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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員會華員會華員會華員會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守則》》》》擬稿的意見擬稿的意見擬稿的意見擬稿的意見    

    

與與與與原原原原《《《《指南指南指南指南》》》》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回歸後，特區政府曾於 1999 年頒佈了《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Civil Servants’ 

Guide to Good Practices，下稱《指南》)。《指南》說明了各級公務員應有的良好行

為，羅列了公務員須堅守的基本信念。其後，因應新的經驗教訓，於 2005 年作

了一些修訂，新增了有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內容。 

 

與之比較，新的《守則》擬稿是在《指南》的基礎上撰寫的。《守則》羅列

的基本信念，與《指南》基本相同。不過《指南》所闡釋的公務員須遵循的一些

良好行為，如〝勤奮不懈〞、〝督導屬員〞不見了；〝誠實正直〞變身為《守則》

的〝誠實可信〞，但內容大為縮減。獨立成章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篇也不見

了。 

 

《指南》有關利益款待、利益衝突、申報投資、外間工作及離職後就業、廉

潔守正的內容被全部濃縮在《守則》的〝守正忘私〞段內；原來的《常見問答》

附件沒有了，代之的附件羅列了與公務員品行和操守有關的《公務員事務局規

例》、公務員事務局通告和通函的編號和標題的一份索引清單，這是《指南》所

沒有的。好處是不瑣碎，索引集中在一起，便於需要時跟蹤翻查，但相關內容散

見不同的規例、規則、指引，却又不便一般公務員查閱，不及《指南》的一目瞭

然。 

 

整體而言，在表述的形式上，《指南》似較簡潔易讀，《守則》則多了大段大

段的文字，少了可讀、可親近的感覺，建議作出修改。 

 

在《守則》面世後，原《指南》應作何處理？某些有用的內容沒有放在《守

則》內，會不會放在別處？當局宜作交代。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守則》擬稿的《引言》，在公務員與特區〝小憲法〞──《基本法》、與行

政長官的關係方面，比《指南》有了較多的闡述，不過仍嫌不足，宜再補充。 

 

 

建議《引言》首段，先開宗明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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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第 4 章

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

機關、區域組織及公務人員。 

 

〝特別行政區政府作為行政機關，在行政長官領導下，透過包括主要官員在

內的全體公務人員去履行《基本法》規定的行政管理職責。〞 

 

並可在適當位置加上：公務員須效忠及執行《基本法》，履行〝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其次，為恰當回應社會及時代對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的要求、强化公務人

員隊伍自强不息的意識，建議《引言》增加如下內容： 

 

(1) 闡明優質的公共服務(Quality Public Services)是社會繁榮安定和健康發展

的基石。 

 

(2) 强調並概括闡明新時代下的香港，應擁有具有如下特質、能向全社會提

供優質公共服務的公務員隊伍：穩定、廉潔、高效率、高質素、有國家觀念、能

向市民高度問責、能有效處理危機及回應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挑戰、對政府有

向心力、對社會有歸屬感和承担、政冶中立、士氣高昂的公務員隊伍。 

 

(3) 為締造和維持這樣一支隊伍，各級公務員要更好地回應市民的期望和社

會的需求，要努力提升自己履行職務、統籌兼顧執行政策以及處理危機的水準，

要更好地裝備自己、擴闊視野、審時度勢。 

 

(4) 為此，全體政治委任官員與各級公務員均要共同努力，對內，構築夥伴 

合作型的公務員文化，對外，與社會各界共同構築社會夥伴關係。(《守則》只

在涉及〝公務員與政治委任官員共事〞一節的第 5.10 段，才提到〝公務員必須

致力與政治委任官員建立有效夥伴關係和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不論在主催或涵

蓋方面都是不足夠、不完整的，宜予擴充並將之納入《引言》。) 

 

