬人次。除了內地旅客強勁增長外，我們很高興看到其他

長途市場的旅客人數亦出現反彈。在今年 2 月，歐洲、澳洲和美國的訪港旅

客數字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約 13%。基本上，長途旅客的數目已回復至 SARS

之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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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內地個人遊計劃在下個月開放予整個廣東省，以及在 7 月擴展至江

蘇、浙江及福建 3 個省的 9 個城市後，總共 32 個城市的一億五千多萬人口

將可循個人遊的途徑來港旅遊，這會為香港的旅遊、酒店、餐飲、零售及娛

樂等行業帶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自個人遊於去年 7 月實施以來，已經有

超過 165 萬內地人以個人遊的形式訪港，為香港帶來約 90 億元的消費額。

我們會繼續提升旅遊配套設施，在口岸通關、交通、酒店住宿，以及旅遊點

的人流控制等事宜上與有關方面協調，務求令旅客在香港的行程暢順。 

 

 提升與旅遊相關行業的服務質素亦非常重要。旅遊事務署、旅發局和旅

遊界會採取一系列措施，進一步提升與旅遊相關行業的服務質素，以及推廣

好客文化。 

 

 早前，政府以 1,600 萬元資助業界推行在職導遊培訓課程，有五千多位

在職導遊已參加培訓課程，並完成指定的考試。由今年 7 月開始，所有旅行

社均須聘用持有導遊證的導遊接待入境旅客，以確保導遊的質素。為加深大

眾認識旅遊業發展的重要性及促進好客文化，我們會延續“好客文化遍香

江”的教育活動，也會舉辦優質服務研討會及活動，以及評審與旅遊相關行

業的服務水平，以確保它們的服務達到國際標準。 

 

 在保障旅客的消費權益方面，我們認為推廣良好的經營手法，以及加深

消費者認識他們的權益，是保障旅客的 佳方法。在宣傳推廣方面，旅發局

已印備資料單張及手冊，於各陸路口岸及機場派發。這些資料及手冊會不時

更新，確保為旅客帶來 新的資訊。我們亦已加強與內地有關部門的合作。 

 

 旅發局也正在強化優質旅遊服務計劃，增加在本港及內地的宣傳推廣，

以及積極跟進對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商戶的投訴，並透過不同的宣傳渠

道，向旅客提供有關旅發局的查詢熱線及消費者委員會的電話投訴熱線的資

料。我們亦正檢討有關保障消費者的法例，以研究如何可加強保障消費者的

權益。至於團體旅客方面，香港旅遊業議會繼續要求會員嚴格執行百分百退

款保障計劃，以便在旅行社安排的購物活動中為旅客提供消費保障。 

 

 在新的旅遊基建設施方面，新的旅遊點會陸續落成。現時，每晚舉行的

“幻彩詠香江”項目使維港夜景錦上添花，在昨天開幕的星光大道亦為旅客

提供新的旅遊景點。這些新項目反映出我們的心思和創意。其他的大型項目

亦會陸續出台：香港迪士尼樂園計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東涌吊車發展項目

亦已動工，再加上其他項目，例如旅遊走廊及心經簡林，將進一步提升大嶼

山對旅客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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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旅遊發展項目，例如尖沙咀海濱長廊改善工程、香港濕地公園，

以及改建前水警總部等項目，也進展良好。 

 

 至於大家也十分關心的新郵輪碼頭設施，為了加快郵輪碼頭的發展，我

們正考慮除了東南九龍的計劃外，也公開邀請有興趣的人提交計劃書，就他

們認為適合的其他新郵輪碼頭選址、發展及運作模式提出建議。 

 

 主席女士，我希望議員同意香港其實有不少新的旅遊景點，我們也會繼

續努力，推出例如“幻彩詠香江”及星光大道等有創意而又受歡迎的項目，

亦會繼續努力提高旅遊業的服務質素，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使來港旅客

玩得開心、買得放心、樂在香港、愛在香港。 

 

 有幾位議員在辯論中提到公平競爭法。香港是否需要公平競爭法，已在

立法會內討論過很多次。我必須重申，政府競爭政策的目標是提高經濟效益

和促進自由貿易，從而令消費者獲益。促進競爭，只是達致上述目標的途徑。 

 

 現時，我們按不同行業的需要，以及配合實際的環境來制定法例或制訂

行政措施，以保障營商的競爭環境，並促進各行業的公平競爭。我們認為這

種做法較訂立全面的競爭法可更靈活地適應環境轉變，以及兼顧不同行業的

個別情況，是適合香港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的。 

 

 儘管如此，政府對競爭法是持開放態度的。我們會繼續留意其他地方在

競爭政策及法例方面的發展，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檢討香港是否須制定公

平競爭法。 

 

 主席女士，其實，政府一直也有做工作，以推廣公平競爭，例如競爭政

策諮詢委員會於去年 9 月發表了指引，為商界提供指標、基準和原則，用以

評估香港的整體競爭環境，以及界定和處理反競爭行為。政府正積極向各行

業推廣該指引，並建議它們自律，根據業內情況，按照指引訂立行為守則，

以落實香港的競爭政策，進一步促進競爭。 

 

 此外，委員會亦正推行公民教育，通過校內課程、校外互動遊戲等途徑，

向學生及青少年灌輸公平競爭的概念，介紹各類型的反競爭行為，以增強他

們對自由貿易和公平營商環境的瞭解，提高公平競爭的意識。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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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財政司司長，請你發言答辯。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感謝各位議員就我首份財政預算案（“預算案”）

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 

 

 今年預算案的中心思想是“以民為本，休養生息；振興經濟，改善民

生”。在公共財政方面，我以溫和、非“一刀切”的方式削減開支，以務實

和循序漸進的方式消滅財赤。在經濟方面，我以“抓緊機遇、自強不息”為

主調，積極發揮香港與內地經濟進一步融合的優勢，並強化我們的獨特條

件，為長遠經濟增長打好基礎。我希望透過振興經濟，達到促進就業和改善

民生的目標。自預算案發表以來，各界普遍認同我首份預算案的大原則和大

方向，我在此衷心致謝。 

 

 剛才，政務司司長及有關的局長已就不同的課題作出回應。我將會集中

講述數項與經濟及公共財政有關的問題。 

 

 在經濟政策方面，我提出以“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為基本原則。很多

人對這項原則表示支持，但亦有人批評為太空泛。有議員指出，政府應運用

“有形之手”，亦有議員建議政府應對本港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作出詳細規

劃。我認為政府應緊守自由市場的經濟原則，盡量減少在經濟中不必要的參

與，只有在市場失去平衡或失調時，才作出必需的規管。此外，政府亦有責

任創造 有利的營商環境，以便利市場運作及促進市場發展。 

 

 正如我在預算案演辭中所說，CEPA 是“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 佳

體現。可是，有個別議員憂慮爭取 CEPA 及其他與內地經濟合作的措施，會

給人一種要求中央送大禮的印象。我要重申，CEPA 是國家與香港簽訂的首

項自由貿易協議，這是一項互惠互利和共創雙贏的協議。市場開放從來也不

是“零和遊戲”，而貿易自由化對出口地及進口地均會同樣帶來好處。正如

溫家寶總理在去年訪問香港時所說，中央送給香港的真正大禮，並不是

CEPA，而是貫徹“一國兩制”的堅定決心。 

 

 一直以來，香港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及經濟建設作出貢獻，與此同時，亦

可分享到內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就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所發揮的優

勢。兩天前，我在上海與曾慶紅副主席見面時，他一再向我肯定香港在國家

經濟建設方面的貢獻。他並表示，內地與香港的發展是優勢互補及互惠多贏

的關係，香港在配合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中，將繼續扮演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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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CEPA 在本年 1 月實施以來，當局已批出超過 770 份 CEPA 原產地證書，

受惠貨品的價值超過 3 億元。工業貿易署（“工貿署”）同時批核了超過 220

份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申請。CEPA 對香港經濟的裨益，我在這裏不再

重複。很多議員在發言時，也強調在 CEPA 框架下爭取內地進一步開放市場

的重要性。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完全同意這些意見，並已透過

各種適當渠道，爭取利用 CEPA 這個開放式的平台，不斷地擴闊開放範圍。

在擴大零關稅受惠貨物方面，工貿署已收到超過 160 份申請，涉及的稅號超

過 300 個。在完成審核後，該署便會把申請盡快送交商務部，並與內地展開

磋商，以便內地於明年 1 月 1 日起准許有關貨物按照 CEPA 以零關稅進口。

在服務貿易方面，政府會利用各種途徑，繼續深化 CEPA 下的開放措施。在

本星期初，政府公布了開放內地專利代理人考試及執業的安排，這是在 CEPA

下進一步開放專業服務的成果。政府會積極爭取涵蓋整體服務業的磋商早日

展開。 

 

 “市場主導”，並不等於政府甚麼工作也不做。正如我在預算案演辭中

指出，政府會捍和促進香港的商貿利益。在有需要時，政府會主動介入，

並扮演積極角色。其中一個例子，便是香港成功爭取重返瑞士巴塞爾鐘表珠

寶展。在去年 4 月，因為 SARS 事件，來自香港及亞洲部分國家的公司被有

關當局拒諸展館門外，未能參展。經過特區政府與瑞士政府高層斡旋和香港

貿易發展局（“貿發局”）的努力，貿發局終於在去年 9 月與巴塞爾的主辦

機構簽訂協議，讓港商可重返巴塞爾的展覽場地，並在新展覽館中取得優越

的位置。協議更為港商提供有利的條件，保證在未來 6 年可以在巴塞爾展覽

主場以穩定的參展費參展。在兩個星期前，我親自到過巴塞爾，為今年參加

鐘表珠寶展的香港廠商打氣。我很高興看到今年有 333 名港商在“香港館”

參展，創下歷年來的紀錄。很多業界人士向我表示非常滿意有關安排。“香

港館”人流暢旺，接獲定單的成績也十分理想，正所謂“旺丁兼旺財”。 

 

 有議員建議將邊境禁區發展為新經濟區。邊境禁區面積廣闊，毗鄰深

圳，位置獨特。不過，由於山巒起伏，部分地區具生態及保育價值，加上區

內有傳統鄉村，以及基礎建設不足，因此發展潛力受到局限。其中，落馬洲

河套區是較具發展潛力的地方，我們會與深圳政府共同研究如何在互惠互利

的情況下，充分利用這幅土地。在考慮邊境地區的未來發展時，政府一定會

小心考慮各界的意見，在顧及成本效益及以整體 佳利益為依歸的大前提

下，朝有利香港及大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充分利用該區的地理優勢，

以及盡量減少對生態環境影響的方向構想。 

 

 至於提升金融市場質素方面，我們制訂了一系列的改善措施，包括賦予

重要的上市要求法定地位，並把違反這些規定的行為納入市場失當行為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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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以加強阻嚇作用。同時，我們亦建議賦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向違反法定上市要求的公司董事和高層人士直接施加制裁。我們認為這些改

善措施能夠針對現時金融市場的問題癥結，既能有效提升市場質素，亦符合

香港的市場發展情況。我們將於明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證券及期貨（修訂）

條例草案》，以落實有關的建議。 

 

 很多議員及市民也關心就業情況，這同樣是政府非常關注的課題。面對

香港經濟轉型，要解決結構性的失業問題，實在是一項巨大而長期的挑戰，

問題也並非在短期內可以解決的。不過，政府會嚴肅和積極地處理這項問

題，並會繼續與勞工界共同努力，研究如何紓緩技術錯配的情況。剛才，經

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已講述政府就改善本港失業問題而採取的具體措施。長

遠而言，創造職位仍須由市場作主導，但政府會全力配合，透過鼓勵投資及

方便營商，促使企業提供更多職位，以增加就業機會。 

 

 根據 新的數字，2003-04 年度的暫定赤字為 401 億元，較在預算案中

宣布的修訂預測赤字 490 億元減少了 89 億元。這是由於政府支出較各部門

所作的修訂開支預算再減少了 54 億元。這反映了各部門在節流方面的共同

努力已取得一定成績。至於收入方面，則較預期多 35 億元。收入增加的主

要項目包括利得稅、薪俸稅、印花稅及地價收入。 

 

 雖然 2003-04 年度的赤字較預期為少，但仍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3.3%，我們絕對不能因此而對財赤問題掉以輕心。政府已連續 4 年錄得綜合

赤字，而經營赤字更已連續出現了 6 年。解決財赤是刻不容緩的，困難是在

於在回復收支平衡的同時，我們亦必須顧及市民的承受能力。 

 

 要在削減財赤與維護民生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並非易事。無論在編製

預算案的過程，或在發表預算案後的公眾討論中，我也收到很多互相排斥的

意見。有些人批評節流的力度不足，亦有些人批評節流的力度太大，擔心會

影響為市民大眾提供的服務。有議員更要求將滅赤的目標時間再延長 1 年。

這正反映出社會各界有不同的訴求。 

 

 為了照顧不同的訴求，我在預算案演辭中訂下了具體目標，便是在

2008-09 年度達致經營帳目及綜合帳目收支平衡。在開支方面，我已列出每

年的政府經營開支指引，務求在 2008-09 年度達致把經營開支減至 2,000 億

元的目標。自預算案公布以來，大多數意見也認為這份預算案是平穩和務實

的。看來這個平衡點大致上是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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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會以身作則，以“先節流、後開源”的原則審慎理財。各部門正繼

續努力精簡架構和工序，力求做到以更少資源，做更多工作。 

 

 與各位議員及市民一樣，政府非常關注有部門出現浪費公帑的情況。我

們十分重視審計署的報告，並一定會跟進報告所提出的各項改善建議，竭力

避免浪費資源。 

 

 有議員憂慮節流會影響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我要重申，政府對投資教

育及對弱勢社的承擔是不會動搖的。本年度教育的經常開支預算達到 492

億元，與去年的原來預算相若，佔政府開支的比重也 大，這足以反映政府

對教育的重視和承擔。要解決財赤問題，須由社會各界共同承擔和通力合

作。不少市民也理解教育界在這方面亦要盡一分力，我對此感到欣慰。我必

須強調，教育統籌局局長在制訂節省資源的方案時，會權衡輕重，致力平衡

各方面的需要，並堅守“應慳則慳，應用則用”的原則。我們也不希望看到

因為節省資源而影響教育的質素。 

 

 我們亦非常關注貧困的人及在逆境中的人的情況。生福利及食物局局

長在剛才的發言中，講述了政府對這些有需要的人的支援。此外，在財政緊

絀的情況下，政府仍額外預留 2 億元一筆過的撥款，用作推動政府、商界和

社會福利界的夥伴關係，以及鼓勵工商機構參與扶助弱勢社的工作，這顯

示出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重視。我希望藉此推動各界共同承擔社會責任，共同

關心在逆境中的人的需要。 

 

 有人認為，預算案對未來 5 年的經濟預測過分樂觀，批評政府過分依賴

經濟復甦作為增加收入的來源，但亦有人認為，預算案對收入的預測過於保

守。我們預測在 2004 年，本地生產總值會有 6%的實質增長，而中期的預測

增長為 3.8%，這是根據可靠的經濟數據而作出的 佳判斷和估計。國際貨幣

基金會在預算案公布後，除了對預算案的內容表示歡迎外，更認為我們的中

期經濟預測略為保守。當然，香港作為對外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很容易受到

外圍因素影響的。我們會每年檢討經濟及財政狀況的發展，並在適當時候提

出所需的經營收入建議。 

 

 去年，立法會通過一系列具體的開源方案，以紓緩財赤壓力。在本港經

濟剛展現復甦的勢頭時，我認為應讓市民休養生息，為經濟持續復甦創造條

件。因此，我決定今年不提出進一步增加薪俸稅、利得稅或其他稅項的新建

議。有人批評這種做法是“等運到”，不夠進取。不過，在考慮各種因素後，

我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既能夠讓市民和企業休養生息，亦可奠定長遠

經濟發展及增長的基礎。這項決定亦廣泛為市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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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議員建議擱置去年立法會所通過的薪俸稅第二階段調整。這將令政

府每年減少 33 億元的收入，進一步擴大經營帳目的赤字，令政府可能有需

要增加其他稅項，以達致在 2008-09 年度恢復經營帳目收支平衡的目標。在

目前財政緊絀及持續出現赤字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沒有減稅的空間。在議會

以外，我並不察覺到有很大的聲音要求擱置薪俸稅第二階段的調整，這充分

顯示社會大眾亦理解滅赤的迫切性，並願意共同承擔。 

 

 整個預算案引起 廣泛討論的是商品及服務稅。政府考慮開徵這稅項，

除了是要擴闊稅基，以提供一個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外，亦希望能開拓一個新

的收入來源，以填補目前存在的結構性赤字。這項建議參考了稅基擴闊的新

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在全面檢討各種稅項後所提交的報告。很多民意調查的

結果顯示，現時約有三成多市民支持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另一項調查更顯

示，超過一半的年青人認為這是一項可取的稅項。這反映社會大眾是以現代

的眼光及務實的態度來考慮這個課題。 

 

 政府的內部專責小組正在參考外國經驗和考慮本港的實際情況，研究假

如在香港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將會如何執行，並會充分考慮這稅項對低收入

家庭的影響。小組將會在年底完成研究，並向我提交報告。我們 快會在明

年就這稅項進行諮詢。我希望社會各界在掌握具體資料後，可繼續透過理性

討論，達成共識。 

 

 至於預算案中引發廣泛興趣的自訂車牌號碼計劃，不少人在計劃宣布

後，紛紛表示歡迎這項創新的建議。不過，亦有社會人士憂慮在新計劃下的

車牌組合式樣較多，可能會影響執法。其實，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美國、

澳洲、新西蘭及英國等地，均有推行類似的計劃。我們在構思這項新計劃的

時候，已充分諮詢警務處和運輸署，以確保新計劃不會對交通安全和執法機

構造成壓力，然後才會推行。此外，亦有人擔心新計劃會令現時拍賣的特別

車牌號碼不再吸引，因而間接減少社會福利機構可運用的資源。我想指出，

由於自訂車牌號碼計劃下的組合模式與原來的車牌號碼的安排大不相同，相

信兩者會吸引不同的車主，而並非一個“零和遊戲”。 近，運輸署進行特

別車牌號碼拍賣，競投氣氛仍相當熱烈。政府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法

案，以期在本年年底至明年年初落實執行這項計劃。 

 

 至於發行政府債券的建議，我很高興看到議員及社會各界普遍表示支

持。我們已邀請多間經初步選出的銀行，在 5 月份就我們計劃發行 多 200

億元政府債券的計劃提交詳細建議。我們亦計劃在 5 月中動議要求立法會通

過根據《借款條例》提出的有關決議案，以授權政府進行此項借貸。如果決

議案獲議員支持，而市場情況亦合適，我們計劃在 7 月中前推出有關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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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市民認購。此外，以政府收費隧道和橋梁的未來收入支持的 60 億元債券

發行計劃已於本月 19 日推出，預計會在兩星期內完成有關的認購及配售安

排，在 5 月 10 日在交易所上市。 

 

 政府發行債券，除了可增加運用資金的靈活性及為基建項目融資外，亦

可給投資者多一個選擇。債券對於機構投資者來說並不陌生，但一般市民對

這項投資工具往往認識不深。政府發行債券，可提高市民對債券的認識，有

助深化本港債券市場的發展。在預算案演辭中，我提及優質債券可提供一個

穩定及較高利息收入的投資選擇，這是相對於銀行的存款利息而言，但如果

打算以債券作炒賣活動則是另一回事。假如利息上升，債券的價格則會下

調，市民必須認清利率變動與債券價格的關係，須知道任何形式的投資項目

均存有風險。投資者應在考慮本身情況後，才作出投資選擇。 

 

