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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前言： 

就立法會 CB(2)1908/11-12(01)號文件(下稱文件)，候任行政長官建議

重組政府總部架構，只能在有限的時間，作有限的回應。 
 

嚴格來說，我們歡迎候任行政長官在該文件附件A所述，將房屋、規

劃、地政等工務作為第四屆政府首要任務之一。理據雖然正確，但內

容不可接受，文件內重組的政府總部架構非常奇特，從附圖1至附圖4

所示，已經肯定建議中的政府總部架構不可行。 
 

我們認為三層架構至公務員(常任秘書長) 比較合理，同時亦不違反基

本法對行政機關要求的原則，我們相信只能在第一層司級及第二層局

級使用橫向增加管理人員，無奈增加第一層司級會違反基本法第60

條，雖然候任特首辦公室(下稱候任特首辦)，取巧地把5司14局的描

述及架構繪畫成3司2副司14局，但我們認為不代表完全符合基本法第

53條及第60條的立法原意。 

 

回應文件所建議的政府總部架構重組： 
 

文件附錄B，出現某部份為三層架構至公務員(常任秘書長)和某部份

為四層架構至公務員(常任秘書長)(參閱附圖1)。可能違反基本法立法

原意。 
 

如將政府總部架構視為三層架構(參閱附圖2) 會比較理想。 
 

文件附件A內第2a項的建議及附件A內第6項開設副司長職位的行

文，我們理解為4層架構至公務員(常任秘書長) (參閱附圖3)。可能違

反基本法立法原意。 

 

立法會 CB(2)2431/11-12(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2431/1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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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文件描述中的政府總部架構，開設副司長職位的思維推進，可以

發展至各局之上各有副司長(參閱附圖4)。可能違反基本法立法原意。 
 

雖然現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候任特首辦，以基本法第48條第5款及

基本法101條內的副司長作為護航理據，亦不代完全符合基本法。 

 

我們先從當年擴大問責制時的文件來了解現時當局的思維。 
 

立法會CB(2)2250/07-08(01)號文件2008年6月16日政制事務委員會， 

1 9 8 8 年的“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規定：“ 下列各職位必須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

審計署署長、保安局副局長、銓敘局副局長、警務處長、副處長、外事處長、副

處長、入境事務處長、海關總監” 。由此可見，當年在制定《基本法》時，曾經

考慮要求“ 保安局副局長” 及“ 銓敘局副局長” 必須遵守適用於主要官員的要

求，但在1 99 0 年頒布的《基本法》，已把上述“ 副局長” 職位從有關條文中刪

除。所以，《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是清楚的，即只有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

長，以及其他幾位部門首長，才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確實基本法頒佈前(草擬皆段)，曾經把副局長寫入草案，主要原因請

參閱附件A所述的資料文件(P561、P599、P642及P643) ，現時副局長

等同當日布政司署下各司的副某某司，即等同現時各局副秘書長，薪

級為D2-D3，可見現時副局長一職的地位及薪酬(D4-D6) ，已經超越

基本法立法時的範圍。2012年-07-01後薪酬很大機會高於首長D8薪

級，即各局常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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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行政機關的架構及各種職稱，特別是副司長應如何理解，在基本

法的立法原意下應如何定位，我們將會簡略地下述 。 

 

基本法於1990年頒佈，我們不相信基本法有預知能力，無論諮委、草

委有何等驚人的長遠視野，亦不會看見二十年後政府的架構。我們認

為必須代入1990年以前的政府架構來分析副司長實際的職能，我們對

基本法第48條第5款及基本法101條內「副司長」及基本法60條，作重

點回顧，由1987年基本法第五次全會開始；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

處-文件滙編1986-90-HKS342.202-C53c。 
 

第 366、431、432、435、436、439、440、455、506、561、570、571、

573、599、601、602、603、612、642、643、652、698、700 及 738

頁之內容。 
 

注意第 432、435、436、439、455、561、570、571、599、642、643、

652 及 698 頁的描述。 
 
特別注意432、561、642、643頁的描述(參閱附件A) 。 
 

從第 432 頁，說明內所描述行政機關的架構，行政長官下級行政機關

為廳，廳是相當於當時的布政司，所以暫定為政務廳長。各司司長，

相當於當時各綜合決策局的負責官員，即布政司署下的司級官員，例

如運輸司、工商司。 
 

從第 561 頁，由於廳長不是香港的習慣稱謂，因此改為各司司長，各

局局長等。司長即是當年行政機關的布政司及財政司，各局局長就是

布政司署下司級官員，例如運輸司、工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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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兩點證明草擬基本法時，我們理解草委的立法原意是香港特區