此外，第 1.3 段所提到的用人原則和紀律機制處理均為較具體的技術性問

題，似應另開一段，並毋須列入《引言》之內。同段以及其他各段所用的英文

〝prevailing〞譯為〝當前〞，似非貼切，建議改為〝當時〞。第 1.1 段以及其他各

段所用的英文〝….of the day〞譯為〝在任的…...〞，似亦非貼切，建議改為〝當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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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基本信念基本信念基本信念基本信念》》》》 

    

為更明確公務員與《基本法》的關係，建議加上〝忠於《基本法》〞並作為

公務員基本信念之首。把它僅僅放在《操守準則》的〝堅守法治〞項目下，並不

足夠，有把特區的〝小憲法〞等同香港法律的貶意。    

 

在公務員政治中立方面，《指南》只有 4 個字，《守則》則有了較清晰的闡釋，

這也是政府第一次這麽做。由於這項大原則十分重要，應把它放在較前的位置。

各項基本信念也應在先後次序上作出必要調動。此外，公務員須廉潔奉公已是全

社會的重要共識，若在項目清單的標題中列出會較好。 

 

建議《基本信念》清單修訂如下： 

 

 (1) 忠於《基本法》； 

(2) 堅守法治； 

(3) 政治中立； 

(4) 盡忠職守，對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5) 廉潔奉公、誠實可信、守正忘私； 

(6) 行事客觀、不偏不倚； 

(7) 對所作決定和行動負責；以及 

(8) 全心全意、竭盡所能、專業勤奮。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操守準則操守準則操守準則操守準則》》》》 

 

〝堅守法治〞項下表明，公務員〝如在執行職務時發現任何懷疑舞弊行為，

須從速向廉政公署舉報；如屬其他刑事行為，則應向警務處舉報〞。這是否表明

公務員可以而且應該繞過管理層或甚至部門/職系首長，直接舉報？當局宜釐清。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主管當局主管當局主管當局主管當局》》》》 

 

對照內容，單看這一章的標題：《主管當局》，讀者似有不知所云之感，宜重

擬。其第 4.1 段末提到的〝公務員須恪守這些規例、規則和指引……〞，應屬守

法範疇，宜移去《操守準則》的〝堅守法治〞項下。 

    

關於與政治委任官員共事關於與政治委任官員共事關於與政治委任官員共事關於與政治委任官員共事 

 

《守則》較清晰列明了政治委任制度下的主要官員、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主

要職責，又列明常任公務員與他們的分野，有助雙方的合作。由於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剛剛引入，不僅與常任公務員的共事屬全新事物，與主要官員的共事也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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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不僅彼此需要磨合及相互適應，也需要時間去累積經驗及在一段時間後

予以檢討。對此，議員、政黨/政團、傳媒等無必要反應過於負面，更不應事事

挑剔、上綱上線，宜給予時間、給予包容和協助。有關方面則宜虛心聽取意見，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否則任何新生事物均會夭折，任何新嘗試永無出頭之

日，港人的探索、創新思維將被扼殺。此絕非香港之福。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公務員與政治委任官員的關係與政治委任官員的關係與政治委任官員的關係與政治委任官員的關係 

    

此一節的第 6.1 段專門闡述公務員與政治委任官員的工作和從屬關係。但它

的開頭第一句〝公務員必須廉潔守正，並竭盡所能為在任政府服務〞，與此節有

關內容無必然關係，宜刪去。 

 

有論者認為，有了政治委任官員，在立法會等場合解釋、捍衛和推銷政府政

策等工作均只應由他們負責。這種觀點其實並不正確。 

 

引入主要官員問責制、政治委任官員制度的最大目的，應該是提高和强化特

區政府的良好管治( good  governance)。其他諸如培養政治人才、承擔政治責任等

等實質上說到底皆是手段。 

 

處理政治議題、作出政治考慮的工作，自然應由政治委任官員來承擔，並無

疑地必須為政府的決策、政治考慮的最終責任負上政治責任(包括引咎辭職)。這

項政治責任不應由常任公務員承擔。政黨/政團、議員、傳媒、社會人士不應把

這責任推向常任公務員。對此，《守則》應更清晰地闡明。 

 