 我們已於本年 3 月 24 日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落實機場管理局

資本重組計劃。有關法案委員會將於 5 月初舉行首次會議。我們希望在立法

會會期完結前，可就該局向政府歸還 60 億元股本的事宜取得立法會的批准。 

 

 主席女士，在編製預算案期間，我已廣泛諮詢各界，並多次與市民直接

對話，力求盡量多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我很高興聽到多位議員對我這方

面工作的肯定。不少社會人士、市民大眾和傳媒亦通過不同途徑，表達對預

算案的支持，令我深感鼓舞。我多次強調，有關公共政策的討論及決定，必

須公開及具透明度，讓市民大眾能夠掌握充分的資料，展開理性和有建設性

的討論，從而達成共識。我希望繼續秉承這精神，與社會各界攜手合作，共

創繁榮，並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彼此關懷的社會。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二

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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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在 3 分鐘後，開始記

名表決。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 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俊仁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柱銘

議員、李家祥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周梁淑怡議員、

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

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

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霍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譚耀宗議員、

鄧兆棠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

議員、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吳靄儀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反對。 

 

 

胡經昌議員、麥國風議員及陳偉業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2 人出席，43 人贊成，5 人反對，3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席

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2 Members present, 4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ive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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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4 
 

全委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68 條的規定，本會首先審議附表。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下述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 

 

 

秘書：總目 22 至 28、30、31、35、37、39、42 至 49、51、53、55、59、60、

62、63、70、72、74、76、78、79、80、82、90、91、92、94、95、96、100、

106、110、112、114、116、118、120、121、136、138、142、143、145、

147、148、149、151、152、155、156、158、159、160、162、163、166、

168、170、173、174、180、181、184、186、188、190 及 194。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上述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

表。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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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總目 21。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動議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21 削減 190 萬元，修

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主席，民主黨要求刪除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的職位。這個職位

自從路祥安在 2001 年年底離開政府後，一直懸空至 2003 年的財政預算案前

夕。當時，民主黨計劃要求刪除這個懸空的職位，於是向庫務局查詢用於這

個職位的全年開支，但庫務局在拖延期間，行政長官辦公室就以罕有的高效

率填補了這個空缺。填補空缺的官員，不論陞職前後均主要是負責特區與中

央及內地組織關係的工作，工作性質不變，但薪酬卻大幅增加四萬多元，此

舉實在有違財赤下須節約開支的目標。 

 

 行政長官辦公室是政府部門的表率，其身不正、何以正人？去年，民主

黨 終未能成功刪除這個職位。今年，民主黨再接再厲，要求刪除這個職位，

一方面是節省開支、紓減財赤；另一方面，是警戒行政長官辦公室，希望它

汲取教訓，不要再干預大學自主，知行知止，便是功德無量。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21 削減 1,900,000 元。”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今次民主黨張文光議員提出要求削減行政長官辦公

室運作開支的修正案，即如他剛才所言，建議減去 190 萬元的經費，即相當

於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一職的一年薪津。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94 

 張文光議員提出的理由是，自前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先

生在 2001 年 12 月辭職後，該職位一直懸空，直至去年，當局才將原為特別

助理的陳建平先生晉陞，填補了有關職位空缺。言下之意，該職位的晉陞，

根本是沒有必要的，而我理解剛才張議員的發言，他的意思是，要削減這個

幅度的金額，即顯示有關職位無須獨立存在，可以由其他部門負責。當然，

整體來說，自由黨亦是同意節省開支的。 

 

 不過，自由黨認為有關的論據並不成立，而且給我的感覺也是有點對人

而不是對事，我們覺得這樣是毫無意義的。首先，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

助理一職，其實並非行政長官首創，不是一項新發明。在前總督彭定康時期

已經有類似的職位存在，大家如果仍然記得，前總督彭定康自 1992 年到港

上任時，便從英國帶來兩名親信，即戴彥霖及黎偉略，出任他的私人顧問，

我記得當時好像沒有人提出反對，這包括在座的議員 ─ 當時的立法局議

員。這兩人替前總督彭定康起草文稿、出謀獻策、審視政府的政策、與官員

及傳媒聯絡，甚至亦有與議員聯絡。 

 

 如果翻查官方資料，戴黎二人的薪金在 1996 年分別是 123,200 元及

75,040 元，這已是 1996 年，即 8 年前的事；反觀陳建平先生去年獲得晉陞

時，他的月薪亦增至約 12 萬元，因此，我覺得這並沒有甚麼特別異常的地

方。如果張議員說其薪金“貴到飛起”或其他原因，說他的薪金超過以前兩

人的薪金總和，或許我也會質疑，但現在事實並非如此。 

 

 再者，高級助理一職，主要負責協調行政長官與內地政府和組織聯絡，

並就行政長官、社區團體和各界組織聯繫事宜進行研究，提供意見。隨

CEPA 的簽訂，加上中港兩地的交往只會越來越頻繁，由一位熟悉內地及國

情的人員協助行政長官，我們認為確實有其實際存在的需要，亦覺合情合

理。因此，自由黨不會支持這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主席，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要求削減 190 萬元，這削減實際上

是把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一職刪除。有關職務主要為行政長官處理

與內地有關的事宜，從高層次與中央政府及內地組織進行聯絡工作。 

 

 民建聯認為這項工作、這個職位是應該存在，並且是有需要存在的。剛才

楊孝華議員也提及一些前因和後果，我不想在這方面加添甚麼或再作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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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感覺到這職位是有需要的。民建聯認為這項修正案，即張文光議員的

修正，是既沒有意義，也沒有需要的。其實，這項修正案說到底，也是旨在

打擊行政長官的管治威信，因此，民建聯是反對此項修正案的。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財政司司長，你是否想發言？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首先多謝各位議員討論這項議案，讓我有機會講

解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工作。 

 

 張文光議員建議把行政長官辦公室的 2004-05 年度開支預算削減 190 萬

元，從而建議刪除高級特別助理一職。多年來，行政長官辦公室一直遵循政

府的目標，致力盡用資源、提升效率、節省開支。在 2004-05 年度開支預算

草案中，行政長官辦公室兩個綱領的撥款額是 5,976 萬元，這項財政預算是

透過縮減人手和運作開支以節省資源的結果。與 2003-04 年度相同綱領的修

訂預算比例比較，行政長官辦公室本年度的預算節省了 130 萬元，與 2002-03

年度實際開支相比，節省了 480 萬元。行政長官辦公室僅佔整體政府開支的

一小部分，這項節省金額實屬相當可觀。 

 

 我必須表明，進一步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的撥款，將會嚴重妨礙行政長

官辦公室的有效運作，不符合公眾利益。因此，政府強烈反對張文光議員建

議的修正案。 

 

 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確保行政長官在政策制訂和協調方

面得到 佳意見和支援，當中涉及大量聯繫、聯絡和統籌的工作。高級特別

助理身負重任，須為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以協助處理內地有關的事宜，並且

在高層次與中央政府和內地組織聯絡。這些職務對行政長官辦公室，以致整

體政府的工作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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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特別助理一職是以非按公務員條款聘用的形式聘用。從公務員編制

之外聘請人員以履行特定職能，是政府不時採用的方法，亦行之已久。這類

僱員不會納入公務員編制之內，不能晉陞或調任至公務員職位，因此，無礙

公務員的晉陞。 

 

 行政長官辦公室會致力達成政府的目標，縮減運作開支和人手編制。如

果要進一步削減撥款，將會對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運作產生嚴重影響，不符合

公眾利益。因此，懇請各位議員反對這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張文光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回應自由黨及民建聯的意見。 

 

 楊孝華議員代表自由黨表示，他們同意節省開支，但不同意削減行政長

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的職位及該 190 萬元。大家須留意一點，就是行政長

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陳健平先生的職位，在他未陞職前，其實已經是負責

特區和中央及內地組織的關係、已經是做同樣的工作，只不過是正當民主黨

準備建議削減一個懸空的職位，即削減路祥安當時擔任的高級特別助理職

位，而在我們還未取得庫務局的資料、未得知究竟這個職位的薪酬是多少的

那數天期間，便讓陳健平晉陞至同一職位，讓他多領四萬多元的薪金。到了

後，我們已無法削減這職位，而我們 後也無法得知真正薪酬的數目。這

就是我所說，如果自由黨真的希望節省開支，而同時又沒有否定陳健平過去

亦是執行同樣的工作，那為何不能接納民主黨今天的修正案？削減了這個職

位，陳健平仍然可以做回同樣的工作，而且也可以節約金錢，這是一舉兩得。

為甚麼不能削減、為甚麼不支持削減？ 

 

 葉國謙議員代表民建聯表示，我們這次削減開支建議，只是為了打擊行

政長官的威信。坦白說，不論削減這個職位與否，行政長官也沒有甚麼威信

可言了。此外，喬曉陽架空行政長官、設計政制，已令行政長官威信盡失，

甚至令他失去了他應有的位置，甚麼時候輪到我這項輕微削減 190 萬元的議

案，得以令行政長官威信盡失？威信不是單靠 190 萬元建立的，威信反而是

建基於尊重 700 萬人民主的訴求，這樣做才會有威信。因此，我今天希望議

員能夠支持我們民主黨，刪除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的職位及該 190

萬元。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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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文光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張文光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EUNG Man-k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張文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在 3 分鐘後，

開始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 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

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楊孝華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

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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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

陳偉業議員及黃成智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

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馮檢基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

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5 人贊成，21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3

人贊成，13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3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總目 21 的款額納入附表。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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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總目 122。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5,550 萬元，

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多年來，我一直因為投訴警察課並非獨立於警隊以外，所以缺乏公信

力，因而要求把它取消，詳細論據，我不再重複了。 

 

 政府向各位議員游說，反對我提出的議案。如果我沒有看錯，議員拿出

去年的游說信，便會發覺這封信與前年及再前一年的信件是一模一樣的。當

然，有人會說，阿涂，你每年都提出這議案，所以信件便一模一樣了。但是，

問題在於政府每年都說會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進一步

改成法定組織，當完成有關法例的相關草擬工作後，便會提交法例。前年，

再前一年，政府都是這樣說，而去年是這樣說，今年又是這樣說。這是我希

望各位同事明白的。況且，政府可能有新論據，因為換了新局長。前任局長

表現差，已鞠躬下台，現在的局長是李少光，也許會有不同。 

 

 不過，問題是，政府有否提出時間表呢？是完全沒有的。換言之，政府

可能希望改善警察自己人查自己人、改善失去公信力的制度，要作出補救，

因而設立了警監會，但警監會並非法定組織，政府是要把它改為法定組織，

以便進一步鞏固它的權力和進行監察，然而，儘管希望如此做，情況仍是一

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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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在 1993 年，立法局已通過議案，要求

投訴警察課獨立於警隊之外，到了 1997 年，當時政府想把警監會法定化，

而我亦成功提出修正案，增加了調查權。換言之，當警監會認為投訴警察課

的調查有問題時，警監會可以進行調查，所以，已不重於投訴警察課是否

獨立於警隊之外，該課仍屬警務處內部編制，只是當警監會（由政府委任進

行監察的）也認為有問題時，該會便具有法定的調查權。然而，我的修正案

雖然通過了，但政府其後還是寧願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把整項條例收回，

即是說不把它法定化便算了。到了 1997 至 98 年，當年是臨時立法會，該項

條例可能又並非必不可少的條例。 

 

 從 1998 年一直拖延至 2004 年的今天，老實說，行政長官每年在施政報

告都說會把它法定化，快將法定化了。然而，一年復一年，一年拖一年，現

在已到了 2004 年，我不知道同事心裏有甚麼看法。即使議員反對投訴警察

課獨立於警隊之外， 少也應發言，向政府施加一點壓力，如果政府決定要

做的事也不去做、不交貨，而我們又只是隨便說兩句，甚至不發言，只提出

反對投訴警察課不要獨立於警隊以外的話，我覺得本會便不能給予政府一個

強烈的信息，指出政府在現行的制度下，對於能夠改善的部分亦不進行改

善，仍然是一年拖一年的。我不知道同事能否接受這個信息。 

 

 此外，議員要明白，從警方、從政府自己的角度，即使投訴警察課不獨

立於警隊之外，政府還可以採取很多措施。以前，警監會內有人（有些人是

由他們自行委任的）曾提議投訴警察課的主管 ─ 現時是總警司級的 ─ 

可否由非警務人員擔任，政府當時亦說不可以。請記，這是由警監會自行

提議的。其次，游說信中提及增設觀察員，我便提議這些觀察員可否由專業

人士或聘請全職觀察員或監察員出任，而不要由一些公務繁忙、難以隨傳隨

到的區議員、滅罪委員等出任，但政府對這些提議亦說不可以。 

 

 政府的游說信中承諾的改善，只不過是法定化，但法定化的程序仍不斷

地拖延，一直未有落實。我希望各位同事看看是否仍然能夠接受政府這樣的

處理方式。政府的做法每次都是這樣的，要權力時便立即爭取，建立監察、

平衡機制時卻慢慢來。這是我的感受。當年我提出建議時，唐英年司長還坐

在我的鄰座，即現時何秀蘭議員所坐的位置，建議由 1993、94 年提出至現

在，而在 1993 年第一次動議時，他亦在場。現時，司長在政府已佔很重要

的位置，所以今天，我希望司長可在政府內部加快處理這問題的速度。即使

你是從自己的角度來看此事，也應考慮到要博取市民的信任；由自己人查自

己人的做法，始終缺乏公信力，會令人不服氣。我覺得即使說是在調查後發

現有關的警員沒有問題、沒有濫權等亦不能算公道，因為市民會不服氣，認

為其中一定有隱瞞、有包庇， 後市民仍是怨氣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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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終的論據是，每年都有數千宗投訴，如果投訴警察課沒有公信

力，怎麼還會收到投訴呢？局長，請你記，很多投訴都是我們要求投訴人

作出的，我們向他們說明這是唯一的途徑。如果有事件發生了也不投訴，局

長明年便可以簡單地回應，說警察的表現越來越好，所以投訴個案也減少

了。屆時，我也不知道會否說這是由於投訴警察課的公信力已下降至沒有人

投訴的程度。事實上，市民是沒有其他申冤的辦法的，由於沒有其他辦法，

所以惟有前往投訴警察課，即使他們起初不願意， 後也要前往投訴警察

課。 

 

 我希望同事即使不支持我的基本概念，但也應看得出政府對於能夠做

的、承諾會做的，仍然拖延甚久。同事能否也發言向政府發出強烈的信息，

迫政府有所進展呢？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55,500,000 元。” 

 

 

何秀蘭議員：主席，首先，我想表明我很佩服涂謹申議員每年也提出這項修

正案，但其實我更希望政府盡快採納我們立法會的意見，盡快令我們無須再

提出削減分目開支的修正案。事實上，自從當局在 1997 年在三讀前撤回《投

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後，直至現時也未有任

何正式措施，使這個投訴警察課可以更獨立，以取得巿民的信任。政府雖然

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的賦權條文放在立法議程內，說

會再次提交法案，但直至現在，也仍然只聞樓梯響，實際的工作卻尚未展開。 

 

 政府提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提高現時投訴警方制度的公信力和透

明度，但我們覺得應該賦予警監會實權，讓警監會在某些情況下可主動調查

投訴個案的細節，讓一些事件得到公開和公正的處理，否則，“自己人查自

己人”這項對投訴警察制度缺乏信心的核心問題，是完全、完全無法得以解

決的。 

 

 主席，近來有兩件事例，可以完全和清楚地反映巿民對投訴警察制度沒

有信心的嚴重程度。第一件是天水圍 近發生的倫常血案。警方初時否認受

害人曾到警署報案，但因為女死者生前的朋友出來指證，警方才改變說法，

表示經過調查後，女死者確曾到過警署求助，但當值的警員認為她沒有即時

危險。明顯地，該名警員違反了警隊的《內部守則》。雖然新界北總區指揮

官陳德立警司指事件“實屬不幸”，但他也沒有實在地指出處理案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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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問題、有沒有不妥善之處。這樣做是很難取回社會的信任的。當天，

有婦女團體到政府總部遞信，局長讓他們先向記者說話來“補鑊”，但這並

不能挽回公眾的信心。在這事件中，大家看到女死者的朋友寧願向傳媒公開

他們就這件事所知的事情，也不肯到投訴警察課正式就這宗個案作出投訴。

我相信如果政府不認真處理投訴警察課的公信力問題，這些事件是會陸續發

生的，結果是會令警方更麻煩，因為逐漸地大家會利用傳媒來審訊警方，

這樣，警方的公信力便會越來越低。 

 

 主席，另一個例子是性工作者。我們在這裏也曾提出過一項口頭質詢，

當時是問局長知否在過去數年，有多少宗這方面的投訴個案。局長的答覆是

在 3 年內只有一宗。我們便問一項跟進問題，問局長是否理解為甚麼 3 年來

只有一個人肯投訴呢？這是因為在投訴後，第一，是無法作出跟進；第二，

是據事主稱，她在投訴後受到的滋擾更大。 

 

 如果沒有一個獨立的投訴機構，是完全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因此，主

席，如果這個投訴警察課只是一個裝飾的機構，甚至成為一個拖延投訴的機

構，我是完全同意削減這個分目，以迫使政府真真正正地面對這項問題的。

無論是對當事人或無辜被投訴的人而言，如果其後希望得到公正的對待或有

公信力的調查，以還他清白，我相信這會是一項更好的措施。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劉江華議員：主席，這個話題正如涂謹申議員所言，可能也沒有甚麼很大的

新意了，即在答案或在回應方面，我相信也只是重複過去數年的意見而已，

但對於涂謹申議員所說的意見，我唯一同意的一點是，政府曾經提及，而且

已經談論了數年的有關新法案必須盡快提交立法會，以便在投訴警察的機制

方面能夠有一些新措施，以回應市民的訴求。不過，我不同意的是，如果因

為投訴警察課在一兩宗案件上做得不理想或公眾覺得有瑕疵，或許甚至議員

也覺得有不足的地方，便推論說整個投訴警察課也不能夠發揮監察的功能，

我覺得這樣說實在是有點所謂以偏概全，是我不能接受的。因此，主席，我

覺得如果我和各位議員同意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換句話說，便是要投訴警

察課“關門大吉”。如果真的“關門大吉”，市民的投訴便更可說是投訴

無門了。我相信這是市民大眾不願意看到，而且也是民建聯不願意看到的，

因此，我們不贊成這項修訂。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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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馮檢基議員：主席，其實，這項議題已經討論過很多次。在大方向上，我與

涂謹申議員的意見完全一致，也希望警方盡快把有關的法案提交立法會。不

過，我今次也不能夠投贊成票，因為我已諮詢過一些街坊。其實，在深水

區有相當多的街坊有時候也在一些事情上受到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對待，可

是，如果取消了投訴警察課，即如果投贊成票，意思便是我們不再撥款了，

換句話說，便會令投訴警察課立即不存在的。雖然它有瑕疵和有缺點，但我

收到的回應是，有始終好過沒有，即是說可能在 100 宗個案當中，只有 10

宗、20 宗或 50 宗個案獲受理，但也總較一宗也不處理好一點。如果已經有

另一個機構可以取代這個機構，我便會完全同意是沒有需要設這個機構的。

不過，如果今天投贊成票，以致投訴警察課消失的話，換句話說，會變成完

全沒有任何機制，我覺得這樣便可能會少了一項服務， 少是少了一個可供

市民採用的機制。因此，我不能夠投票支持。 

 

 

陳偉業議員：主席，這項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其實也應該是沒有甚麼新

意的了，可是，在聽過劉江華議員說的話後，我好像被刺刺般，很不舒服。

剛才，劉江華議員說不應因為一兩宗個案，便取消這個制度。可是，我們現

在不是說一兩宗個案，我希望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清楚知道這點。 

 