政府行政架構，第一層是司，第二層就是局(決策局或稱政策局)。 
 

從第 642 及 643 頁，註 3 說明，亦可証明我們沒有理解錯誤在草擬基

本法時的香港特區政府架構層。只有三個「主要司」稱為「司」，可

以擬議決策或政策稱為「局」，「局」旗下是執行部門「署」、「處」。 
 

從第 643 頁註 4，主要官員的工作調動和增加司局級官員，編制須報

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從第 642 及 643 頁註 3 及註 4 推論，行政長官可能有權刪去三個司長，

從而直接管控各決策部門的各局級官員。 

(附件 A 的 432、561、642、643 頁的描述，亦是我們對建議附圖 5 的設計理據。) 

 

明顯地，在草委階段已決定香港的政府架構，第一或二層必須是決策

層，絕不能在司長及局長中再增加一層管理層(無論職稱是甚麼)。 
 

現時候任特首辦所建議的重組政府總部架構為 3 司 2 副司 14 局中，

2 副司長實質掌管 2 至 3 個決策局。副司長很明顯是最高管理層「司」

之一，儘管架構層可以繞過已頒佈的基本法字面解釋，也不能擺脫香

港特區行政機關最高管理層(司級) ，司級職稱必須寫在基本法第 53

條及第 60 條上。 
 

以下是我們所理解基本法第 48 條第 5 款及基本法 101 條內的副司長

職稱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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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頒佈前，港英政府確實有副布政司及副財政司的職稱，所以基

本法描述的副司長，即副布政司及副財政司。 

1989 年 9 月，港英政府，布政司署進行重大改組。 

副布政司改稱憲制事務司，副財政司改稱庫務司。 

自此，副布政司及副財政司的職稱已不復存在，由此可見副布政司及

副財政司，只是布政司、財政司的副手，薪級及權力不會高於當時的

司級首長(D8 公務員)，亦足以証明基本法內副司長，是當年副布政司

及副財政司，所以副司長等同現時的局長級，並非在司級與局級之間。 
 

可惜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去尋找當年的資料(1980 年至 1990 年港英政

府各級官員的薪級表)，只能期望立法會議員/委員運用權力取得相關

資料，來引証我們是否錯誤。 
 

小結及增加司級層架構的建議： 

該文件的構想，是對文化和科技及房屋政策作出改動，從該文件附件

A第25項的描述，特別針對改組房屋、規劃、地政等工務範疇。自回

歸後，香港基建及工務等亂七八糟，例如港、珠、澳三地政府就跨境

基建，港珠澳大橋是使用一地三檢，還是三地三檢的問題，爭議數年

之久，導致窒礙東涌地域發展，亦是直接提升港珠澳大橋及口岸造價

的主因，所以我們認為有需要重組政府總部架構，配合當前及預計往

後的大環境，作出針對性重組。 
 

重申一次，我們歡迎候任行政長官視房屋、規劃、地政等工務為第四

屆政府首要任務。但該文件建議的政府總部架構非常奇特，所以不同

意該建議的架構。 

我們認為政務、財務、工務及律政應分開四個不同範疇，分別由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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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掌管，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相信是最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架

構，無奈地受制於基本法60條。 

 

我們亦認為是時候啓動基本法159條，修訂60條，增加工務司司長一

職，應付未來發展的需求。工務司司長管轄現時運輸及房屋局、發展

局、環境局(建議的架構圖載於附圖5) ，統一運輸、房屋、基建等有

關的項目在一個工務司下。 
 

在未修訂基本法60條前，可以把工務司以下各局，暫時定在政務司司

長下，實際上，由行政長官管轄。我們相信候任行政長官的專業知識

及跨國管理工務的經驗，有幫實現我們的建議架構圖(附圖5) 。 

 

建議修訂； 

基本法第五十三條 律政司長後加入“工務司司長” 

基本法第六十條 律政司後加入“工務司”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廢除“副司長” 

基本法第一百零一條 廢除“副司長” 

 

至於候任行政長官，重組政府總部架構的構思，很大可能需要修改基

本法； 

基本法第五十三條 律政司長後加入“副政務司長、副財政務司長” 

基本法第六十條 政務司、後加入“副政務司” 

基本法第六十條 財政務司、後加入“副財政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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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件內的附件A及附錄所出現錯誤或不協調的地方。 
 
