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1064/10-11(05)號文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特區政府立法議程及政治委任制度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特區政府的立法議程以及政治委任制

度，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 
 
《基本法》：行政主導體制及立法議程 
 
2. 按照《基本法》的設計，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基本

上是一個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制度。《基本法》清楚

訂明了行政和立法機關兩者的權責。在《基本法》下，行政

與立法機關是互相制衡而又互相配合1。任何法律草案以及財

政預算案，均須由政府提出，立法會通過。《基本法》第六

十四條規定，特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

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

立法會批准。 
 
3. 行政機關制定及執行政策時，須充分考慮民意，確保

政策合理並能貫徹政策目標。在此基礎上，行政機關一向重

視立法會作為反映社會意見的重要渠道，並配合立法機關的

工作。 
 

                                                       
1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先生在 1990 年 3 月 28 日第七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提交《基本法》草案及有關文件時，就香港

特區的政治體制作出說明，當中提及香港特區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

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行政效率，行

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時也要受到制約”。《基本法》有關政治體制的規定

體現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關係。 



4. 為加強與立法會溝通，以及方便議員計劃未來的工

作，特區政府會在每個立法年度之初，去信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告知立法會政府在該立法年度內計劃向立法會提交的條

例草案。按照一貫做法，特區政府亦會在立法年度中期，向

內務委員會提供立法議程的更新本，以反映政府最新的立法

計劃。 
 
5. 事實上，政府在提交條例草案前，必須先進行各項前

期工作，包括諮詢各持分者及相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尤

其是一些較為複雜或具爭議性的條例草案，更需要較多時間

討論以凝聚共識，方能敲定草案的具體內容。因此，特區政

府擬提交的條例草案及其提交時間，或會因應諮詢和草擬工

作的進度以及實際情況而作出調整。各個政策局會就各項計

劃在本立法年度提交的條例草案加緊工作，爭取盡快將條例

草案提交立法會。 
 

6. 自特區成立以來，特區政府在過去每一屆立法會會期

(即 1998-2000 年度，2000-2004 年度，以及 2004-2008 年度)
所提交的條例草案，當中有超過九成獲立法會於該屆會期通

過(詳情見附件)。至於餘下的條例草案，當中大部分由特區

政府在之後一屆立法會重新提交，並獲立法會通過，其餘少

部分由特區政府撤回2或在失效後未有再被提出3。在上一個

立法會會期(即 2004-2008 年度)，特區政府提交的所有條例

草案均獲立法會於任期內通過。這標誌着行政、立法機關衷

誠合作的成果。 

                                                       
2  包括《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和《邊境建設稅條例草案》。 
 
3  包括《2003 年前演、海床及道路(修訂)條例草案》。 



 

7. 以政制發展事宜為例，特區政府在 2005 年就修改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提出的議案未

能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儘管如此，特

區政府仍然努力不懈，積極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並取得重

要的成果。繼在 2007 年 12 月成功爭取到 2017 年行政長官

及 2020 年立法會普選時間表後，我們在去年 6 月亦成功爭

取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特區政府就修改

2012 年兩個選舉辦法所提出的議案。兩個選舉辦法的修正案

(草案)隨後得到行政長官同意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和

備案，讓「一人兩票」的方案得以落實，使香港政制向普選

邁進。 
 
8. 為了落實有關的選舉安排，我們已在去年 12 月將行

政長官選舉(修訂)條例草案及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

法會審議，以期立法會在本年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配合在

第四季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往後各場選舉的

安排。 
 
9. 總的而言，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處理不同範疇

的政策事宜時，我們會充分考慮立法會、相關持份者和市民

的意見，以及因應不斷改變的社會環境和實際情況，採取適

當措施，包括透過立法或採取行政措施，以達至有關的政策

目標。在本屆立法會剩餘的會期內，各個政策局會繼續積極

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爭取已向立法會提交的條例草案盡

快獲得通過。 
 
政治委任制度 
 
10. 特區政府認為一個開放和問責的政府不能長期單靠

政治任命的司、局長履行所有政治工作。就此，特區政府於

2006 年 7 月發表諮詢文件，就如何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

徵詢社會各界的意見。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建議增設兩層政治

委任職位，即副局長和局長助理。公眾諮詢期在同年 11 月

結束。 



 
11. 在公眾諮詢後，政府在 2007 年 10 月發表《進一步發

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建議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兩層

政治委任職位。同年 12 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開設 24
個新增的政治委任職位，包括 11 個副局長及 13 個政治助理

職位。首批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於 2008 年 8 月開始陸續上任。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工作 
 
12. 各副局長自上任後，多次出席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和其

他委員會的會議，協助政府解釋政策，並爭取議員支持政府

提出的方案。他們亦多次出席區議會會議、公眾論壇、研討

會及諮詢會等活動，加強政府與各界的溝通。在局長外訪和

休假期間，他們亦代理局長的職務。 
 

13. 另一方面，政治助理則主要向相關主要官員提供政治

分析和意見，亦協助局長和副局長進行游說工作，並與傳媒

保持聯繫，協助解釋政府的政策和立場。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中期薪酬檢討 
 
14. 特區政府在去年 8月完成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薪酬的中

期檢討。聘任委員會在審視了每位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工作

評核報告後，認為各人的工作表現整體上符合要求，因此決

定維持他們的薪酬不變。 
 
15. 設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對特區政府和擔任這

些職位的人士都是新挑戰，需要時間累積經驗。新職位開設

以來，政府向立法會和區議會解釋政策的工作方面有所提

升，在局長外訪或休假時亦有較適當的署任安排，有效地支

援相關司局長履行職責。 



 
16. 政治委任官員將會在過去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努力，緊

貼社會脈搏，積極地與立法會不同黨派和議員接觸，主動地

與市民大眾溝通，並多向傳媒及業界解釋政府政策，以確保

特區政府能按照《基本法》及香港法律落實「一國兩制」，

有效地推動公共政策和香港進一步的發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1 年 2 月 
 



 

 

附件 
 

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統計 
(1998-2010) 

 
 第一屆立法會期 

(1998-2000) 
第二屆立法會期 

(2000-2004) 
第三屆立法會期 

(2004-2008) 
第四屆立法會期 

(2008-2012) 
[只反映 2008-09 及

2009-10年度的情況] 
 

1. 政府於該立法會期提

交的草案總數 
171 135 91 47*** 

 
 

2. 立法會於該屆會期通

過的政府草案總數 
 

157 125* 91** 34*** 
 

 
 
*當中包括 12 條於第一屆立法會期末失效的草案。特區政府在第二屆立法會重新提交有關草案，並獲立法

會通過。 
 
**當中包括 6 條於第二屆立法會期末失效的草案。特區政府在第三屆立法會重新提交有關草案，並獲立法

會通過。 
 
***截至 2010 年 7 月，已有 34 條草案獲通過，其餘的 13 條仍在審議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