 如果翻看投訴警察課證實有效的調查紀錄，有 97%或 98%以上的投訴也

是不成立的，每年也是這樣的。在地區上，民建聯有不少地區的議員，我想

它也有不少會員，特別是那些職業司機，對警方的處理手法感到很憤怒和有

很多積怨，即當他們感覺受到不公平對待時，是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處理和伸

張的。即使他們到投訴警察課投訴，很多時候也會被勸諭不要落案。如果他

們正在被警方檢控，投訴警察課便會叫他們等到檢控完結後再來。即使是投

訴警察課，在處理市民的投訴方面也有很多不公正的例子。不要說開了檔案

的投訴，即使是市民到投訴警察課投訴時，已受到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合理

的對待。因此，問題是投訴警察課基本上是一個制度上的毒瘤。這個毒瘤一

天存在，整個制度便沒有可能健全。如果我們認為（特別是站在議員的立場

或公眾的立場認為）整個制度是重要的，便一定要先除去這個制度內的毒

瘤，即投訴警察課，因為這個毒瘤是令整個制度不能健全運作的。 

 

 因此，我覺得就我們的工作而言，特別是在剛才聽過馮檢基議員說的話

後，我更覺得那種邏輯思維可能有問題。如果大家認同這個制度必須改革，

便一定要推動這個制度的改革，利用多種的方法來推動。政府利用行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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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否決一切的建議、否決市民的意願、否決立法會的意見。有甚麼方

法可迫使政府採取行動呢？對立法會而言， 有效的方法便是利用財政來打

垮它。如果即使是手上擁有的武器、工具也放棄了，便等同於投降了。明明

有些方式是可以迫使政府進行一些改善民生和做到市民要求的工作的，但也

不採用，那麼，身為立法會議員的人，又如何向市民交代、如何向市民解釋呢？ 

 

 我很希望再次指出，投訴警察課的問題，不是劉江華議員所說的一兩宗

個案的問題，而是制度上的問題，是數以千計、數以萬計個案的問題。如果

與低下階層市民談論這項問題時，他們所表現的不平和憤怒是很強烈的。 

 

 我們回看過去一些嚴重的個案，無論是市民或案主也好，怎樣投訴也是

沒有用的。我記得早前有一宗個案，是幸好閉路電視攝錄機拍攝到警方人員

的不法行為， 後，是因為有這些紀錄和資料，才能正式和成功地投訴警方

人員處理失當的。在該次事件中，好像是插贓嫁禍地塞一些毒品到某些人身

上，幸好被升降機內的攝錄機拍攝到，以及保存了這些紀錄，因此其後投訴

才獲得受理。 

 

 過去多年來，我也接獲不少投訴，包括一些“道友”的投訴。有些“道

友”經常出入監牢，但當中有些人也是感到很不滿的。他們說在一些情況當

中，分明是“砌他們生豬肉”的，他們身上明明沒有毒品，警員便把毒品塞

到他們身上，說是他們的。可是，他們案底累累，到哪裏也沒有人理會他們，

即使有證人看見，也不敢作證。這些例子是多不勝數的，因此，如果制度不

改變和不改善，這些問題仍是會每天繼續出現的。為何警方人員可以這麼明

目張膽地做這些違法行為呢？正正是因為有一個不公正和偏袒的投訴制

度，令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如果這個制度不改變的話，我歡迎涂謹申議員每年提出取消這筆

撥款、動議取消這筆撥款的修正案，直至這個制度得以改善為止。希望議員

利用他們手上的工具、和用他們手上的武器，迫使政府改善這個制度。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劉江華議員：主席，可能陳偉業議員站起來說話時，便會比較衝動，他未必

很理解我的看法。讓我在這裏說清楚一點，我剛才所說的一兩宗案件，是指

剛才有些議員引述了一兩宗案件，但我覺得不應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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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真的如陳偉業議員剛才所說，有九成投訴是不成立也好，我相信陳

偉業議員也很難就此告訴大家，這九成投訴是一定會成立的 ― 不一定是

這樣的。 

 

 第三，我從來沒有說過投訴警察課是完美的，完全沒有不足之處。這點

我完全沒有說過。因此，我才希望政府有關當局盡快把新的法案提交立法

會，我們希望能補其不足。 

 

 後，如果藉取消或不撥款來令投訴警察課關門大吉的話，這實在非巿

民之福，亦堵塞了巿民希望提出投訴的渠道。 

 

 

陳偉業議員：主席，劉江華議員“ 叻”便是說了不認帳。我很清楚的聽到

他說不要因為一兩宗案件，便以偏概全，但投訴警察課的問題正正並非一兩

宗案件的問題。就市民的申訴制度，以及我們自己所設的地區辦事處而言 

─ 我不知民建聯方面的情況，因為一些市民可能覺得民建聯偏袒政府、偏

袒投訴警察課的制度，所以根本不會向民建聯投訴 ─ 我自己在地區上接

觸到有關警方人員的投訴，已經數以十計、數以百計了。因此，如果民建聯

的議員說只是有一兩宗個案的話，我可以很肯定、很清楚的告訴劉江華議員，

這個絕對不是事實。 

 

 

劉江華議員： 後，這樣的爭論可能太過無謂了。不過，你剛才應已聽得很

清楚，我只是說在本會，在這裏所提到的一兩宗案件。事實上，陳偉業議員

亦想知道我們在地區方面的工作。我們設有很多辦事處，我們也收到市民對

投訴警察課提出的不滿。如果政府翻查紀錄，便知我們也曾去信投訴警察

課，就某些程序和處理方法，表達我們的不滿。這不限於一兩宗個案。可是，

我們不可只因為這個原因，便抹煞投訴警察課所做的一切工作，認為該課所

做的不對，做得不好，這是偏激。我劉江華跟陳偉業議員 大的分別便在

於此。我不相信投訴警察課所有的公務員都當市民完全“冇到”，情況並非

如此。事實上，我們也曾處理過一些個案， 終令一些警員被投訴成立。為

甚麼不承認這些呢？為甚麼要側重於一方來看呢？這便是我們 大的分

別。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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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想現在的爭論點已很清楚，便是我們是否認為制

度是一項重要的因素，我們是否有一套良好的制度足以確保程序公正？公正

的程序會令各人感到較為安心，因為由此程序得出的結果有較大機會是公正

的。再者，因為這個程序所得出的結果而受影響的人， 低限度會較為心服

口服，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現在，劉江華議員 ─ 可能由於他代表民建

聯的看法 ─  覺得制度問題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負責處理的人是否能

妥善處理。無論如何，他 少令我有這個印象。我認為這種想法存在很大的

問題。 

 

 現有數字已可以很清楚地顯示現時的情況，在每年四五千宗投訴中，只

有少數 ─ 十數宗 ─ 是成立的。我們議員作為第一線，接獲很多人的

投訴、不滿及質疑，這是事實。不錯，我同意劉江華議員所說，對於現在那

數千宗投訴是否能成立，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也只是聽一面之詞。可是，如

果有一套良好的制度，大家 少會心服口服。現有制度的問題何在呢？便是

缺乏獨立性，因為現時是由警員來調查警員。另一方面，我亦知道由於是由

“自己人”調查“自己人”，他們要面對很多限制。因為，警方內部可能會

有很多相互的影響，例如警員日後可能會調回相關的警署工作；而制度亦確

實構成很多限制，令他們受到很大的掣肘，面對很大的無形壓力。更重要的

一點便是觀感，因為在現有安排下，市民會覺得即使是公正地處理，他們也

不會相信。因為是由警員調查警員，而有關警員可能曾在同一“環頭”工

作，大家可能是相識的、可能是同事，甚至可能是好朋友。 

 

 我們暫且不談警監會的問題，我們其實也提出過很多改革建議，例如我

們提出投訴警察課是否應由一個獨立的非警方人士主管，並在投訴警察課中

增加多一些非警方的人來協助掌管和監察有關工作。一直以來，有關該課的

結構性改革，全部不獲接納。因此，我覺得改善制度，其實不僅是要還投訴

者一個公道；對於那些被投訴的警員，他們也可取回公道，因為有關他的投

訴本來可能不應成立。可是，現在的情況令大家覺得根本並不公道，是包庇

警察的。這樣不單止對投訴者不公道，對警方也不公道。因此，我再次強調，

這是制度的問題。我們不應再說因為某些個案處理得很好，有問題的我們會

再跟進，我們不可以說當中並非完全沒有好人等，因為這並非問題所在。要

是制度不好，即使好人也不能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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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強烈反對涂謹申議員提出取消對投訴警察課撥

款的修正案。在過去數年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涂議員也曾提出

相同的修正案。我明白，他主張由獨立機構調查關於警方的投訴，但我希望

大家可以客觀地考慮一下，將投訴警察課的運作開支全數刪除，究竟是否明

智呢？這項修正案究竟會否改善現行的制度，還是只會把整個制度毀於一

旦，令市民投訴無門呢？ 

 

 目前，有關警務人員的投訴，由投訴警察課處理。投訴警察課與其他負

責前線工作和行動的組別，在警隊內隸屬不同的部門，由不同的指揮官管

轄，目的是確保調查是徹底和公正的。在完成調查後，投訴警察課會把每項

調查的詳細報告提交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審議。警監會

絕對有權要求投訴警察課呈交關於投訴個案的任何資科和文件，以進行審

閱。警監會的委員亦可以會見證人，澄清任何的疑點。此外，委員又可以親

身觀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假如警監會對投訴警察課的調查有任何不

滿，亦可以作出質詢，並可要求投訴警察課作進一步的解釋，或重新調查有

關的投訴，甚至將個案連同警監會的建議轉交行政長官。 

 

 這個制度運作了二十多年，其間不斷作出改進。過往數年，我們更推行

了連串的改善措施，包括開放部分警監會和投訴警察課的定期會議，讓公眾

人士旁聽，以及由警監會設立監察嚴重投訴個案的小組。投訴警察課每月須

就指定的嚴重投訴個案提交進度報告，小組可就報告提出意見和質詢。 

 

 除此以外，我們亦在 1999 年 9 月開始，進一步擴大了觀察員的計劃，

委任了一些前警監會的委員和社區的領袖擔任觀察員，以事先安排或突擊方

式，親身觀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包括會見證人、投訴人和被投訴人，

以及到事發現場搜集證據。目前，連同現任警監會委員在內，觀察員的數目

已經達到八十多名，大大加強了警監會的監察能力，觀察次數亦由 1996 年

的 26 次，增加至去年的 23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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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警監會在現行制度下，已經充分發揮了有效的監察作用。在 2003

年，投訴警察課接受了警監會的意見，就 105 宗調查的結果作出了修改。警

監會在覆檢個案時，往往會提出質詢和建議。投訴警察課基本上也會接納，

也能圓滿解釋或跟進有關的建議和質詢。雙方不能達成共識的個案極少。很

多時候，整年也沒有一宗。由此可見，警監會在整個投訴制度中，已經發揮

了高度的影響力。 

 

 至於有意見指投訴警察課所接獲的投訴，被證實的比率偏低，我們絕不

能夠單憑這些數字，便完全否定現行投訴警察制度的成效或可信性。我相信

各位議員都同意，警務人員與其他人士一樣，也享有“假設無罪”的權利。

因此，我們不能預先設定某一比率的投訴必須被定為“證明屬實”，亦絕對

不能以有關的比率作為衡量一個投訴制度的成效和指標。 

 

 我們必須指出，大部分個案事實上是無法追究或被投訴人撤回。在 2003

年，這些投訴便佔全年經警監會審核投訴總數的 43%。投訴人撤回投訴的一

個常見原因，是因為投訴的性質輕微，只因為一時之氣而作出投訴。不過，

投訴警察課仍然會查明投訴人撤回投訴的原因，如果認為這個投訴有可能證

明屬實，投訴警察課會繼續調查有關的個案，並會通知投訴人。至於無法追

究的投訴，主要原因是未能得到投訴人的合作。此外，在各項投訴指控當中，

屬性質輕微的，例如態度欠佳，或是使用粗言穢語等亦佔大多數。在 2003

年，這類指控便佔了全年經警監會審核的指控總數近 40%。撇除了撤回投訴

和終止調查這些個案，在獲得投訴警察課調查和警監會審核後而證實的投

訴，在去年的比例達到 14.5%。 

 

 主席女士，現行的投訴警察制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警務人員的專業

知識，以及他們對警務工作的深入瞭解，就投訴個案進行調查。另一方面，

亦設有獨立而有效的監察和制衡制度，確保投訴獲得公平和徹底的調查。此

外，藉處理和調查這些投訴，警隊可以迅速掌握其中工作或程序上不足之

處，對症下藥，改善服務質素。故此，現時由投訴警察課負責調查，而警監

會負責監察和覆檢，是恰當和有效的安排。為了進一步提升現行制度，我們

現正草擬法例，給予警監會法定地位。此舉可更明確地釐定警監會的工作、

職能和權力，有助進一步彰顯警監會的獨立性和透明度，從而加強市民對投

訴警察制度的信心。待法例的草擬工作和有關工作完成後，我們會把法案提

交立法會。 

 

 剛才有數位議員都很關心，這項新法案將於何時提交立法會，涂議員指

控我們有心耽誤提交有關警監會的法案，但我可以和大家說，我們完全沒有

任何耽誤的意思。我們原來的計劃，是希望在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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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案。可是，大家也知道，在每一個立法年度內，只有有限的檔期供我

們提交新的法案。由於在本立法年度內，保安局有其他更迫切的立法項目須

盡早處理，所以使我們未能在本立法年度內提交有關法案，我們會積極進行

草擬工作，希望可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提交有關法案。 

 

 涂議員的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我們便沒有了投訴警察課，我們將會有

好一段時間無法接受和處理市民的投訴。這是既不符合公眾利益，又不負責

任的做法。此舉將會完全摧毀現時行之有效的投訴警察制度，令市民變成真

正投訴無門。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們，表決反對涂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涂謹申議員：主席，或許有數個觀點是要處理一下的。第一，取消現時的制

度後，是否便投訴無門呢？這牽涉到同事現時要作出判斷。如果大家的判斷

是“俾個天佢做膽”，也不敢在警隊內不設投訴警察課，或完全不提供一個

投訴制度 ─ 這是我們不相信的。所以，如果大家是有這樣的意見 ─ 

請大家儘管說出來。 

 

 現時是否有此課較沒有為好呢？馮檢基議員說有是較沒有為好，其實他

也並非給予很高的評價。如果問我的話，我考慮到它現時的運作及市民對它

的信心，老實說，我覺得現時也是投訴無門的，做法是不讓人覺得公正的。

很多人也覺得它是“拖延投訴課”、“消滅投訴課”，“叫做處理投訴

課”，很多人都看到這些現象。 

 

 同一筆金錢，同一論據，便說到 ICAC（廉政公署（“廉署”））。該

署今年已成立 30 周年。30 年前，也有人提出同樣論據，質疑說由其他機構

調查警察貪污，哪會“叻”過警察部？今天，我們收到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文

件，得知廉署提到以權謀私的行為。原來廉署現時是不能拘捕涉嫌犯以權謀

私罪行的人。大家不妨看一看，這是今天披露的。所以，廉署便想取得這權

力。不過，原來《警隊條例》內則具有此權力，所以警隊可以調查“自己人”

以權謀私的行為，或其他人以權謀私的行為，甚至調查公務員也可以。但是，

廉署便不能這樣做，所以便要求改革，因為是看到出現了問題。這樣讓我們

也看通了 ─ 前些時候，我引述過一個為何不能作出拘捕的例子。 

 

 數十年前已有這論據，對嗎？政府可否告訴我們，如果這部門獨立了後

會有何不好呢？是否會很差，很壞呢？如果不是這樣時，它又能否解決形

象、公信力的問題呢？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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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回覆我們說警監會的法案排不到期，這是當然的了。政府想取得權

力的法例當然會排先，至於旨在監察的，便要遲一些了。大家想一想，1998

年臨立會後，正式成立了第一屆立法會，到了 2000 年，由於政府不想進行

此方面的事，於是便進行諮詢。由 2000 年開始，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

也同樣地這樣說。2000 年說快了，兩年後便會做了；2001 年沒有做，說到

2002 年才做；到了 2002 年仍沒有做，便說到 2003 年做；2003 年又沒有做，

便說到 2004 年才做。每年都一定會有點事是要快些進行的，因為保安局每

年都會不斷取權，取得這權力後，又會取那項權力，而進行監察的則沒有取

得。例如有關監察警隊的法例，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92 年已發表報告書說

要做了，至今已 12 年了，結果仍是一樣。監察的當然會是遲一些的，是一

定沒有時間性的。 

 

 此外，不獨立，會出現很多問題，事實上，我希望同事明白這是死穴。

對於有案在身的人，投訴課是不能調查的，為甚麼呢？因為如果該人給了口

供，便“局”要把該份口供交給調查隊，因為警隊是一整體的部門，即如

果有人投訴警察，而該人又正被警方檢控，那麼凡由該人提供的口供均要交

給調查隊調查。從律政司的角度來看，這樣做可能對會該人不公平，於是便

會告知該人這可能會對他造成不公平。 

 

 然而，大家又可試看廉署的做法。如果某人有案在身，而警察拘捕了他，

接該人投訴警察貪污，廉署是會照樣開 file 調查，而不會因為他有案在身

而拒絕調查。廉署還會進行一些 covert operation（隱密調查），即會安裝一

些例如錄音機等東西，然後叫該人再去看看他們會否仍然收賄，很多時候便

可藉此偵破這些案件。但是，投訴課便不能這樣做了，為甚麼呢？因為它受

到法律的限制。有些市民要求我提出， 重要的是叫那些到投訴課的市民把

投訴時的情況收錄一些回來 ─ 現時的數碼錄音機是很小型的 ─ 便

可知道他們當時有多慘了。  

 
 此外，有同事問，同樣的金錢是否不能做到甚麼呢？其實，同樣的金錢

已可成立一個獨立機構。廉署對此是很清楚的，這是無須重複的了。有同事

提出了數宗案件，其實我可以告訴各位同事，很多案件的案主是真的沒有信

心而不想作投訴的，其中包括海關的人員對投訴警察課也沒有信心。數年

前，一位海關休班人員被一隊 PTU 在紅磡毆打得很厲害，他的整個工會到來

找我，第一件事便是要求我進行獨立調查，不要讓投訴警察課做，他們對該

課沒有信心。  

 
 此外，有一位當年與我同住一間大學宿舍的牙醫被疑是警察的人毆打，

打得門牙也掉了，他問一位當年曾與他同住 Ricci Hall、同窗數年，現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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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為警司的同學：“你看如果我到投訴警察課投訴，結果會怎樣呢？”警司

回答說：“你要投訴是沒有意思的，實際上是查不到的。”這是那位警司同

學自己對他說的，警司說一定查不到。那位牙醫向我說，他的那位警司同學

從前與他同住 Ricci Hall 數年，如今對他說這樣做是沒有意思的，反而叫他

不如告訴他是誰做的，稍後他可要求有關“環頭”的那個人出來向他斟茶道

歉好了。可見他們對自己同事的行為也是知道的。警司對自己的同學、數

年的同窗，當然會向他說真話，不過，這是關乎整個社會對它的信任。 

 