節錄該文件附件A： 

18. 建議設立的文化局經副政務司司長向政務司司長負責。該局將從民政事務局

接掌文化科和西九龍文化區工程策劃組，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掌創意香港， 

以及從發展局接掌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此外， 該決策局也會與教育局合

作，共同於校內及校外推廣藝術教育，以及與各區區議會攜手， 在地區層面

推廣藝術活動。設立新的文化局須開設文化局局長一職， 接掌從有關決策局

轉移過來的文化政策職能， 並為推動有關工作增添動力。 

 

附錄 C ▂ 文化局 ▂ 
文化局             

常任秘書長 
▂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文件A18項的描述與附錄C不協調，再從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 CB(3) 

735/11-12號文件根據《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第54A條動議的擬

議決議案內容顯示，民政事務局將132章、142章、425章、472章及601

章，文化藝術轉移至文化局，可見附錄C是錯誤的文件。 

 

應更正 

附錄 C 
▂ 文化局 ▂ 

文化局             

常任秘書長 
▂ 文化事務署 

 

19. 在把制定文化政策的職能移交文化局局長後， 民政事務局局長將負責與相

關的局和部門協商，研究措施加強區議會的角色，增強民政事務專員的功

能，以協調政府各部門在地區所推行的工作和服務。此舉在於確保善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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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及資源， 在地區層面解決地區事務。民政事務局局長將繼續執掌體育

及康樂、公民事務、青年發展、社區關係、大廈管理，以及大部分與娛樂及

住宿服務有關的發牌事宜。附錄C 及D 分別載錄文化局局長和民政事務局

局長之下的新組織架構。 

 

附錄 D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 
▂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文件A19項的描述與附錄D不協調，再從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 CB(3) 

735/11-12號文件根據《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第54A條動議的擬

議決議案內容顯示，民政事務局將132章、142章、425章、472章及601

章，把文化藝術轉移至文化局，可見附錄D是錯誤的文件。 
 

應更正 

附錄 D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 
▂ 

康樂及體育

事務署 

 

附錄I為建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圖，再對照附錄C及D圖，可

以說成一頭霧水，誰對誰錯。如果將附錄C、D、I圖合併附件A內P18、

P19項的行文思考，究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應在民政事務局下，是在

文化局下，還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已經被分拆。而附件A內沒有描述

民政事務局局長是否將體育及康樂的事務，移放至民政事務總署下。 
 
附錄 I ▂ 文化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附錄 I ▂ 民政事務局 ▂ 民政事務總署 政府新聞署 法律援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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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文件內容--A至F頁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yattung.hk@gmail.com 
郭仲文 

201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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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1-8頁 
小結及建議： 

無論我們理解是否正確，從來沒有兩個不同的司局級直接管轄一個署

級，署級向不同的司局級滙報是常有的情況，例如署/處只要涉及款

項時，必須向財政司下局級交待，但署/處始終只向一個局級付責。 

文件沒有提供政府總部架構重組人事編制的下級，整體增加多少額外

員工開支，需要增加多少個首長級及以下公務員職位。說實話，候任

特首辦第一份文件已經如此粗糙，將來如何帶領700多萬人步向福祉。 

 

建議：候任特首辦，明確把四個局分拆為六個局的原因、理據列明，

特別是局級與局級的權力(法例)轉移，現時我們只能從文件中理解，

例如，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職能移轉至文化局局長或文化局局長取代民

政事務局局長，究竟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職能移轉後，剩餘多少權力。

究竟民政事務局局長在掛萬漏一下，是否沒有移轉一些權力。 

 

所以我們認為必須詳細列出一份局與局職能移轉後的職能表，顯示各

局重組後掌管的職能，以供委員 / 議員參考，並有助各事務委員會

審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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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反對局長政治助理的建議： 

以下是立法會 CB(2)1908/11-12(01)號文件，有關政治助理的描述。 
 
10.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從經濟角度而言，重組有助加

強政府有效處理及適時回應香港不斷轉變的經濟和社會需求、應付不斷增加

的公眾期望，並促進香港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以及與內地的融合。至於對財

政和公務員的影響方面，建議會涉及兩個副司長、兩個局長、兩個副局長、

若干個政治助理1、六個首長級公務員和若干個其他提供支援的公務員職位的

淨增加。將會開設的職位詳情載於附件B。擬進行的政府總部重組會導致額

外員工開支（除新增的政治委任官員的福利外）每年估計由72,194,000 元至

72,909,000 元。建議對生產力、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 
 
註1，現屆政府建議，由第四屆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開始，司長、副司長和局長

應擁有酌情權，決定將會聘任的政治助理的數目，其數目視乎付予各政治

助理總月薪上限而定。現時，律政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其職位

的特別性質，並沒有政治助理。因此，上述建議的酌情權並不會擴及律政

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整份文件最差的思維： 
 
附件A的內容與上述行交相同。 
 
附件 B 

E. 政治助理職位，現建議從第四屆政府開始，向每位主要官員（律政司司長及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外）提供每年120萬元（即每月10萬元）以聘請一名或多

名政治助理。 

 
小結： 
 

政治助理雖然是非公務員職級，但我們強烈反對無限制聘請0至N個

政治助理，政府架構要有規有舉，一個就一個，兩個就兩個職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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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開壞先例。如果擬議的邏輯思維成立，按邏輯推進，未來的特區