惟有關公務員(例如常任秘書長、署長等首長級公務員──他們的薪酬並無

因兩層政治委任官員的引入而減少) 仍可繼續分擔在不同場合解釋、捍衛和推銷

政府政策，以及走入群眾、了解民情等工作(只是有如上述，毋須為此承擔政治

責任)。現實上這不單仍有需要，也可提高特區政府整體的施政能力、處理政治

議題的能力，有利一支為社會整體利益，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的公務員隊伍的建

立。此舉還可為公務員隊伍培養政治人才，為社會多提供一個政治人才的來源。 

 

關於公務員政治中立關於公務員政治中立關於公務員政治中立關於公務員政治中立    

    

《守則》較清晰闡釋了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涵義，並把有關參與政黨活動及參

選行政長官、立法會、區議會和出任政治委任官員的規定集中在《操守準則》內，

有利於公務員參照。惟鑑於公務員政治中立這項大原則的重要性，以及仍有容易

混淆之處，應再予宣示、强調、釐清，便於公務員日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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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增補如下內容： 

 

(1)(1)(1)(1)公務員服務於當日的特別行政區政府，服務不受政府的換屆、行政長 

官/主要官員的更換所影响。 

 

(2)(2)(2)(2)公務員的個人政治傾向、取態、信仰、立場應不超越特別行政區的自治 

範圍及《基本法》雖無提及但中央規定的、有可能損害特別行政區與中央關係，

因而有礙特別行政區安定，甚至生存的界限，須審慎處理。 

 

(3)(3)(3)(3)公務員須忠誠地執行當日政府的政策： 

    

(a)公務員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忠誠地執行當日政府

的政策(這些政策由特別行政區最高負責者和決策者，即行政長官或其授權

者制定)，不論這些政策本人是否同意，或是否合符自己所屬意的政黨的政

策立場。 

 

(b) 公務員忠誠地執行當日政府的政策，將令特區政府得在中央政府的授權

下，依法、順利、有效地管治香港，符合香港的整體、長遠利益。 

 

(c)公務員作為公民的一份子，不論高中低級，當然可以保留本人的政治/宗教

傾向、取態、信仰、立場，惟公務員不應因此影响特區政府對市民的服務。 

 

(d)鑑於公務員同時兼有特區政府政策執行者、公共服務提供者、政府僱員及市

民的身份，恰當處理公務員政治中立問題，可避免導致公務員與政府、其他

公務員及市民出現混淆不清的矛盾。 

 

(e)公務員應在《基本法》和香港法例的法律框架下對所有政黨/政團一視同仁，

不偏向/偏幫或遷就某一個政黨/團，避免捲入政黨政治。 

 

(f)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忠誠地執行政府的政策，與參與下列事務並無衝突： 

� 有關履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事宜； 

� 有關執行/宣傳/學習《基本法》的事宜；    

� 依法參與基本法規定的國家事務，例如港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    

� 依法參與選舉委員會/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選舉；    

� 參與中央人民政府、內地地方政府的活動；    

� 與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的交往；    

� 參與與其公職並無利益衝突的內地非官方團體/機構的活動； 

� 參與慶祝回歸紀念、慶祝國慶、有關國情教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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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適適適用於非公務員僱員問題用於非公務員僱員問題用於非公務員僱員問題用於非公務員僱員問題    

 

公務員事務局表明，公務員須恪守這份《守則》闡述的基本信念及操守準則。

由於公務員隊伍中有相當多不具公務員身份的合約僱員，也有暫委法官等，本《守

則》的各項規定，除個別外，是否適用於他們？當局宜交代。 

 

定期檢討定期檢討定期檢討定期檢討    

 

《與政治委任官員的關係》和《溝通、投訴和申訴機制》兩節闡釋了公務員

與政治委任官員之間的工作關係，應能澄清一些疑慮，有利雙方的合作。然而，

當局在草擬《公務員守則》稿時，副局長、政治助理才引入不久，建議當局根據

未來累積的更多經驗，定期進行檢討。 

 

 

2009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