 我每年也會到警察部參加一些獲晉陞為總督察或警司的慶祝聚會，我知

道立法會內不同的派別也會有很多同事前去參加，與他們談談一些大家都關

心的課題。他們每年的 hot topic，一定是與我談及的投訴課的獨立問題有關。

我發覺在這兩年，他們本身 ─ 我是說獲陞為總督察和警司級的人 ─ 

也越來越覺得情況既然弄到如此地步，根本是否獨立也沒有甚麼關係了，獨

立了反而會增加公信力。當然，他們說，機構一旦獨立後，他們便 remain silent

（保持緘默）。我說這個不要緊，你們便保持緘默吧，任何人到 ICAC，也

可以保持緘默，便讓獨立了的投訴課看看能否調查得出吧。現在，也有越來

越多的警務人員向我說：“算了，我們也懶得擋你了。”我希望局長會回去

進行一些諮詢；警務人員真的越來越多持有這看法，當然，他們是在閉門的

情況下說這些話的，而我與他們的交流，也是很坦誠的。  

 
 局長在今次的答覆中，竟然沒有說出何時可把法案提交立法會。我希望

局長留意一下所謂重要性，尤其是這法案已拖了多年也沒法提交立法會，在

下一個立法會年度裏，在編排法案的優先次序時，我想建議，是否應把這法

案編排得高一些呢？是否也可就此在行政會議上爭拗一下，或能否在行政署

長方面提出呢？否則，這法案的提出便永遠也遙遙無期，一定是無期的，因

為政府認為目前的情況已經很好了。我不知同事對此事覺得怎麼樣。 

 

 後，我想作一個回應的是，劉江華議員說他也希望提交法案時能改善

現時的不足。但是，我要挑戰劉江華議員、民建聯或其他黨派的議員，便是

政府屆時提交讓警監會獨立的法案時，你們會否要求讓警監會增加調查的權

力呢？這對改善制度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們不支持的話，或許市民便能看得

清楚了。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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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

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

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

陳偉業議員及黃成智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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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

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馮檢基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

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4 人贊成，22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3

人贊成，13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2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3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條文附表，

或附表的其餘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反對這項議案。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剛才所說的分目，

全部也是獨立的分目，即是就獨立的項目進行辯論，它們並非同一個分目內

極細微的細節。舉例來說，張文光議員提出削減某一個 post ─ 行政長官

辦公室內的某一個職位，或接討論的投訴警察課，或神秘的特別服務開支

等。我覺得維持原來的 3 分鐘是比較穩妥。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114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劉健儀議員，你是否有需要發言答

辯？ 

 

（劉健儀議員表示沒有需要）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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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國強

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

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

贊成。 

 

 

李家祥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

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及

劉漢銓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

陳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馮檢基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22 人贊成，5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2

人贊成，14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fiv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4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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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為削減分目 103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8,000 萬元，

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主席，我也不會長篇大論地重複說甚麼，但我希望特別提醒各位同事，

甚至是公眾，這項很多人俗稱為“線人費”的警隊開支，事實上它的全名叫

做“酬金及特別服務”。根據政府所說，它包括賞金和線人費，以及購置和

維修一些設備的費用。因此，我會給它一個名稱為“神秘特別服務開支”，

或 少較為中性地叫它做“特別服務開支”，因為純粹叫“線人費”，我們

卻不知道這項“線人費”究竟佔其中多少個百分率呢？ 

 

 也許由於這數年來有關警察的線人或底的影片較為流行，公眾可能受

到誤導，便以為八千多萬元全是線人費。事實上，沒有人知道這筆款額中，

“線人費”的開支究竟佔多少部分，而且有多少是不屬於這項目的呢？這些

是相當敏感而秘密的開支，而不屬於這項目的開支其實也很多，包括刑事情

報科編制中約 400 人，所需的約 1 億元的開支並不屬於特別服務開支這項目

的；技術支援組的 100 人，開支大約佔 4,000 萬元，卻並不包括在這項目中。

近數年，我們更新了整個刑事科的保密通訊設備，費用達 2 億元，也不包

括在這項開支當中的。 

 

 換句話說，如果需要一些基本人手和設備，即使開支數以億元計的，其

實也不屬於這項目的開支之內。因此，這項 8,000 萬元的開支真的很難令人

理解，為何有需要花上 8,000 萬元呢？這 8,000 萬元中的大項分類，可否讓

人知道呢？否則的話，單說購置及維修一些設備，根本是可以在其他項目中

開銷的，除非這些只限於保密通訊或保密的事宜。這項分目 令我們擔心，

這項分目的歷史是從前港英時代政治部的撥款，以進行政治監控的工作。當

然，當時的撥款數目遠比目前為多；但問題是現時連分項、大項都不能讓我

們知道，或像其他的法權地區般，有監察委員會，或在某程度上可以讓立法

會作出較多的監察。我相信對於這分目的支出，我們無法信服的，除了某部

分（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是用於防止罪案、偵緝嚴重罪案）之外，還有多少

是用於對不起香港人的事宜呢？有多少是用於進行污糟邋遢的事宜、監控市

民、削減人權、侵犯人權的事宜呢？這是我們無法看得到的。 

 

 如果各位議員看看政府給大家的游說信件，那其實跟我剛才提及的信件

差不多，我相信有九成是相似的。我每次均會閱讀至 末那一行，因為可看看

他們說怎樣向前進展。我來舉例，在 2000 年的游說信中說：“我們承諾當

我們完成有關截取通訊的法例後，會於適當時間一併交代可公開哪些資料”。

接，在 2001 年，他們說，“我們會檢討，於適當時候會完成有關如何就

問責性和透明度取得平衡的工作，屆時可看看有哪些資料可予公開”。到了

今年，政府又表示，“我們會不斷檢討， 近，有關懸紅和賞金的事宜，我

們已在網頁上公開了”。我們所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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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截取通訊方面， 近在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問政府，由

1997 年到現在這麼多年來有何進展，很明顯政府也認為這一定是跟目前這項所

謂特別服務開支或神秘開支有關的。可是，事情已拖延了 7 年，有關的法例

卻沒有實施。此外，此方面的工作不斷拖延，年年如是。如果各位同事記不

起，讓我來提醒大家，例如在去年的游說信中，政府說，“在 2003 年末或

2004 年初，我們無論如何也會完成的”。 近，我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詢

問究竟何時才會有時間表，他們則解釋說由於這數年間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有些還要優先進行，例如反恐或其他等事項。因此，可見政府要取權時，

事情可以辦得很快，要求監察或要求把權力納入正軌、求取平衡等的時候，

便必然要久候。 

 

 我們處事當然也必須公道，舊局長由於做得差，因而問責鞠躬下台，新

局長上任只有數月，還不足 1 年，但我想向局長說，你的管理是會延續的，

作為新局長，你應該看看究竟欠了社會甚麼，哪些屬於侵權的做法、哪些屬

於應改善的事宜，因為這是法改會說所需的。關於截取通訊的事宜，究竟有

否時間表？無論事情多麼複雜，斷不能就只說“現在又有新科技”，新科技

是永遠都會有的，否則微軟便無法運作了。看！它還在不斷進行收購。任何

電訊、資訊科技，全部都要更新，對嗎？如果說由於有新科技便要拖延，那

豈不是永遠也做不成嗎？但是，局長，你要記，你截取通訊是由行政長官

以一個很空泛、含糊、基於公眾利益的理據作起點，那麼做甚麼事情都可以

此為理據，放權予任何公職人員來進行了。換言之，起點本身可以是極度濫

用權力、屬於侵權行為，卻沒有受到任何監察。你的起點正是這樣。你的起

點本身不是到法庭申請手令等，在已有的制度中予以改善，事情並非如此。

所以，那是很離譜的、極待改善的制度，然而，有關工作卻給拖延了這麼多年。 

 

 很多其他更為敏感的有關機構 ─ 即如我所說的情報機關，即使我們

的局長表示那些不是情報機關 ─ 他們事實上披露的事情卻較多，披露的

那些分項、大項等也較多。局長在游說信中還表示“我們有指定高級人員去

核實”，但卻沒有告訴我們“核實”的意思。“核實”就是指錢已經用掉

了，但如果該開支範圍本身或職權是用於一些他說是與防止罪案有關，而實

際上是侵犯市民的權利和作政治監控的目的上，有關人員仍然可以按這制度

繼續進行，然後核實的。 

 

 政府檢討了這方面的事項已為時 8 年，至今只表示那些懸紅、賞金等的

次數可以公開，但大家看看，在別的地方、國家，以英國（政府在去年的

答辯演辭中也有提及的）為例，他們的國會設有一個特別小組，叫 Security 

Intelligence Committee，是一個特別小組。那麼，政府可否考慮在立法會中

也設一個這樣的小組進行監察呢？對於這些，政府考慮至今，連任何些微方

向性的所謂平衡也無法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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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數年，我曾說過第二十三條和有關事項使我非常擔心。政府表示不

會的，即使第二十三條通過了，也不會增加開支。我回頭再看，覺得政府這

樣說可能令我更擔心。為甚麼呢？因為如果他們現已在進行一些工作的話，

那麼便不用增加開支了，他們是一直在這樣做，由回歸以來都是如此做，那

當然更不會增加了。不過，問題是，這答案本身含有兩個方向性。其一是，

假如這種工作原本已在進行政治監控中，那麼便無須增加開支了。因此，政

府在 近的將來，究竟可否進一步披露哪些是它確定為不可以做的事情呢？

例如，有哪些政治監控是政府認為屬於政治監控的，是一定不會做的？政府

可否設定一些範圍？ 

 

 政府是一定要這樣提出的，否則，很簡單，對於那些沒有申請牌照而進

行非法遊行的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豈不要預先偷聽那些人的電話通訊，

查看他們曾跟誰通話，有哪些人會去參加遊行？那麼，政府這樣做，不是正

在進行政治監控嗎？當然，政府可以把這樣做說成是防止罪行，那幾個人是

沒有申請牌照而進行非法遊行，政府內部的 memo 是可以這樣記錄的。 

 

 因此，如果局長想令市民較為放心，即使不要求政府披露開支的數目和

用在哪些範圍， 少也可以劃定一個範圍，說明“這些叫做政治監控，我們

是不會做的”。昨天，南非慶祝獲得自由 10 周年紀念，這是他們定下的主

題，當時唐英年司長也在場，他們的領使特別提到這個免被監控而獲得的自

由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局長考慮，在不影響你的所謂機密等情況下，是否會

採取政策上、原則上的措施，安定市民的心呢？ 

 

 後，我要談馮檢基議員去年所提出的一個理由，他說：“如果你把這

個分目取消了，那麼，真正要打擊嚴重罪行時便沒有費用可進行。”但是，

他在演辭中也多次表示，如果第一年不檢討這個問責性與透明度，還可以說

得通，他也得勉強支持政府，但到了第二年，便不可以了。到第三年，更完

全沒有理由這樣做。我剛才告訴馮檢基議員，因為去年我病倒了，何俊仁議

員未必知道歷史的詳情來反駁他。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三年了，

至今已是很多年了 ─ 是 n 這麼多年了！我希望馮檢基議員聽得清楚，令他

可以改為迫使政府做點事， 少可施加一項很清楚的壓力，表示如果政府仍

是這樣的話 ─ 事實上，我們真的不知道在花去的開支，當中有幾分之幾是

用於一些污糟邋遢的政治監控事宜上 ─ 那麼我們是完全無法監察的。 

 

 我希望局長能繼續任職下去，局長的民望也頗算 OK，是可以續任下去

的，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快速 ─ 少在未來一兩年內，能即刻做到我所要

求的工作。上一任的局長“爛尾” ─ 這叫“爛尾”，她真的是“爛尾” 

─ 我期望這任局長 少可令市民在人權方面的保障獲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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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103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80,000,000 元。”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主席，民建聯反對涂謹申議員提出的這項修正案。香港警隊是

一支怎樣的隊伍，我相信香港巿民心目中自有本身的看法。剛才我一直詳細

和耐心地聽涂議員的發言，其實他背後是用了許多陰謀論來看警隊，特別提

到警隊現時做了一些對不起香港人的事情，如欺壓和迫害等。我相信這些對

警隊的形容或描述、看法等，並不是香港巿民現時對香港警隊的看法。

至於...... 

 

 

涂謹申議員：主席，葉議員有些誤會...... 

 

 

全委會主席：你稍後才可作出澄清。 

 

 

涂謹申議員：OK。 

 

 

葉國謙議員：至於有關這項撥款的具體內容，我亦透過李少光局長的文件中

看到，這是一項新的酬金和特別服務，是屬於保密性的一項開支。我本身也

是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其實，我曾有機會與警方的

底人員有一次接觸。這讓我感覺到 ― 香港巿民在 近或前些階段可能

對“無間道”已經很瞭解 ― 這些警方的底本身所肩負的責任非常重要，

他們為維護香港治安作出了重大貢獻，使一些重大罪案能在未發生前已被制

止。如果你說要把這些公開出來，根本便沒有了任何這方面的意思。因此，

我覺得警隊應該有這樣的權利或自由度，使用這些機密性、保密性的撥款，

才能使之有效發揮。如果把使用這些撥款，視為一種“喳”或“唔見得光”

的手法，會對香港造成損害，我覺得這種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此，

民建聯反對有關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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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你想澄清被葉國謙議員誤解了的部分？ 

 

 

涂謹申議員：是，因為據葉國謙議員的提述，他指我說警隊現在正在做一些

“污糟喳”。我只是說：“沒有辦法能夠否定警隊有沒有做”，意思就

是這樣。所以，我不是指他們一定有做。我是希望政府能夠否定他們會這樣

做，以及我無法在現階段、現有的制度及現在所披露的資料中否定他們會這

樣做。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原則上同意該分目的數字須有更大透明度，但透明度

達至何種程度呢？這點確實值得爭論。其實，我並不完全同意須把該筆開支

中的每一個仙如何運用都告訴我們，因為該筆開支的用途實在是敏感的。當

然，我現在所持的角度是，我手上暫時仍未有證據，顯示政府利用這筆開支

進行違反人權的事情或作一些政治使用。如果有這些證據，我們的想法當然

會完全不同。 

 

 以我理解，這筆開支會集中用於罪案和治安方面。如果我這個假設合理

的話，局長須清楚講明，例如警方聘請多少名線人，每名線人收費多少等資

料；其實，我當然知道我們不能夠把一齣“無間道”的影片視為現實社會的

實況，但很巧合地，“無間道”影片第一集上映後，當時，有一宗案件是透

過一名警方人員扮演壞人的角色而破案的。我不知道透明度要達至甚麼程

度？我同意要具有較大透明度，但並非完全透明，這是第二點。第一點是我

剛才所說，未有證據證明政府利用這筆開支是作其他用途。 

 

 第三，我說過這是一個承諾。這個承諾與問責局長所出任的局長身份有

關。作為局長，不管他是答允我今年、明年、還是後年支付，你以局長的身

份回應我時，便是對我們作出了一個承諾。如果局長沒有實現這個承諾，便

是局長沒有負責任地完成局長的責任。 

 

 至於這筆開支的透明度應達至何種程度呢？我同意現時的透明度不足

夠，須有更大透明度，但如果我不接受這項承諾，我是否應繼續以一個完全

不撥款的方法要求去年的前局長就範呢？前局長現時又不在席。所以，如果

我現時支持這項議案，這筆開支在今天會是 後一天存在，明天便不會再

有，這對治安的影響會有多大呢？我覺得這是較難作出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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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局長給我們的信件，在一兩點開支上確有一些透明度，但現時的

情況與涂謹申議員所要求的透明度情況比較，我仍覺得警方或局方是可就一

些地方公布更多有關資料的。我希望局長稍後在答辯時，能提出就哪些方

向，局長仍覺得是有空間的。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可否再次發言？ 

 

 

全委會主席：可以，但你只是剛剛才發言完畢。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發覺尚有一些論點未說。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那麼請你繼續。（眾笑）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遺漏了未說的一點是，其實，我要告訴局長，我們昨

天剛巧在一個屋舉行屋管理委員會會議，你們的警民關係組也有出席。

我們發覺地區的治安 近是差了，罪案數字正在上升。儘管如此，我仍然是

基於一個假設，就是局長會把這筆開支是全數用於治安的工作上。 

 

 此外，我的第二個擔心是，由內地來港的人，無論以自由行或探親等其

他形式的名義來港，我也擔心會混雜一些不正經的人、壞人，或來港做案的

人。這正是線人在這方面的工作可能必須加強的原因，但這不等於不要透明

度。這數年來，我們一直在地區提出要求，取締一些不符合勞工法例和入境

法例的人 ─ 我不知如何形容這些人 ─ 例如來港從事賣淫活動的女

子。就此，我希望警方及局方也能講述一下香港在對付黑社會或內地的黑社

會方面進行的工作。 

 

 警方 近兩年不停執行拘捕行動，拘捕了很多這類妓女，但她們似乎是

捕之不盡的，即使警方拘捕了 10 個，卻還有 20 個；就是拘捕了 40 個，也

還有 100 個。所以，在這些罪案已較為嚴重的情況下，市民對警方的要求也

提高了。我希望局長在答辯時也能提供資料 ─ 如果今天未能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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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可在日後以書面的方式提供 ─ 解釋這筆 8,000 萬元的撥款在防止罪

案上能起到甚麼功效？在何處可以明顯地讓議員看到功效？如果沒有這筆

開支，哪些地方便可能出現問題或損失等。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我便請保安局局長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反對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酬金及特別服務”撥

款的開支，涉及警隊的機密行動，包括打擊嚴重罪行、毒品罪行及保安事宜。

修正案建議把分目下所預算的 8,000 萬元開支全數刪除。這會嚴重削弱警隊

維持香港的治安的能力。 

 

 我們完全認同行政機關就公帑的運用，須向立法會負責，但相信議員亦

明白，一些犯罪分子或集團組織緊密，資源豐富，即使是驟眼看來並無損害

的資料，他們亦可能透過分析有關開支，每年的分配情況及增減的趨勢，洞

悉警方行動的策略，從而逃避法律制裁，甚至危害有關警務人員的安全，令

公眾利益嚴重受損。 

 

 為了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並嚴格遵守有關規例，警務處的“酬金及特別

服務”撥款分目的開支，受到一套嚴密監察機制所規管。警隊就此項目制訂

了一份詳細的內部指引，讓各有關警務人員嚴格執行。警隊內部的監察機

制，包括由高級警務人員審批每項開支，定期及突擊檢查所有支出細節及帳

目。在 2002-03 及 2003-04 年度，高級警務人員分別就有關分目進行了 146

次和 154 次突擊檢查。當中，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個案。 

 

 此外，“酬金及特別服務”分目亦受到警隊核數科的定期及突擊的審

查，以及政府審計署高級人員根據《核數條例》進行的獨立審核，確保帳目

負責人緊遵從政府財務及會計規例。在過去兩個年度，警隊核數科每年就有

關分目進行了 35 次檢查，而在這些檢查中，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個案，

這個分目開支的監察安排，我們已在本年 2 月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詳

細解釋。 

 

 政府在把分目 103 的資料予以保密的同時，亦致力在不影響警隊打擊罪

案的能力的情況下，提高這項分目的透明度。事實上，我們近年來對“酬金

及特別服務”這筆款項用途所作的交代，已較以前提高不少。除了每個財政

年度說明該分目下的實際支出，以及來年的預算開支外，警方自 2001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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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始向立法會提供公告懸紅賞金的個案總數和總金額，以及支付酬金費用

的次數等。為了提高透明度及加強監察，有關的統計數字亦已經在警務處的

網頁上，以簡單易明的方式公布。 

 

 剛才馮檢基議員要求加強我們的透明度，主席，我可以說，我們會繼續

檢討現行公布該分目資料的安排，盡量平衡提高透明度及確保機密性之間的

考慮。但是，我們不可以接受沒有酬金費用給警隊使用這個情況，這會對香

港的治安及保安帶來即時和非常嚴重的沖擊。 

 

 剛才涂謹申議員提到關於截取通訊的條例時指我們延遲了，有關截取通

訊檢討的進展確是較我們預期中慢，其中一個原因是過去數年，我們面對大

量非常緊迫的工作，例如居留權的問題、反恐怖活動的法例等。再者，截取

通訊是一個複雜的課題，除了牽涉機密的執法行動外，我們也要考慮通訊科

技的發展，以及外國的有關措施。我向大家保證，我們一定會全盤及仔細地

考慮各相關事項，既繼續保障香港社會安全，亦顧及增加透明度的需要，我

們會在進行公眾諮詢後才展開這方面的立法程序。 

 

 主席，警方在打擊嚴重罪行，令香港成為安穩太平的城巿的工作，成績

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議員及公眾亦絕不希望警方在打擊罪行的情報工作方

面，受到任何損害。因此，我呼籲各位議員反對涂謹申議員的議案。 

 

 多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主席，有數點是要回應的。第一、葉國謙議員說他曾與一些警

方底接觸過，認為公開了某些資料後便不得了，會令他們的生命安全受到

威脅。我希望葉議員或其他議員都明白，我自己做了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這

麼久，接觸過這麼多敏感的事物，我在中央滅罪委員會亦做了 10 年以上的

工作，我完全明白我們所要做的事，例如對於底或機密的行動，我並沒有

要求要公開資料以致會影響他們的。 

 

 但是，問題是，如果從歷史角度看 ─ 大家都會記得，例如當年有被

解僱的 ICAC 高層人員說過，他是如何對一些政治人物進行監控等 ─ 這

些行動事實上是用某一些撥款來進行的。 

 

 另一方面，我 近接觸過一些警務人員，他們有些怨言，說在很多政治

事件中，涉及的可能只是數個人會進行遊行而已，但可能因事件發生時屬於

大時大節，或因中央有些高官到來，以致明明正跟進一些毒品案，也要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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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去跟進那數個人。他們覺得很無謂，就那數個人要做些甚麼工作？其實大

家也會很熟悉的，就是要偷聽他們的電話，跟蹤他們。他們對於要這樣做都

覺得很奇怪。所以，剛才局長所說的行動，包括例如打擊毒品、打劫等，但

後他仍說了“保安事宜”，這便屬於灰色地帶了。 

 

 我剛才挑戰局長的就是，如果局長真的沒有做任何事，或覺得有些事是

一定不會做的，那麼局長 少可排除了一些事，或說出某些事是一定不會做的，

這樣便可以定出一個範圍。可是，政府從來不肯這樣說。讓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對於沒有申領牌照而去遊行的人，你都可以說要預先偷聽他們的電話，

做好跟蹤、做好機密的事。你可否對我說，這是甚麼性質的工作呢？例如說

你有理由相信他們的集結會牽涉 50 萬人，就那 50 萬人可能便沒有需要進行

這些工作了，因為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活動了。當然，局長甚至可以說遊行

活動會癱瘓了邊境，或會癱瘓了中環等，但現時不是這樣的情況。有些活動

只可算屬於灰色地帶，局長如果要冠之以罪行的名義，用得範圍很廣闊也

行的，可以無限地擴展。當然，如果加上引用第二十三條，那麼便可更闊，

說這些都是罪行，更可以說為了要防止罪行，便全部都進行偷聽，這類工作

全部都要做齊了。 

 

 所以，各位同事千萬別要看“罪行”這個詞，便認定那些人的作為一定

是“罪行”了，這是一定不行的。現在我們所說的，不是黃、賭、毒、打劫

的那些罪行，而是一些可能與市民的權利有關的、在某些灰色地帶的所謂罪

行。 

 

 此外，我想，有些議員可能至今仍就一些問題在進行掙扎，就是因為政

府似乎永遠都在說會繼續檢討，永遠都是那句話的，問題是，到哪一個程度，

議員覺得要表達一個 signal，一個信號，說出政府這樣做是真的不行的？為

甚麼呢？因為這數年來，大家都很清楚看到，政府要取得權力時可以做得很

快的，可以攬權時也很快，但要進行監察的便不行了，遲些再算吧。在甚麼

情況下都是這樣的表現。受到國際社會壓力時，例如採取反恐行動，不行了，

既要取得權力，又要有監察權，又要甚麼甚麼的，於是惟有死死地氣的，中

間落墨吧，否則，不通過法例便不行了。政府是要在一些被強迫的處境下做

事的，否則“睬你都傻”，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政府究竟有

沒有決心做事呢？我不知道。有多少高層的人有決心去求取一個平衡呢？我

覺得政府的做法是沒法令人信服的。 

 

 後，局長說到監察方面時，提到高層人員，警察內部，內部的 audit，

甚至核數署，但我可以向大家說，核數署是從未做過 ─ 這是他們向我確

認的 ─ 這個分目的衡工量值審查。我不是要求他們一定要把結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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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了衡工量值的審查，仍可以只向我們的同事 ─ PAC 帳目委員會提

供一個機密的報告。但是，他們是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一份衡工量值的報

告。老實說，如果核數署照本宣科，按程序審查，然後說錢是用了，有甚

麼人簽收了錢等， 終也是沒有用的。 

 

 就數年前發生的一宗案件，警察至今仍不敢回答我，他們不敢排除一些

可能性。當年的警務處處長家中失竊，處長太太的珠寶輾轉去了澳門， 後

是用線人費贖回來的。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知道那張表格是由誰簽的。我曾

寄一封信到警務處就此作查詢，但警務處亦不敢否認這個事實。我們的線人

費支出八千多萬元，如果就那宗案件可以從中取款贖回警務處處長太太（即

“一哥阿太”）失竊的珠寶，我不禁要問：“有冇搞錯？” 

 

 這些錢有部分一定是有用的，是用於儆惡懲奸的，但這不是我所要的答

案。我們須有制度上的改變，要問責。對嗎？別處地方有專責的委員會處理

此方面的事項，本會行嗎？我們是完全沒有任何方向，是完全沒有的。 

 

 我期望新的局長或許會有新的作風，局長可否認真一些看看究竟有些甚

麼地方可多走一步，以至兩步？我完全明白是真的要進行機密行動，才能儆

惡懲奸，捉大賊，偵破黑社會的案件，其中真的有很多事是要在秘密情況下

進行的。可是，就這個問題，局長也要安撫我們的心，不要容許其中有一部

分是進行一些污穢的、不能見光的政治監控工作。我的 大關注就在於此。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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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 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

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

陳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

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馮檢基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

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127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4 人贊成，21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4

人贊成，13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3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總目 122 的款額納入附表。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總目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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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主席，本人動議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44 削減 3,232,000

元，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主席，政制事務是今年全城的焦點，但政制事務局卻是 3 司 11 局當中

責任 少的政策局。政制事務局主要的工作包括：選舉事務、政制檢討、推

廣《基本法》和台灣在港機構的聯繫工作。 

 

 就選舉事務而言，絕大部分的工作已交給獨立的選舉事務處承擔，政制

檢討的工作亦上繳政務司司長統籌，政制事務局局長已被批評為大配角和速

遞員。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其實完全可以由教育統籌局和民政事務局接

收。台灣在港機構的聯繫工作，更是畏首畏尾，怨聲載道，毫無角色。因此，

政制事務局變得無所事事，無地自容，無功受祿，應該無聲消逝。 

 

 

（代理全委會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兩年前，民主黨在審議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法例時，已經提出取消政制事

務局，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政制事務的主張。當時，保皇黨全力反對，為董建

華護航。 近，董建華提出政制三人組的政治架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政制

事務局，進行政制檢討，證明政制事務局無須以獨立的政策局存在。因此，

民主黨建議將政制事務局局長的職位取消，將局內其他公務員轉移至政務司

司長轄下，精簡架構，節省開支，一舉兩得。 

 

 其實，民主黨將政制事務局局長職位取消，已經是一個 寬容和 克制

的做法。 近，特區的政制檢討工作，無論是政務司司長，還是政制事務局

局長，只懂得重複中央的立場，協助中央“京人治港”，出賣香港的民主，

出賣“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完全沒有堅持和反映港人爭取民主普選

的立場，有負港人所託，白流香港血，白飲香港水。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民

主黨不單止會削去政制事務局局長的職位，更會削去政務司司長的職位，以

示懲戒，以儆效尤，以平民憤。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44 削減 3,2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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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 

 

 大家都知道，較早時，人大常委副秘書長喬曉陽先生來港解釋為何人大

常委否決香港在 2007 年、2008 年實施雙普選。在他提出的理由中，有兩點

是很清楚的，第一，香港人的國家觀念不清，對《基本法》的瞭解亦完全不

清晰，而且在過往的日子裏，曾多次說出一些話來扭曲《基本法》，甚至混

淆視聽。我覺得對於一些這麼嚴重的指控，作為政制事務局局長，是有政治

責任作出回應的。民主黨支持局長應該有勇氣、有識見地站出來，反對喬曉陽

先生這種說法，並且說出清晰的理據。我們是會支持局長的。可是，如果

局長沒有勇氣反駁，不敢說出心中的理據，只是表示對中央官員的說法支持

和默認的話，我認為餘下來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局長本人應該考

慮一下，是否適宜繼續擔任這份工作；應否辭職？第二個選擇，是考慮一下，

究竟留下來還有何顏面；他的政策局還能扮演甚麼角色？ 

 

 先說第一個選擇，香港竟然面對一種這麼嚴重的指控，說我們沒有資格

享受普選的基本權利，因為我們沒有國家觀念；因為我們不尊重《基本法》；

因為我們扭曲很多政治的是非觀念，作為政制事務局局長，他有責任，第一，

領導香港走向正軌，應該宣揚一些所謂正確的意識。但是，以往我從未聽聞

局長在這方面曾發表甚麼言論，說我們香港這些觀念是錯誤的；說我們香港

不懂得、不明白《基本法》；說我們香港偏離“一國兩制”。因此，我絕對

有理由相信局長不接受、不贊成喬曉陽先生這種說法，不論是他自己也好，

還是代表我們也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局長便應該還香港人一個公道。如果

局長不還香港人一個公道，他便沒有履行他的職責。作為這個政策局的局

長，他怎能繼續履行他的責任呢？我想強調一點，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

題；這是一個關乎香港人尊嚴的問題；在歷史紀錄中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所以局長絕對不能夠推卸責任。 

 

 當然，我覺得也有另一種可能性，便是局長覺得雖然他擔任這個職位，

但對不起，他沒有這種權力；沒有這樣的身份，因為政制事務局在短短數個

月內已經完全被架空，從 3 月底至 4 月今天，1 個月便已經出現了這麼多變

遷，即人大常委已經為重要的問題“拍板”，作出決定，而政制事務局包括

局長卻仿然仍在夢中。1 個月前，他根本想不到有這樣的事發生；半年前，

他更想不到整個香港會被指在走歪路，偏離“一國兩制”。如果是這樣的

話，局長便等於告訴我們，決定政制改革、政制檢討的實權全在北京。事實

上，到了今天，我們可能也要承認這個事實，一切的權牢牢握在京官的手中。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130 

我們的政制事務局，甚至政務司司長和其他兩位三人專責小組的成員，包括

局長在內，其實成為了一個超級秘書處，只是執行北京下達的旨意，公布的

報告也只是在聽取指示後默書而成。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政策局還有甚麼

存在價值呢？ 

 

 張文光議員剛才提到，除了政制檢討外，政制事務局還有甚麼其他職

責，例如推廣《基本法》，但這工作無須這麼大的政策局來做，由民政事務

局做便可以了。與台灣的聯繫這麼重要的事，如果做到，應由行政長官來做，

政務司司長來做，總好過現在整個政制事務局畏首畏尾，連在台灣設立一個

代辦處，亦想也不敢想。至於選舉事務，胡法官之下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可以

獨立處理，是否須由一個政策局做呢？總括來說，政制事務局現在所做的

事，是名不副實，事實上，官員是在白白接受俸祿。在今天的財政情況下，

這固然是浪費公帑，但作為一位有尊嚴的政務官，局長亦應該撫心自問是否

應該領取這樣的俸祿。 

 

 不要再浪費我們局長的才能；不要再浪費局內很多同事的經驗和專長，

他們應該更好地為香港人服務，應該在一個適當的部門內工作。這個政策局

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我們要面對現實。 

 

 代理主席，如果我有說錯的話，我請局長站起來告知我們，他還有甚麼

實權呢？他是否膽敢告訴我們，喬曉陽先生所說的話是錯的，香港人並非如

是，他早已知道並非如是，所以這麼久也一直沒有說話。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表決時當然會另作考慮。 

 

 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去年，劉慧卿議員也曾提出同類型的修正案，要求

懲罰性地削減政制事務局三成的開支預算。當時林局長的回應是，整個討論

只是一個政治立場的宣示，而不是一個客觀衡工量值的取態。當時，我們認

為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本身就是政治性的，當然會涉及政治立場，由於不滿政

制事務局的表現，因而利用財政手段限制政制事務局的權力，減少其作惡的

機會，亦是天經地義的。 

 

 不過，除此以外，我們亦從如何能夠更好運用財政資源這角度來討論這

問題。當時，我們提出建議，在政制事務局取消後，由政務司司長直接負責

有關工作。雖然 後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但很奇怪，不知為何

之後整個政制工作的發展，竟然與我們的建議一模一樣， 終不是由林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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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而是由曾司長負責。不知道是董先生終於聽取了我們的意見，還是歷

史的偶然，但無可置疑的是，我們過去提出的具方向性的見解均值得當權者

參考，是有價值的。無論怎樣，今天張文光議員提出類似去年的修正案，正

好再次讓我們檢視一下，在整個政制發展方面，究竟政制事務局局長一職應

否繼續存在。今次我們再進行討論，是希望再給董先生一個機會反省一下，

看看能否在當中汲取一些經驗和教訓以至啟發，繼續優化董先生訂定的主要

官員問責制。 

 

 代理主席，今天，我希望從實際資源運用方面討論修正案，但這樣並不

表示我對林局長過去 1 年無能的表現沒有意見及不作討論。如果一個職位令

服務政府二十多年的政務官變得無所事事，受市民所唾棄，在一定程度上已

反映當初設計這個職位時已經很有問題，今天必須作出檢討，以及有修訂的

必要。 

 

 事實上，從政制事務局的 3 項主要工作及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角度來看，

我個人認為政制事務局局長一職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 

 

 其實，就政制事務局的三大職責而言，早在董先生的施政報告中，已宣

告政制事務局局長在選舉政策檢討方面已沒有存在的需要。過去我們要求局

長盡快就未來的政制方案進行諮詢，局長原來的答案是正在進行內部研究，

至去年年底則表示將會發表諮詢的時間表，結果，一切承諾均落空。董先生

在施政報告中指出要重新研究，由政務司司長領導有關工作，無形中是褫奪

了政制事務局局長在這方面的決策權力，局長 後只淪為到中央遞交報告的

跑腿、負責安排座談會等瑣碎事務，這種工作比一個普通的助理秘書長還不

如。市民不禁要問，為何要花一流人才的工資，請二流演員，演一個三流角

色？這樣化算嗎？符合成本效益嗎？ 

 

 再者，政制事務局局長另一項工作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

這項工作，對於一個香港的小官，就更見難為。過去 1 個月的政治發展，充

分顯示香港已進入“京人治港”的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內

所承諾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根本不是一個香港小官所能落實和

實行的，而是要視乎“北大人”的心情及需要，喜歡時給你們一丁點，不喜

歡時便一丁點也沒有。結果，政制事務局局長在這方面的工作便只有拍攝一

些所謂宣傳片，宣傳《基本法》的內容，又要香港人信他們做的工作。不過，

如果要找人做這些宣傳工作，為何要由薪金達數百萬元的局長處理呢？ 

 

 此外，提到中港溝通及台港事務，正如我們過去多次提到，有關中港溝

通的工作，行政長官有做；政務司司長有做；財政司司長也有做。基本上，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132 

今天兩地事務是息息相關的，每個部門均有本身在內地的對口溝通單位。如

果事事的溝通均要依賴政制事務局局長，我認為是做不成事的，而且既不方

便，亦不容易。既然那麼多部門均須處理本身的聯繫工作，那麼，何須找一

個中間人，例如找政制事務局局長處理這些工作呢？因此，在這方面的工作

的檢視上，可以看到林局長的存在是不必要的。 

 

 至於台港工作，記得去年在面對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時，林局長才找機

會與台灣駐港人員見面，但之前卻一直沒有這樣做。明顯地，林局長在這項

工作上，根本無心亦無誠意做這件事，可能他怕做這項工作時很容易犯上政

治上的錯誤，為了明哲保身，不如不做。其實，這種情況可能是林局長本身

的問題，可能換上其他人便會有不同的發展方向，但現在我們看到，在中央

對台灣當局的強力打壓下，要處理台港關係實在不是簡單的工作，亦不是

政治智慧平庸的人可以擔當得到。以林局長的工作能力，我覺得他根本不能

勝任。 

 

 綜觀政制事務局目前的 3 項工作，實在沒有必要設立這個政策局及局長

一職。再者，就主要官員的職責而言，眾所周知，主要官員是要領導決策工

作，如果大部分決策工作均由更高級的官員或另一些人負責的話，特別是今

時今日，政制發展竟然由中央作決策的話，那麼，設立局長一職還有甚麼用

呢？既浪費了公帑，還顯得局長礙手礙腳。 

 

 我們認為在現時整個發展中，主要官員的守則要求主要官員要掌握民

意，在服務社會時考慮到市民的需要，同時要爭取公眾及立法會對政策的支

持，但我們看不到局長有這方面的工作表現。既然如此，是否還有需要繼續

設有局長這職位，特別是林局長的存在呢？ 

 

 代理主席，就目前整項政制發展工作來看，我們已經可預見，有關政制

諮詢的工作會由中央主導，而行政長官亦不會特別關心或照顧香港人的意

願，所以我認為將來進行的所謂諮詢也只是假諮詢，民意的表達不會受到尊

重。在這前提下，我們的政制事務局局長是否還有需要存在呢？今天我們討

論局長這職位的撥款時，我認為應該考慮刪去這職位，不要再浪費公帑，而

要令公帑獲得恰當的使用。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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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我也想說一些事實，然後再說我的看法。 

 

 我覺得林局長真的很慘，也很為他感到不值。從事實來看，林局長真的

想做很多事情。我記得他在去年 8、9 月向我們說，政制事務局會在去年的

12 月提出諮詢文件，會有時間表，會在香港進行諮詢，這顯示了林局長是想

做事的。可是，去年年底，我們的行政長官北上述職，然後在施政報告公布

時，清楚說明由於中央官員高度關注香港的政制檢討，所以便要成立三人小

組，包括曾司長、梁司長和林局長，以瞭解中央的關注，以及香港人的意願。 

 

 其實，三人小組是有做事的，他們發表了第一號報告和第二號報告。第

一號報告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釋法前遞交，並且是在徵詢了

很多不同團體，跟他們討論後才寫成的。所以，這又能證明林局長即使不是

負上了擬備這整份報告的責任， 少也有三分之一的責任。因此，我覺得他

是有做事的。 

 

 第二號報告當然是在中央作出決定前提交的。在第一次釋法後，人大常

務委員會（“常委會”）覺得要具有啟動的機制，包括由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然後得到中央同意，才可開始進行政制檢討。當行政長官要提交這份報告

時，我們的三人小組亦提交了第二號報告。對此，我又覺得林局長是有做事

的。即使整份報告不是完全由他做，也有三分之一是由他做的。所以，我覺

得我們不能說林局長沒有做事。 

 

 然而，在中央釋法後，他們來港作了交代。當中央看了行政長官的報告

後，在作出決定前又進行了諮詢，諮詢對象是所謂的香港人大代表、政治協

商會議（“政協”）委員或一些團體領袖、知名人士 ─ 當然不包括本會。

原來，中央也有做工夫，也有進行諮詢。當然，中央 後作出了決定 ─ 我

相信大家已知道這個在剛過去的星期一所公布的決定，那便是我們在 2007

年不能普選行政長官，在 2008 年也不能普選立法會。林局長是否真的很難

做呢？每件事其實他也有做工夫的。 

 

 我還記得，主席上星期四批准我臨時臨急提出休會待續議案，同樣也是

討論諮詢的問題。那些聲音仍在繞梁，整個星期還未散去。曾司長在答辯中

說得很清楚，他向我說不要擔心，行政長官報告內的 9 項原則只是指引，沒

有局限性，也沒有約制性，大家屆時一樣可以提供意見。有關要求在 2007

年和 2008 年進行普選的意見，同樣可以提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由曾司長到梁司長到林局長， 少在直至上星期四，

他們的想法仍是那樣。我便想，究竟他們有甚麼違背了我們香港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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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錯呢？即使在上星期四他們所作的答辯中，我仍看不到他們有甚麼

錯。有何證據可說他們是做錯了或出賣了香港人？ 

 

 

（全委會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不過，總的來說，無論如何，我們的人大常委會 後也作出了我剛才所

說的兩個決定。就這些事實，我總結了數個看法。第一，林局長去年想做的

事，被行政長官按了下去。第二，三人小組成立後，埋頭苦幹，進行諮詢和

擬備報告，豈料我們的人大常委會原來不單止不聽我們民主派那數名 ─ 

我不知是稱為“衝關”還是“闖關”、持有回鄉證的......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請面向全委會主席發言。 

 

 

馮檢基議員：對不起，主席，對不起。 

 

 原來不單止不聽民主派的意見 ─ 即使見了我們那些要上京或上深

圳的、我們自稱為民意代表的議員，也是不聽我們的意見，連我們三人小組

的報告也不聽，連我們曾司長一星期前在此所說，現在仍繞梁三日的言論也

沒有聽。我們責怪曾司長、梁司長和林局長，又是否對呢？ 

 

 主席，我記得在當天的辯論上，我當時是看到了曾司長的豪氣。我在答

辯時也提過，曾司長說那九大原則並無約制性，但在我們的人大常委會作出

了決定後，我也不知屆時那九大原則會是甚麼了。曾司長上星期四的發言，

是否反映了我們的三人小組也有一份天真、一份純情，以為自己也受中央重

視呢？不過，在今天來說，這份天真是令人發笑，同時令人發怒的。 

 

 主席，我仍然相信三人小組（包括林局長在內）是想做事的。如果剛才

所說的全是事實，是我所知的事實，亦是全部的事實的話，我便覺得他們沒

有甚麼錯。如果不是他們錯，那又是甚麼呢？我只能說：誰叫人大常委會不

事先幫他們通通氣？又或人大常委會不當他們存在。錯不在林局長，是嗎？

所以，我不同意因為這樣，我們便不發薪給林局長，便要收回撥款。 

 

 另一個事實是，林局長真的是由行政長官親自委任，經我們具有實質

權力的中央政府認同。現在只不過是中央喜歡連林局長的工作也承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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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並不能責怪林局長，沒有理由這樣便要“炒佢魷魚”，也沒有理由因為

這樣便要他沒有薪金。所以，我有另一項提議。既然中央做了這件工作，又

做得這麼多、這麼決絕，令林局長沒有工作做，我便建議請中央支付林局長

的薪金，沒有理由要我們特區支付。所以，主席，我建議把我們發給林局長

總共 3,232,000 元的數目，交給中央政府，請中央發薪給林局長。 

 

 我支持議案。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記得去年年底時，林局長向本議會說，他在年底

前一定會訂出一個時間表，告訴香港巿民政府何時開始諮詢香港人，目的是

討論 2007 年是否一個適當的時間，普選行政長官；2008 年是否一個適當的

時間，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他還跟我說，香港是需要時間，但我們有足夠

時間，請我不用擔心。政府會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在議會內取得共

識。他說雖然有些政黨已公開表示支持 2007 年及 2008 年的“雙普選”，但

要在議會內得到 40 位議員支持才可成事，所以他會做他的工作，希望在議

會內取得這樣的共識。我當時很欣賞他所說的這番話，亦很希望他能做到。

可惜，時間表訂不出，他想做的工作也不知他怎樣做，連行政長官在施政報

告中也不能提出一個時間表，反而成立了一個三人專責小組。 

 

 三人專責小組做的事，法律界普遍認為是無須做的，那便是看看《基本法》

內關於 2007 年及 2008 年“雙普選”的地方有甚麼法律問題。我真是“晒

頭”，看不到有甚麼法律問題，但他們卻真的做了很多事情，無中生有。不

應該做的事偏偏做了，然後便發出了第一號報告，交了給中央。接發生了

甚麼事呢？接真是“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常務委員會

（“常委會”）釋法。是否如果沒有了第一號報告，人大常委會便可能不用

釋法？人大常委會只不過是利用了他們作“黑手”，替人大常委會做了這些

對不起香港人的事。藉他們的第一號報告，人大常委會反而選擇了釋法。

釋法之後，我們馬上便知道，原來第二號報告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關於 2007 年、2008 年“雙普選”所引起的原則性問題，我又是“晒

頭”，發夢也沒想到原來有九大原則出來了，這是想來想去也想不到的。其

實，用不要有九大原則，1 個原則便已足以致命了。第 (i)點其實已說得很

清楚，那便是要聽北京的話。因此，即使在根據人大釋法的條件下做出第二

號報告，也只須說一說特區怎樣看，是否應該修改 2007 年選舉行政長官的

方法，以及是否應該在 2008 年選舉立法會議員時，就選舉辦法作出修改，

說要或不要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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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同意《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的結論。然而，他們不是那樣做，

而是加上了 9 個關卡。接發生了甚麼事呢？人大常委會當然全部接受了這

9 個關卡，並且感到滿意。這 9 個關卡其實是很要命的，因為它們不單止影

響到 2007 年及 2008 年的“雙普選”，將來每一屆當我們同樣看這兩個問題

時，人大常委會也會採用同樣的九大原則。 

 

 第 (i)點原則已經“打窒”了你，因為是說要先看中央怎樣看，中央說不

要便不要了。因此，這 9 個關卡是很傷害香港人的，簡直是出賣了香港人。

可是，現在已經接受了，但卻還非接受這麼簡單。前天，人大常委會便已否

決了 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性，同時亦否決了 2008 年普選所有立法會

議員的可行性，以及“話到明”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直選及功能界別的議

席，仍應是一半對一半，這個比例不可改。有些人認為這並不差，因為可以

加 10 個直選議席，或加 10 個功能界別、10 個直選議席，那不是很好嗎？不

過，明眼人一看便知道，10 個功能界別的議席，民主派是想也不要想了，肯

定是親中及親共人士“贏晒”，否則也不會提出來。可是，10 個直選議席，

基於比例代表制，民主派可以贏多少個？還有些人說，選行政長官...... 

 

 

全委會主席：李柱銘議員，你現在好像越說越遠了，現在是辯論有關...... 

 

 

李柱銘議員：主席，是有關錢的問題。 

 

 

全委會主席：請你說回主題，好嗎？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可以先談主題，因為我的結論是同意馮檢基議員

的結論，那便是即使我們不支付這筆錢，也是不重要的，只要局長令中央滿

意，他們便會付給他，甚至可能加薪。因此，可能會“益”了你 ― 主席

女士，是“益”了他（眾笑）。對不起，事實是這樣的。 

 

 因此，我們是否應該反過來看這個問題？我記得很久以前，有一套電

影，名為“假如我是真的”，但“假如我無到”，又會是怎樣呢？如果局長

根本“無到”，第一號報告便出不了，因為局長不在，三人小組沒有了一個

這麼重要的人物，於是第一號報告便沒有了。那麼，人大常委會是否便不會

釋法呢？如果不釋法，我們自然很開心，但即使人大常委會釋法， 少我們

香港的 3 位高官便不會當了別人的“黑手”，或許曾司長也不會“鬼拍後尾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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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口出真言，說是當了別人的工具。因此，如果沒有了局長，沒有了第一號

報告，我們也是“無壞”的，可能還不用釋法呢﹗第二號報告如果沒有了，

又會是怎樣呢？也是“無壞”的，屆時便沒有了 9 個關卡，因為沒有了第二

號報告。這樣，人大常委會會否否決呢？也可能不會否決。即使否決又如何？

還不是跟現在一樣？因此，如果沒有了局長，對香港的傷害可能會減少；即

使一樣，主席女士，結果也是不應叫香港納稅人撥這筆錢出來的。中央希望

加薪給局長，因為他做得好。如果中央真是聽到了我們這些話，梁司長和曾

司長可能也會獲得加薪，但那是由北京支付，而不是由我們支付的。 

 

 多謝主席女士。 

 

 

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剛才聽到馮檢基議員的發言，證實了一句說話，便

是“有些人是出於污泥而未全染的”。他剛才的發言，總算說出了部分的事

實，證明了在泛反對派中，也有些人是良知猶存的。 

 

 主席女士，劉慧卿議員就《2003 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要求削

減政制事務局約三成的撥款，由於修正案 終不獲通過，所以張文光議員今

天本“求假務虛”的精神，同樣就《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

要求削減政制事務局接近一成的撥款。雖然他要求削減的幅度明顯減少了，

但他們兩位都是針對同一個目標而提出有關修正的，而這個目標正正是政

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也許林局長跟這兩位議員是前世宿敵，註定今生

今世也要給他們咬不放，直至林局長“扯白旗”投降，甚至退位才肯罷

休。否則，如果你要反對派放過你，唯一的辦法就是你公開支持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 

 

 很明顯，張文光議員今天提出要削減政制事務局的撥款，而這筆款項正

是政制事務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開支，跟劉慧卿議員去年提出相關的修正案一

樣，都只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而他作出這種姿態是建基於“對人多過對

事”的基礎上。一個政策局如果沒有了局長，試問它又怎樣運作呢？一個政

策局運作失敗，甚至癱瘓、停頓，對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

均會有不良的影響，這一點我們絕對不能不考慮。如果張文光議員在提出這

項修正案之前想漏了，或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的話，這樣便有點草率了。但

是，我知道反對派議員每年例必這樣做，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政制發展沒有

按他們的目標 ─ 急速的普選 ─ 實現。 

 

 主席女士，更重要的是，《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特區政府的主要

官員是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基本法》第十五條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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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要免除主要官員的職務，亦須由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免除某位

官員職務的建議。所以，某位主要官員是否要被免職，並不是我們在座任何

一位立法會議員所能夠決定的，我們立法會並無這個權力，因為我們並無任

命或免除主要官員的權力。相反地，《基本法》卻賦予行政長官權力向中央

人民政府建議免除主要官員，而 終是否免除某位主要官員，亦只有中央人

民政府才有這個權力。 

 

 今天，張文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表面上是要削減政制事務局的撥款，

其實根本就是要間接罷免特區政府其中一位不合他們心意的主要官員，而

且，這是一次不合法理根據、陷特區政府於不義的行動。原因很簡單，說到

不合法理根據，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至於陷政府於不義，如果這項修正

案獲得通過，即意味政制事務局局長在 2004-05 年度將不獲發薪，除非林

局長願意當義工，否則政府可能要做拖欠員工薪金的無良僱主。事實上，政

府亦不是存心拖欠員工薪金，對嗎？只是立法會不批准有關撥款時，政府便

沒有金錢支付局長的薪酬，因而可能會陷政府於不義。 

 

 說到這裏，我真的有點擔心，將來可能會有某位議員因不喜歡某幾位議

員，又或因為大家的政見不一樣，而提出要削減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撥

款，從而令他們不喜歡的議員下台。屆時，立法機關被破壞，法例無法通過，

結果香港會變成怎樣呢？我真的不敢想像。所以，我將會反對張文光議員的

修正案。 

 

 剛才，何俊仁議員談及局長有兩項選擇，其實民主黨也有兩項選擇，其

一，選擇愛國愛港，依《基本法》實踐“一國兩制”，與全國人民、全港市

民一起為國家、為香港的福祉做事。 

 

 其二，繼續違背市民的利益，繼續不願意執行《基本法》，繼續擔當只

為反對而反對的、徹頭徹尾的反對黨角色。但是，事實證明，民主黨似乎選

擇了後者，即是說，他們想繼續不顧《基本法》的規定，繼續不理香港市民

的福祉，繼續不理國家民族的前途，繼續扮演只懂反對、不懂建設的角色。

我要倒過來問你們，你們的存在價值和意義何在？ 

 

 主席女士，今天的辯論給市民上了寶貴的一課，甚麼是人身攻擊？今天

的辯論充分體現出人身攻擊的 好詮釋和定義。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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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本來沒有打算發言，而我向來也非常佩服馮檢基

議員的政治智慧。但是，我如今想發言；很不幸地，我剛才聽了他的演說，

覺得有需要發言反對馮檢基議員所說的事。 

 

 我想指出，《基本法》第四條是這樣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香

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政府應該有責任這樣做。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問題並非是馮檢基議員剛才提

出的那麼多有趣的問題，而是十分簡單的問題：究竟政制事務局是否反映香

港人的意願、為香港人爭取利益呢？它有這樣做過，還是沒有這樣做過呢？

做得足夠還是不足夠呢？還是它所做的，只是協助中央進行沒有憲制基礎的

干預，從而令香港人的民意落空，損害特區的利益呢？如果是後者的話，局

長便不是在做他應該做的工作了，因此我們便不應再繼續撥款支持。我覺得

張文光議員的建議是一個不足夠的建議。但是，在撥款方面，我們也不應繼

續支持。 

 

 其實，即使今次政制事務局做得不好，也不一定不能夠原諒的，但 大

的問題，便是局長事後的態度很自以為是，並打算繼續這樣做。如果這真的

是政制事務局的工作目標，我們為何還要繼續浪費資源，用公帑支持一些對

香港造成更大損害的工作呢？ 

 

 多謝主席女士。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張文光議員的決議案。 

 

 主席，去年，我提出了一項差不多的修正案，當時是提出削減三成撥款，

即減千多萬元。當時，我說政制事務局所做的推廣工作，即包括向市民推廣

認識《基本法》、與港澳辦搞好關係、台灣事務、問責制、選舉事務等方面，

均沒有建樹，至於政制改革方面，當時的工作更是做得很差。主席，張議員

今天說要取消政制事務局局長的職位，但即使取消了他的職位，也是不能解

決香港所面對的問題的，不過，正如前任總理朱鎔基在美國所說（我不記得

他為何這樣說了），他當時的做法是可以讓美國人“消消氣”，所以我相信，

如果取消了這個職位，便可以讓香港人“消消氣”。 

 

 主席，其實，這些事項不應該當作是笑話來談，可是，當我們提到一些

令人感到沉痛、心情很沉重的事情時，應該要帶有一點幽默感。主席，我們

在這個多月都會穿上黑衫，因為這代表了一種抗議，亦表示我們是由局長、

司長帶領到一個黑暗的時期。所以，就這一點，他便應該“炒”，職位亦應

該“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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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亦應該看看局長近來做過甚麼事，令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去年年底，我記得局長多次向我們表示，快將宣布政制改革時間表了，

年底便會宣布了；後來又說是年初，及後，更要推遲一點。可是，到了 1 月，

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時表示，國家主席高度關注這件事，於是便再沒有消

息了。我不知道局長是否完全不知道中央的看法，但有些人卻說你們經常揣

測中央的看法。你們苦苦地猜度某些事項，為何對這事情卻會表現得這麼脫

節？況且，國家主席在去年 12 月初已把意見告知了行政長官，而香港人被

蒙在鼓裏超過 1 個月，為何他還在說會快將提交時間表呢？然後， 後卻是

甚麼也沒有。這件事令香港人有深刻的印象。 

 

 此外，在今年 3 月，當立法會 3 位民主派議員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時，

局長又出來說話了。局長當時在立法會發言時，很憤怒地指責議員，說他們

行為不恰當。可是，事後我卻聽到很多市民，甚至大部分市民說也沒覺得有

問題。兩位李議員，加上涂議員到美國國會去，究竟有甚麼問題呢？為何要

勞動局長在立法會大罵他們呢？ 

 

 主席，還有一件更令人產生深刻印象的事情。本月 15 日究竟發生了甚

麼事呢？便是局長做了一位史無前例 高薪金的速遞員，他飛往北京，把報

告交給人大常委會。他這樣做，又替傳媒做了一件好事，因為從來也沒有見

過有局長會在傳媒面前提交報告的，當時大家站在街上，他的頭髮也給吹亂

了，也“不靚仔”了 ─ 主席，是他“不靚仔”了。因此，市民便說，這

麼昂貴的速遞員，香港是否可以支付得來呢？主席，所以，我說做某些事情

時要帶有幽默感了。就這 3 件事情，其實我還可以繼續說的，因為局長仍會

繼續聽。這些事均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主席，你說留下的是好印象，還是壞

印象呢？ 

 

 我要再說出一些比較沉痛的事例，這便是釋法事件，但我不會一再重複

在會議廳內說過很多次的事。不過，很多市民會問，如果這件事會有這樣的

結果，是否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回響呢？其後要勞動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

勸諭香港人冷靜，千祈不要有甚麼行動的，其實大家是否也知道這件事是很

不得了的，很多香港人會感到不開心的呢？大家也知道這事件會帶來很大影

響。雖然財政司司長不斷說就商界而言是沒有問題的，但這說法就像人在夜

間走路時感到害怕而吹口哨一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現；沒有問

題，又何須經常提起呢？就是因為有人提出，他才會出來說話吧了。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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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問題，為何美國政府會提出，英國政府又提出來評論呢？還有其他人也

出來評論過的，為何他們會提出呢？是他們痛惜香港嗎？當然不是，主席，

因為他們在香港有投資，他們有國民住在香港，他們有生意在香港投資。如

果香港的法治被摧毀，香港的制度“唔掂”，“一國兩制”完蛋，投資者是

否仍會留港嗎？屆時香港還有甚麼吸引力？CEPA、CEPA，是否真的有這麼

大的吸引力？ 

 

 問題再回到局長那裏，究竟局長做過甚麼工作？他做過甚麼來反映我們

的憂慮？我和很多市民卻看不見他做過甚麼，於是他們便會問，究竟這人留

在這職位內做甚麼呢？ 

 

 主席，我看到財政預算案提到一些資料，在 2003 至 04 年，特區官方代

表到國內的訪問團達 1  100 次，為何當中沒有與立法會議員一起出訪呢？我

們立法會議員之中，有很多人不能前往國內，局長和行政長官就此又做過甚

麼工作呢？去年，英國政府在北京亦提出過這件事，局長又大罵它是干預內

政。然而，局長究竟做過甚麼工作來幫助議員呢？ 

 

 多年來，我們都無法前往國內，在 1998 年，我剛“落車”、剛選舉完

畢，我和何秀蘭議員會見行政長官時提出，不如由他帶團出訪，因為他說國

內的發展已很好，我們是有需要知道的。我提議由他帶領行政、立法團到國

內，但他卻叫我不要說太多話，即是說，不多說話便可以前往，那麼，局長

這數年來就此又做過甚麼呢？ 近，有數位議員想前往大陸，想到北京，卻

無法做得到。何秀蘭議員兩次均無法前去，涂謹申議員也不能去，局長又做

過甚麼工作呢？至於中聯辦邀請他們會面，這又是否局長的功勞呢？ 

 

 主席，我想局長稍後告訴我們，如果議員與國內溝通上有這麼大的困難，

當局是否有責任做點事？如果沒有做，請告訴我們為何沒有做；如果有做，

也請告訴我們做過甚麼工作？做了多少次？何時、何日做過，與誰說過話，

內容是甚麼？ 

 

 主席，還有台灣事務，這亦是局長的工作範圍。有一次，很笑話的是，

民主黨提出了一項質詢，是關於此方面的，我也不知道是誰提出的，總之有人

提出，算是民主派提出好了，因為其他人也不會提出。那天下午有這樣的一

項質詢，早上張良任便說有人會請他吃飯，局長還告訴我們他見過張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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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張良任其後感到很不高興，為甚麼？因為局長並沒有請他吃飯，局長

只是仿效克林頓的做法，在雙方相遇時，他突然走過來站兩分鐘，回來後便

告訴我們雙方曾見過面。當時我們還以為是真的見過面了，但原來只是走過

去打招呼而已。其實，他與張良任見過多少次面呢？主席，我想知道，局長

在這方面究竟做了多少工夫呢？現在張良任快將離開本港了，將會由翁松燃

接任。又會有甚麼事呢？主席，我其實是想提出一項質詢的，不過，輪候很

久也未能輪候得到提出，我是想問及台灣官方機構申請派人到港公幹，須等

候很久的事。據我所知，張良任未到任時已經提出了申請，但申請至今仍在

等候結果，現在張良任也快要離開了。當然，申請的事並不涉及翁松燃，而

是與其他人有關，但這裏其中又發生了甚麼事呢？ 

 

 主席，我已舉出了數項事例，但還有 後的一項，這是 重要的一項，

主席，這件事在你心目中，可能亦是 重要的，便是認識《基本法》。那邊

有很多人經常罵局長，梁振英先生，即將要與我辯論的那一位，亦曾公開罵

他，說當局做事未能做得足夠，致令廣大市民不認識《基本法》，這亦是局

長的工作。不過，政務司司長是領導該委員會的人，現在民主黨說應把工作

撥給政務司司長，我可以說，情況也不會有太大的好轉，不過，一個不好，

總好過兩個不好，亦無謂浪費更多公帑了。老實說，如果說到令人認識

《基本法》，主席，誰的功勞 大呢？一定是葉劉淑儀局長。全世界也認識

第二十三條，不過，經過這一役後（目前只是要多謝她），人們還多認識了

哪些條文呢？便是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是否每次也要把香港弄致差不

多反轉，才能令市民認識《基本法》的條文呢？ 

 

 主席，我也不想繼續說下去了，真的是罄竹難書。所以，總的來說，局

長擔任這職位以來，真的沒有做過甚麼工作能令我們留下好印象的，司長現

在經常提到財赤，說慳得多少錢便慳多少。就我剛才提出的一項質詢，我問

及科學園浪費公帑，政府卻還要花錢聘請一位顧問來調查此事，我真希望財

政司司長能夠跟進這些問題。既然我說到是浪費公帑，但政府在回答第二十

項質詢時卻答覆會聘請顧問，研究如何浪費公帑，這個政府也真是！主席，

我不再說了，你已示意我離題。 

 

 不過，說回林局長，我實在想不到他做過甚麼好事，所以我支持張議員

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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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陳啟宗今天攻擊民主派事事上街遊行爭取民主，令北京

不信任香港。陳啟宗這樣說，令我想起他的樓盤。他的樓盤叫“君臨天下”，

所以，我想陳啟宗...... 

 

 

全委會主席：李議員，你的發言跟陳啟宗先生有甚麼關係？（眾笑） 

 

 

李卓人議員：有的，有的，我接便會說下去。因為梁富華議員剛才說民主

派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愛國愛港，一個是違反選民利益。但是，陳啟宗

的樓盤“君臨天下”其實也是給了香港人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稱臣擦鞋，

另一個選擇是拒絕屈服。陳啟宗其實是否要弄到香港人人都接受君臨天下，

即入住“君臨天下”或接受君臨天下，便不要事事向北京爭取。今天的議

題...... 

 

 

全委會主席：李卓人議員，我真的要跟你說，陳啟宗先生不是屬於這個議會

的，所以請你說回跟修正案有關的事項。 

 

 

李卓人議員：我知道，為何說他與今天的議題有關？其實“君臨天下”這個

樓盤與今天的議題是有關係的。為甚麼呢？我們現在討論要削減政制事務局

的資源，減去三百二十多萬元，為甚麼要減三百二十多萬元，便是因為在

君臨天下的情況下，我們現時有一個根本的質問、疑問，便是香港既然已經

君臨天下，政制事務局還是否存在呢？ 

 

 梁富華議員剛才說覺得我們針對人，而不針對事。我想很清楚地說，我們

絕對不是針對任何人。如果是針對人的話，便應減去所有局長的工資，因為

我們覺得整個問責制根本不行。為何要特別針對政制事務局呢？並非因為是

林瑞麟這麼簡單，而是因為整個政制事務局本身現時仍不知是擔任甚麼角色

的問題。 

 

 劉慧卿議員去年說要削減政制事務局的三成資源，也是針對事的，因為

她覺得政制事務局無事可做。政制事務局不可以啟動諮詢，去年又只說進行

研究，然後聲稱在年底會進行諮詢。但是，該局去年真的沒做過任何事。今

年卻有另外一個原因，也是針對事的。今年又為何要削減它的資源呢？並非

因為去年的原因，與去年的原因有點不同。該局今年本來應該開工，也準備

開工了，政制事務局是應存在的。但是，今年較去年還要慘，今年不是無事

可做，而是完全被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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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富華議員剛才說，如果沒有政策局，如何運作呢？其實，政策局現在

還存在嗎？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已沒有了政策局。仍有政制事務局作出決

策嗎？他仍否是香港的問責局長？根本不是了。如何運作？現在便正進行運

作。所以，我們與梁富華議員的意見一樣，我們覺得它根本不能運作，請問

如何運作？如果不能運作，不如索性沒有這政策局，這個局事實上已廢了，

實際上已沒有了。究竟出現了甚麼情況呢？便是中央根本接管了香港整個政

制的決策，所以，根本上已沒有了政制的政策局或政制事務局，已由中央接

管了。 

 

 我覺得中央不單止接管了政制事務局局長的位置，還已接管了整個政制

專責三人組，現在稱之為“賣港三人組”。這個三人組已根本被中央接管

了。我不知政制事務局局長可否證實他其實已更改了僱主呢？國務院港澳辦

公室內現在是否開設了 3 個職位，一個是以速記司司長為首的曾蔭權，因為

曾憲梓曾說過，“董九條”根本是與中央研究後寫出來。他這番話令我得出

一個結論，便是曾蔭權的整份第二號報告根本是由曾蔭權作速記，速記了中

央的意思，然後在第二號報告寫出來。所以，曾蔭權擔任了速記司司長。 

 

 至於林局長，很多人也指出他那次是做速遞，所以現在設立了一位速遞

局局長。他已不是政制事務局局長，而是港澳辦轄下的速遞局局長。我很少

聽到梁愛詩司長說話，所以她可能是擔任了布景組的組長。3 人均轉了僱主

和合約，他們的工作已與他們原本應擔當的工作不同。 

 

 在這情況下，今天的議題內容其實不太足夠的。因為正如我剛才說，曾

蔭權的職位已轉了僱主、工作和合約，做了速記，而梁愛詩司長又轉了另一

份工作。所以，他們的工資其實應該相應地削減。不過，我們今天的議題只

是談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再重申一點，我們不是針對林瑞麟局長，而是針對

事實上 慘的一件事，這是很悲慘的事實，便是中央干預了香港的“高度自

治”，中央插手了香港的政制事務，令整個政制事務局沒工作可做。主席，

我支持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告訴香港市民，香港事實

上已根本沒有了政制事務局，沒有了這職位的存在。如果這個職位沒有了，

又如何能繼續在香港支薪呢？所以，既然僱主和合約已更改，倒不如由正式

的僱主支付他們的工資好了。 

 

 後，事情既然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我今天要這樣告訴林局長他的局已

廢了，其實是很痛心的，因為我們不想看到人大否決普選，我們也不想看到

人大完全介入香港的政制發展，還達到這個地步。但是，事實卻確實如此。

我不知林局長自己還有甚麼想法，我覺得他應透露真情，他被人廢了也要說

句話，他會否覺得沒道理要作出這個程度的干預呢？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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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如果我是林瑞麟局長，我便不知應躲到哪處去，他

根本是無地自容。剛才聽到劉慧卿議員給他的考勤報告，可惜這份考勤報告

不是出自行政長官 ─ 他的上司，如果是出自行政長官，則局長應該自行

引退了。 

 

 

全委會主席：麥議員，我們是在討論財政預算案，而非在談論一個個人，希

望你說回主題，好嗎？ 

 

 

麥國風議員：好。多謝主席女士對我的提點。其實這也有關的，因為財政預

算案討論削減林瑞麟局長的整份薪酬。如果考勤報告欠佳，他應不可以勝任

該份職務，因此，應該可以 ─ 希望其他議員支持 ─ 把這個職位刪減。 

 

 主席女士，林瑞麟局長出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已經一年多，他究竟做了些

甚麼工作？這一年內，他在政制發展方面做了甚麼工夫呢？這還須由林局長

清楚告訴我們。其實，去年的七一大遊行及區議會選舉中，市民已利用了很

清晰的行為：上街示威抗議和投票的行為，清楚表示他們對於還政於民的訴

求。但是，林局長依然沒有以實際行動回應市民大眾的訴求。因此，林局長

其實應該給我們完成一份試卷，但直至三人專責小組出現，這份試卷仍沒有

做好。這份交了白卷的試卷，令人質疑林局長是否真的能力不足，還是他已

變成了政治花瓶？這個沒有人得知，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或行政長官才知

道。因此，政制事務局表面上只是虛有其表而已！究竟林局長是否真的有盡

其本分呢？我到現在根本真的掌握不到。 

 

 劉慧卿議員剛才說得很好，我們上星期前往深圳，竟然有兩位議員不能

過關。他們不能過關，是甚麼原因呢？我不知道這是否屬於林局長負責的政

制事務局的其中一項職責？林局長稍後回應時可清楚告訴我們，這是否屬於

你的職責？如果是你的職責，在剛過去的一星期內，你究竟做過甚麼工作

呢？我希望在我按鈕支持或反對這項議案前，我可以作出一些考慮。希望林

局長也能從多方面告訴我們他將要達到的工作目標，或同時講述他去年的工

作表現，讓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瞭解他的局，不要讓我們覺得他的局較為神

秘，不太清晰。希望局長稍後一定要交代一下。 

 

 主席女士，相當遺憾的是，在政制發展一事上，政制事務局似乎沒有竭

盡本分，尤其沒有如實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人要求普選的訴求，似乎已把香

港人的利益拋諸腦後，只顧揣摩上意。如果局長不是失職，他的 終意願便

是完全出賣港人。政府經常說要開源節流，精簡人手架構，政制事務局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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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一個主要的開刀對象。政府經常說要裁去冗員，尤其是陳偉業議員經

常相當激動地說政府是肥上瘦下（他現時不在席），而事實又真的如此。

局長究竟如何帶領香港人進入他們的烏托邦呢？進入我們的理想呢？局長

在 2007 年及 2008 年的方案中究竟做了甚麼呢？如何反映大部分港人的意願

呢？即使是小部分人的意願，他也要反映，但我們似乎看不到大部分人的意

願得以反映，完全沒有循序漸進和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的。 

 

 《基本法》寫得很明白，雖然我也不是太熟悉《基本法》。局長不知是

否也須教導一下我們。港人雖然並不太熟悉《基本法》，但《基本法》中有

許多基本原則，他作為一位局長，如何如實地向中央反映呢？局長如何把香

港人的意願反映給喬曉陽副秘書長或整個人大委員會知道呢？請局長告訴

我們，為何必須把行政長官的報告親自送上北京呢？是否須由一位如此高層

次人員擔任這份速遞工作呢？這情況令我們產生很多疑問。主席女士，為何

要由一位局長做這份速遞員的工作？重要性何在呢？是否存在機密性呢？

局長在抵達北京後，就這份報告而言，與他們有甚麼交流和接觸呢？ 

 

 我覺得很費解，希望局長真的能令我得悉，他究竟是否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一名冗員？接下來的三數年，他的工作會是甚麼呢？在政制發展方面，局

長如何擔當一名稱職的局長呢？主席女士，如果局長不能就這數方面提供很

清晰的工作目標和工作時間表，我認為局長是不稱職的。 

 

 因此，我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多謝主席女士。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張文光議員今天提出的決議案，是要求政府刪減政

制事務局的 323 萬元開支，等同要刪除林瑞麟局長這個職位 1 年的開支，變

相是起了殺局的效應。他剛才也解釋得很清楚了。 

 

 表面上，民主黨所持的理由甚多，剛才聽到的或報道過的，包括政制發

展的工作，已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負責，

人大釋法又架空了政制事務局，令林局長一職變得更“可有可無”。其他的

指控還包括批評身為專責小組成員的林局長辦事不力，只為行政長官到北京

送報告，淪為“超級速遞員”和“中央政府超級推銷員”等，很多也是重複

又重複地提過。對於民主黨所列舉的這些罪名，自由黨覺得是沒有必要，既

不適合，亦不敢苟同。 

 

 我想指出，在人大常委會周一對行政長官的政制報告作出“確定”之後，

2007 及 2008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產生辦法仍有改進的空間，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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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細節安排，正有待專責小組第三號報告下月公布時提出，之後更要展

開深入而廣泛的諮詢，理性的討論和尋求各方共識，才能加以落實。 

 

 我留意到剛才很多議員發言的時候是離題的，由今天所討論的“撥款”

偏離至“政改”方面。我並不打算這樣做，不過，我想一提的是，有關落實

方面的工作，自由黨也會進行諮詢，而且亦希望向對口單位反映我們的意

見。但是，這個並不是今天的議題，我相信日後亦會有很多這樣的機會。 

 

 如果政制事務局缺乏一位主要官員來統籌有關的工作，該局能否承擔落

實上述兩項重要選舉的進一步發展，是不禁令人存疑的。既然如此，又怎可

以說林局長及其部門是“可有可無”呢？反而林局長未來在這方面的工作，

真可謂責任重大。 

 

 我亦明白在討論 3 司 11 局的時候，也曾探討政府可否將政制和民政合

併為一局的問題。不過，政制檢討當時尚未展開，亦覺得並無迫切性，所以

政府當時已經加以拒絕。 

 

 問題的關鍵，恐怕又不在林局長的工作做得稱職與否，而是民主黨要求

一步到位，在 2007 及 2008 年推行全面普選，以致不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因

此，藉機拿林局長的職位開刀泄憤。我們的看法是這樣，今天事實亦正是這

樣做。但是，如果讓這種因人而異，因人廢位的作風一直蔓延下去，只會將

香港變成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 

 

 事實上，民主派去年也曾由前的劉慧卿議員提出過類似的決議案，我

們記得很清楚，當時是以不滿政府不立即開展政制檢討為理由，想削減政制

事務局大約三成的撥款。現在所不同的，是張文光議員卻似乎是因為不想繼

續展開政制檢討而削減政制事務局的經費，議案是一樣，但兩種說法的理據

卻是剛好相反的。自由黨認為這類舉動是沒有意義和沒有建設性的，所以我

們會對這項決議案投反對票。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他這次的做法其實

緊貼中央的方向，因為政改的決策已在北京，未必需要香港設有這個政策

局。我們其實也很想聽聽林局長自己說，他是否曾盡力為香港人的權益爭取

和做工夫。剛才，楊孝華議員說，要有一個對口單位，讓大家可以反映意見。

不過，我們看到，在專責小組剛發表的第二號報告中，並沒有以合乎實際情

況的比例，把港人的意願表達出來。在這方面，是做不到的。因此，那並不

是一個公平、公允的諮詢報告成果。既然做不到，便是失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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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以往我們談論主要官員問責制時，一直強調一點，便是究竟是否

有懲處的方法，但這問題一直不獲答覆。大家如何量度一位問責局長的表

現，然後如何按他的表現施予恰當的懲處呢？我相信今天張文光議員提出的

修正案，可以反映巿民這種意願。以往大家談問責，當局會辯解是向巿民問

責，而不單止是向行政長官一人問責。可是，今次在政改這樣的一個重要議

題上，有那麼多人支持 2007 年、2008 年雙普選，但這個意願在第二號報告

中只是非常不合比例地輕輕帶過，所以我相信張文光議員這次提出這項議

案，是反映了巿民的意願。至於立法會稍後的表決能否反映這意願，正正可

以告訴社會，林局長以往的工作，對政制的公平、公義是有所虧欠。  

 

 主席，我們以往談到選舉制度的改進時，在技術上，其實也提出了數點，

但政制事務局卻一直未有處理，未有做到。第一，是比例代表制的點票方法。

2000 年，由於程介南先生涉嫌犯事，影響他所屬政黨的選舉，令排名第二的

候選人覺得很為難。在那次事件後，大家曾向政制事務局提出，即使堅持要

採用比例代表制，點票方法可否採取其他制度，令這些不公平的現象消失，

由巿民在一個開放的名單內自由投票，而不是硬性由參選名單自行決定。這

是一項公道、有利各方的建議，但政制事務局並沒有探討改進的可行性，這

是失職之一。  

 

 主席，第二，是沒有善用資訊科技。很多巿民曾反映，如果他們在投票

當天要外遊，無論是因公務或個人事務離開香港，是否可以透過事先申請，

使用電腦、資訊科技在外地投票？很多巿民提出了這意願，但政制事務局卻

沒有繼續作跟進。  

 

 第三，在今年的選民登記工作上，大家都知道，各個政黨、各個組織就

選民登記所付出的努力及所得的成果均遠較政府為多。既然社會可以自助，

在我們要緊縮開支的情況下，我相信政制事務局的開支及人事編制確實應該

可減得減。  

 

 主席，在討論高官問責時，我很贊成，可以為香港人權益做事的人，得

到較高薪酬，也是值得的。可是，如果在行事，在制訂政策方面有所偏差，

而損害到香港人的權益，那麼，即使不用付錢也不應該聘請。今次，每年花

三百多萬元找林局長當速遞，我相信即使我們作出批准，審計署也會罵我

們。因此，主席，我支持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削減三百三十多萬元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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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早前我曾在這議事堂說，走了一個“路公公”，來了一

個“林公公”。“路公公”是由於香港大學民調事件， 後要離開他的職

位。他的職位懸空了兩年，但對整個政府及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運作均毫無影

響。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聲譽依然這樣低，錯事依然接二連三繼續出現，所以

他的存在與否，對政府的管治並沒有實際幫助。 

 

 林局長出任這個職位，如果跟路祥安比較，在政制的改革和檢討上，由

於林局長的失職、由於林局長不能實踐他應該履行的職責，對香港所造成

的損害，相較路祥安的民調事件，是數以十倍計，甚至是以百倍計。因此，

路祥安因民調事件而離職，走了一個“路公公”，“林公公”也應該跟隨

“路公公”的路，離開他的職位。 

 

 我們看看林局長一直以來在政制方面究竟做了些甚麼，他 明顯的職責

是香港政制檢討；但我們回顧香港的政制檢討，他又做過些甚麼？在政制檢

討方面，很明顯，他不單止沒有得到董建華的信任，更沒有得到中央北京政

府的信任。特區政府成立的三人小組並不是由林局長領導，而是由曾司長領

導；不單止由曾司長領導，更因為對林局長的能力的懷疑，於是再找來梁愛

詩司長加入三人小組，領導和帶領有關檢討。我們翻看第二號報告， 後的

檢討結果，以及其後的連串政制決定，亦看不到林局長扮演了甚麼角色。

正如多位議員所說，他基本上只是充當一名信差。如果每年要花上三百多萬

元來聘請一名信差，這絕對不符合納稅人的要求，更不符合衡工量值的原

則。 

 

 林局長既然在這職位上不能履行應有的基本職責，得不到港人的信任，

得不到董建華的信任，更得不到中央政府的信任，我看不出這個職位為何應

該繼續下去。林局長 應該做的，其實是自行辭職。正如先前梁錦松由於買

車事件，或由於......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有關削減其中一個項目，你不

能涉及太多個人......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明白，因為他不肯辭職，所以我便要削減...... 

 

 

全委會主席：陳議員，請盡量說回主題，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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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是的，主席，多謝你的帶領。如果林局長願意辭職的話，削減

的要求可能便可以取消，所以我覺得要重點討論的，是先要他辭職。如果他

不肯辭職，有關的削減便是一個自然的步驟。不過，我仍然很多謝主席的指點。 

 

 主席，剛才我提到中央對他不信任，這是十分明顯的。大家會看到，整

項政改工作本身已經不是由香港處理。整個政制的制訂，以及政制決定後的

推動、推銷和解釋工作，基本上均由北京政府主導；而香港的地區工作、串

連、組織、推動及聯繫等則由中聯辦和港澳辦負責統籌。基本上，林局長在

整件事情中是隱形的。 

 

 因此，主席，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及在現時政府的財赤情況下，我看不

到為何我們要繼續每年浪費這三百多萬元，讓一個可有可無、完全隱形的人

來浪費公帑，而且更令香港市民感到整個問責制是完全失誤。因此，主席，

基於這理由，我全力支持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我便請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今天的辯論中，很多議員談及我們專責小組

及政制發展的工作，所以我希望你容許我在處理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之前，

作出數點回應。 

 

 主席女士，回顧專責小組過去 3 個月的工作，我們先後完成了兩方面

的報告。我們的第一號報告處理《基本法》中涉及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問題。

人大常委會經考慮這份報告及社會各界意見後，就《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

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解釋，釐清了有關修改兩個選舉產生辦法所涉及的法律

程序問題的不清晰地方。 

 

 在第二號報告中，專責小組把對原則問題的看法歸納為 9 個要點，作為

今後推動政制發展須顧及的 9 個因素。我要重申，這些因素其實建基於《基

本法》的規定和概念。我們並沒有修改《基本法》本身，也沒有在《基本法》

以外附加任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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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因素是我們綜合過去 3 個月從社會各界收集得來的意見而得出的結

論，當中包含了中央部門在我們 2 月期間訪問北京時向我們表達的看法，但

重要的是我們在過去兩三個月，跟不同界別和團體會面後所得到的一些看

法和結論。我們多次重申，任何今後政制發展的方案越能夠貼近這 9 點因素，

我們認為可以在香港社會內部達成共識的機會越高，也有更大機會可以取得

立法會、行政長官和人大常委會 3 方面的認同和共識。 

 

 在過去 3 個月，專責小組在處理工作時，是緊守 3 個宗旨。 

 

 第一，我們是全面和如實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社會的意見。在我們發表的

第一號和第二號報告中，我們均把香港社會的意見以附件形式，原原本本向

人大常委會的有關部門提供，予以考慮。每次我們與中央有關部門會面時，

我們均再三詳細交代香港市民對政制發展的訴求。第一方面的工作，我們已

經做了。 

 

 第二，為回應香港社會和市民對香港現時政治制度有所改善的訴求，我

們努力爭取盡快啟動修改兩個選舉產生辦法的過程和程序。行政長官根據人

大常委會 4 月 6 日的解釋，在 4 月 15 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就此正面

和積極地回應了社會上的訴求，便是 2007 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 2008 年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應該予以修改。 

 

 第三，專責小組積極爭取確定這兩個選舉產生辦法可以修改的空間。人

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的決定，是明確了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的

選舉可以修改的範圍。今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立法會的組成，是可以修改

的。 

 

 我們明白人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的決定，與部分市民或政黨、政團心目

中的理想，是有一段距離，特別是那些希望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士，他們會感

到失望，這種心情我們是理解的。 

 

 然而，失望之餘，我們依然要尊重憲制的秩序和面對政治的現實。當前

的情況是，人大常委會已就 2007 年和 2008 年兩個選舉的產生辦法作出決

定。作為特區政府，我們一向強調，任何修改方案均必須得到立法會、行政

長官和人大常委會的支持，方可成事，缺一不可。 

 

 在座各位立法會議員與我們主要官員一樣，均為公眾人物，均為政治人

物。作為社會負責任的政治領袖，我們的立場如果有分歧的話，便要正視分

歧，努力縮窄大家之間的距離。就政制發展這問題，香港社會、立法會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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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黨派、特區政府和中央，均認同普選這個 終目標，大家的分歧只在於邁

向這個 終目標的速度和模式。在特區政府方面，我們雖然未能夠認同民主

派議員認為 2007、2008 年必須普選這立場，但我們一貫非常尊重各位民主

派議員對民主的執和承擔。同樣地，我也希望民主派議員能夠有同樣的態

度，尊重不同黨派和政府同事可能就這些問題有不同的見解。大家均要放下

身段，敞開胸懷，面對當前的政局，努力達成共識。 

 

 世界很多不同的地區、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實往往會有深層的政治政策問

題，是不容易解決的。香港現時面對的政局，正當如此。不同的黨派、不同

的議員；大家做政府、做議會的工作，有不同的職分、不同的角色，但路只

有一條，便是要努力為香港謀取共識，這樣我們才可以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創

造新的空間。 

 

 主席女士，我很希望在專責小組發表第三號報告後，開列可以修改的範

圍後，在座各位議員可以在諮詢所屬團體或支持你們的選民後，向專責小組

提供方案，共同研究一下這兩個選舉的產生辦法如何推至下一個階段的發

展。 

 

 主席女士，接我回應一下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張文光議員代表民主

黨建議在 2004-05 年度，從政制事務局的預算開支中削減三百二十多萬元，

等同一位局長 1 年的薪金。 

 

 去年，確實有劉慧卿議員提出過類似的修正案，但今年比較好，是建議

不涉及我的政策局內的公務員同事，不會殃及池魚，因為我們接受得政治委

任的，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要面對這種挑戰。 

 

 我們政制事務局在 2004-05 年度的預算開支，其實只不過是三千四百多

萬元。在 11 個政策局中，我們佔政府整體開支的比例 小，編制也是 小，

這安排其實已經充分體現了衡工量值的原則。 

 

 在剛才的辯論中，有好幾位議員提到我們局內其他方面的工作。張文光

議員提到選舉事務大可以全數交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來處理，但

這其實與一般政府的工作安排是不對稱的。一般政府的工作安排必然是由一

個政策局來推出政策建議，然後由一個執行部門來執行和落實。 

 

 正正在過去 1 年及 近數個月，我們均在落實 10 元 1 票的資助計劃；

我們也在落實在選票上可以刊登政黨政團支持候選人的標誌。這些便是我們

作為政制事務局、作為政策局提出來的建議，是一年多之前提出來的。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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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體法例後，我們也帶附屬法例來議會，供各位議員審議，得到大家的支

持，正在加以落實。因此，選舉事務不可能單由選舉事務處來處理。 

 

 何俊仁議員提到《基本法》的推廣，以及香港市民對《基本法》的認識。

我給他 簡單的回應是，我們在第二號報告中第 5.23 段的其中一個因素提

到，今後我們推動政制發展，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的認識，也是應當考慮

的其中一方面。 

 

 不過，對《基本法》的認識，一如其他地方對當地的憲法的認識，是一

個過程。這個教育過程，是要假以時日才會有成果的。根據政府進行的調查，

在 2000 年，對《基本法》稍有認識、有認知的市民有 80%，至 2002 年年底

時，調查結果顯示已經提升至 90%。不過，這是初步的認識、認知。要深化

這些認識和認知，我們會繼續不斷努力，來做這方面的工作。我也相信多做

這方面的工作，對我們今後整體的政制發展是有幫助的。 

 

 主席女士，劉慧卿議員現在不在這裏，她很熱衷代台灣當局發言。我不

大明白，但既然她這麼熱衷，我也就數點作出回應。 

 

 劉議員談及我們的對台事務工作，其實在過去一年多，有些實質工作是

有進展的。舉例來說，去年 SARS 期間，我們安排來自台灣的學者和醫學界

專家與香港的生部門和大學聯繫，進行交流。在過去數個月，有香港漁民

遇到風暴，有需要得到保護，得到安全的安排，我們透過與台灣在港機構的

聯繫，作出了這些安排。此外，去年 SARS 期間，一個香港旅行團滯留台灣，

在經過我們的溝通和安排後，可以安排專機在短時間內接他們回港。我們也

跟來自台灣不同學界、商界、新聞界的訪問團有聯繫，安排他們認識香港

新的經濟及社會情況，以及看看“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我們跟張良任

先生不時均有聯繫、溝通。 

 

 亦有議員提到立法會議員北上，想進入內地，卻未能獲得批准。我作出

的回應的 重要一點是，在“一國兩制”下，內地的出入境安排是由內地公

安部門決定的。 

 

 張文光議員和其他議員今天提到專責小組的角色和工作分配，我想再多

說數點。 

 

 專責小組 3 位成員的分工是這樣的。政務司司長領導專責小組，包括與

中央有關部門溝通，聽取香港市民的意見，擔當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橋梁角

色；律政司司長為專責小組提供法律意見；而我作為政制事務局局長，負責

政制發展的政策和實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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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的成立，其實反映特區政府對政制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我們主要

官員團隊之間的互相配合。 

 

 政制發展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泛，也牽涉整個特區的管治。單由一位主要

官員處理，並不足夠，特別是在這階段並不足夠。因此，由政務司司長領導

及由我們其他兩位主要官員配合和支持，是恰如其分，是非常恰當的安排。 

 

 我剛才在開首時，跟大家提過我們在過去這 3 個月所做的兩份報告。當

中很多內容，均建基於政制事務局在過去一段日子所作的研究工作。 

 

 主席女士，今天有好幾位議員質疑、提問我作為政制事務局局長，就政

制發展這議題所做過的工作。我也想趁這機會，跟有關議員談談我 根本的

態度。 

 

 我們這一代的政府同事是在七十年代加入政府的。在八十年代，我們已

經開始進行落實《中英聯合聲明》及開始準備過渡的工作。在九十年代，我

曾處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處理成立終審法院這些比較敏感和重要的

事宜，也曾安排香港回歸各方面的儀式。因此，對我來說，過去十多二十年，

已經跟《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落實結下了不解之緣。 

 

 兩年前，我出任政制事務局局長的時候，從第一天開始，我已經知道，

政制事務局的工作，特別是政制發展的議題，難度高，爭議性大，要達成共

識是不容易的。 

 

 雖然如此，我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可以為香港爭取到多少空間，便為

我們的政制發展做多少的工作，盡量將香港的政制往前發展，盡量縮短香港

政制和 終普選目標的距離。我很希望透過我們和各位議員的努力，可共同

定出一個較明確的方向，也為香港踏出一條共同的道路。 

 

 主席女士，也因為我有這個基本的態度，我對在座多位議員對我個人的

批評，又或加封的稱號，可以坦然面對，一笑置之。我記得讀小學的時候，

如果同學之間起“花名”，很多時候是因為“老友鬼鬼”。因此，我視各位

議員為同窗朋友，大家可以互相共勉。不過，對陳偉業議員，我想說一句，

大家是同輩，無須稱我作“外祖父”。 

 

 劉慧卿議員提到“消消氣”，其實我可以告訴主席女士，我們主要官員

的團隊很願意來議會跟大家溝通，跟大家“消消氣”。只要這樣做可以為香

港辦到事，我們每天均願意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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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一句，主席女士，我和我的同事會繼續努力做好我們的本分，盡量

把香港的政制推前，盡量縮短香港的政制與 終普選這個目標之間的距離。 

 

 主席女士，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張文光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女士。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可否要求你作出裁決？林瑞麟局長剛才說是我的外祖

父，會否有侮辱我家人的成分呢？主席，可否裁決這說法？謝謝。 

 

 

全委會主席：我可以作出裁決。我認為這是一種幽默，絕對沒有侮辱成分。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本來無意就今天的辯論發言。其實，我們今天所

討論的，並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作出的這兩

項決定，但因為有部分議員儘管沒有直接提出，卻似乎是覺得人大常委會所

作的決定是違憲或違法，因此，我覺得有需要在議會紀錄中表明，政府並不

接受這種看法。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說明，如果在 2007 年以後，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與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以及法案與議案的表決程序有需

要進行修改時，要經過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

報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6 日就這兩項條文作出了法律

解釋，其中一項解釋是由行政長官提出報告，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你站起來有甚麼事？如果是規程問題便可以提出，否

則，請你坐下。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司長現時所說的，跟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

是否有關？ 

 

 

全委會主席：請坐下。司長現在所說的，正是因為有議員在剛才發言中，提

到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是架空了特區政府，因此，司長現時是作出回應。 

 

 司長，請你繼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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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其中一項解釋是，如果在 2007 年以後有需要修改，

便由行政長官提出報告，請人大常委會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

八條所載的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是否須修改，然後才可進

行。一經解釋，這便成為了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的一部分。因此，

行政長官有責任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請人大常委會確定那兩個選舉辦法

有沒有修改的需要。所以，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26 日作出的決定，完全是按

照經解釋後的《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而確定的。 

 

 至於說人大常委會在作出這個決定時，亦提到有些原則是要符合的，例

如 2007 年及 2008 年不可進行普選，在修改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時，功能界別

及地區直選議席的比例要相等，這些也是按照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

授權的。理由是在確定時，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是說明了要按照《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所載的，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所

以，在確定時，人大常委會說出在這種情況下，便可以確定有需要修改。 

 

 此外，這項權力其實在附件一及附件二的第七條及第三條內已有載明。

由於這兩條賦予了中央（即人大常委會）在產生辦法的更改方面有一個角

色，它當然有權表達在哪種情況下，它會同意這個選舉辦法。這是有利的，

因為各位立法會議員無須在討論了一個具體方案，而行政長官亦同意後，才

發覺其實人大常委會是不同意亦不會批准，或會拒絕備案的。 

 

 我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在憲制上，我不希望此議會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即是有些議員認為作出這個決定是不合法，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政府卻沒有就這說法作出解釋。我發言主要是為了這一點，請主席女士在會

議過程正式紀錄上加以記錄。至於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工作，我的同事 ─ 

政制事務局局長 ─ 剛才已作出了很詳細的解釋，我覺得我無須再說。我

只想提一提，人大常委會作出兩個決定時也有說明為何要作出這樣的決定，

並指作出這兩個決定能避免《基本法》被曲解、避免出現社會紛爭，不利於

政制發展的理性討論，但卻有利於令按照《基本法》進行的政制發展討論達

成共識。人大常委會亦曾說，作出兩次解釋後，特區便可開始討論具體方案，

民主發展便可邁向另一里程碑。多謝主席女士。 

 

 
張文光議員：主席，民主黨要求刪除政制事務局局長的職位，並非源於林局

長的表現。事實上，如果大家記得，我們在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設計階段，其

實已經質疑政制事務局應否以一個獨立政策局的方式存在。當時，我們亦曾

提出修訂，要求將政制事務局附屬於政務司司長之下。到了政制事務局已經

成立並開始運作後，我們亦很冷靜地審視這個政策局究竟是否有事可做，或

是否無所事事。  



立法會 ─ 2004 年 4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April 2004 

 

157

 我今天的發言，有一部分是有關政制事務局內數項他們自己寫出來是

重要的工作，看看該局究竟是否有事可為。我說過，在政制內，選舉事務的

工作，其實很大部分已交給了獨立的選舉事務處。政制檢討的工作，董建華

已經設計了一個三人小組，領導人是政務司司長。此外，推廣《基本法》的

工作，我覺得可以撥給教育統籌局、撥給民政事務局負責。此外，台灣的工

作，今天有非常多的批評，即使局長百般辯解，台灣事務的工作仍做得實在

差勁，是不合格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事實亦說明，這個職位是未能體現其

業務的能力，應該刪除。  

 
 在我們決定提出這項修正案時，中央政府對於香港未來的政制、對於民

主普選根本尚未持一個否定的態度。所以，我們並非是因為中央否定了民主

普選才作出刪除的決定，並非如此。不過，當中央否定了在 2007 年、2008

年進行民主普選時，我們又看深了一件事，那便是當“高度自治”化為飛

灰，當京人治港君臨天下時，我們對局長的表現是失望的。這加深了我們刪

除這個職位的理由和原因，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曲意逢迎、指鹿為馬、顛倒是

非，以及媚上欺下。在這個過程裏，並沒有尊重民意、沒有維護自治、沒有

堅持兩制。有人在失職時，亦沒有自行引退。這是在事情發生後令我們感到

深深失望，亦強化了我們今天提出要刪除這個職位的理由。  

 
 我們相信，我們對一名官員的期望，便是要有業務的水平。然而，現在

連業務也沒有，更談不上水平了。此外，我們亦期望他有一些道德的要求，

有一些是非的堅持。當大是大非到臨時，如果無所堅持，他便不單止是沒有

做事，而且是“做壞事”；既然職位是“做壞事”，便應該刪除。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文光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張文光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EUNG Man-k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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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張文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

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

議員、胡經昌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

反對。 

 

 

李國寶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司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

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

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及

劉漢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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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3 人贊成，22

人反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

出席，14 人贊成，12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22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總目 144 的款額納入附表。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根據

《議事規則》第 68(4)條，這項議題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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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

是：以下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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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4 
 
財政司司長：主席， 

 

《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本議題不容修正或辯論而付諸表決。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4 年撥款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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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就批准《2004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規例》及《2004 年毒

藥表（修訂）規例》而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以通過

《2004 年毒藥表（修訂）規例》和《2004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規例》。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所制訂的一套註冊和監察制度，

規管銷售及供應藥劑製品。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和《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分別列載一個毒藥表和數個有關附表，因應藥物在銷售及備存

紀錄的不同管制，而刊列於毒藥表及有關附表上。 

 

 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

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則須妥為記錄，包括登記銷售日期、購買人

姓名及地址、藥物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目的；另一些藥劑製品須根據由註

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獸醫開出的處方，才可出售。 

 

 現在向議員提交的修訂規例，目的是要修訂《毒藥表規例》的毒藥表和

《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有關附表，以對一種新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具體

而言，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建議加列“特立帕；其鹽類”於毒藥表的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和附表 3 內，並規定含有這些物質的藥

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出售。 

 

 議案上的兩項修訂規例是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制定，該局根據《藥劑

業及毒藥條例》第 3 條成立，是負責藥劑製品註冊和管制事宜的法定權力機

關，成員來自藥劑業、醫療界和學術界。上述修訂是基於有關藥物的效用、

毒性和潛在副作用而提出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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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4 年 3 月 8 日訂立的 ─  

 

(a) 《2004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規例》；及 

 

(b) 《2004 年毒藥表（修訂）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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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本會現在恢復《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

草案》的二讀辯論。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4 年 3 月 2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March 
2004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歡迎由李國寶議員提出的《渣打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政府一向支持

香港銀行業的整固，這不單止可加強競爭力，提升銀行服務質素，也能促進

銀行體系長遠發展的穩定性。我們認為條例草案中的合併個案符合上述政

策，有利於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李國寶議員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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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 should like to begin by thanking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their assistance and time with regard to 
this Bill.  I believe the reorganization effected by this Bill is another step on the 
road to strengthening Hong Kong's banking sect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both here in Hong Kong and in London, have also 
requested me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this Council for their assistance. 
 
 Under this Bill,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nhattan Card Company Limited, Standard 
Chartered Finance Limited, Standard Chartered International Trade Products 
Limited and Standard Chartered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 new, wholly-owned subsidiary within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 the 
Standard Chartered Group.  The new subsidiary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with its name being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渣
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s authorized to issue bank notes in Hong Kong.  
It intends to seek authorization of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as a note-issuing bank in place of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f 
authorization is given, the current plan is for this to take effect on the same day 
as an appointed day under the Bill. 
 
 Once again, I should like to restate my gratitude and that of the Bank 
concerned for Members' support of this Bill.  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reorganization will enhance Hong Kong'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strength and vitality of our city.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

併）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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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渣打銀行（香

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20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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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

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弁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此為本條例草案的弁言。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

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議員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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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

併）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4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20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