政府可以在同一理據下，將同屬非公務員職級的副局長，無限制地聘

請，到時只會天下大亂。 

 

從2007 年11 月28 日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附件1副局長職責說明及附件2局長政治助理職責說明的描述，已經肯

定擴大問責制是失敗之作，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沒有做好他們的職

責或不能做好他們的職責(討論文件附件1及附件2的職責請參閱附件

B)。 

 

建議：候任特首辦，應先檢討問責制的存廢。 
 
此外，值得一提，一份有關政治助理的相關文件。 

立法會 CB(2)2014/11-12(01)號文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第四屆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條款 

 

引言 

 (e) 每一位司長、副司長及局長（律政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外）用以

聘請政治助理的現金薪酬總額上限定於每年120萬元(或每月上限為10萬元)；  

 

政治助理的現金薪酬 

24. 獨立委員會注意到政治助理受其職責範圍所限，大多只是處理內部工作或幕

後的游說工作，引致市民大眾對其工作的認識十分有限。獨立委員會認為調

低政治助理的薪酬至局長薪酬的30%(以調整後的局長薪酬水平作基礎（見上

文第18段），即每月約為10萬元或每年120萬元)是合理的，因為此水平可能較

為接近有興趣申請政治助理職位人士所屬市場的薪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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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顧及了上述的考慮，獨立委員會建議每一位司長、副司長、局長（律政司司

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外）用以聘請政治助理的現金薪酬總額上限定於每

年120萬元(或每月上限為10萬元)。這可讓有關官員有更大彈性聘請具有不同

經驗和背景的人才。  

 

附件A 

# 每一位司長、副司長及局長（律政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外）用以聘請

政治助理 的現金薪酬總額上限定於每年120萬元(或每月上限為10萬元)。 

 

附件B 

3.16 顧及了上述的考慮，獨立委員會建議每位主要官員（律政司司長和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除外，他們轄下不設政治助理支援）用以聘請政治助理的現金薪

酬總額的上限定於每年120萬元(或每月上限為10萬元)。  
 

在兩份文件也有描述政治助理的現金薪酬，但使用三種模式的句子行

文，加上無限制聘請0至N個政治助理，我們對句子行文的理解有三

種不同解讀。 
 
立法會 CB(2)1908/11-12(01)號文件； 

提供每年120萬元（即每月10萬元） 

1. 理解為每一年提供120萬元，即每個月提供10萬元薪酬，可多可

少。 
 
立法會 CB(2)2014/11-12(01)號文件； 

總額上限定於每年120萬元(或每月上限為10萬元) 

2. 正常理解為每一年只提供120萬元，每個月只提供10萬元薪酬。 

但在中間加上或字及加上括號()，會有灰色地帶，可以解讀為； 

3. 前11個月不聘請政治助理，可以在最後一個月使用120萬元聘請政

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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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月約為10萬元或每年120萬元) 

句子有約字及或字，無開括號(，或多了關括號) ，行文使該句子，變

化相當靈活，我們可直接理解為。 

4.可以把每月聘請政治助理的薪酬餘額，撥至下個月或該年度最後一

個月使用； 

5.前11個月不聘請政治助理，可以在最後一個月使用120萬元聘請政

治助理； 

6.在最早的一個月時，使用全數120萬元聘請政治助理，該年度，住

後的日子，不再聘請政治助理；及 

7. 可以多得不能詳列。 
 

建議：雖然我們反對局長政治助理的建議，亦希望現屆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及候任特首辦，應把句子更正為；薪酬總額上限定於每年120萬

元即每月上限為10萬元。 
 

總結： 

自2012-05-05下載立法會 CB(2)1908/11-12(01)號文件後，我們已經使

用最大的能力，花20天時間去消化內文及搜集相關的資料，但自從

2012-05-05後，現屆政府不斷地推出多份相關文件。究竟政制事務委

員會認為公聽會，在那一個作業模式運作才算合理。 
 

是所有相關文件推出後，才召開公聽會。還是只要文件到達政制事務

委員會，就召開公聽會，即現時作業模式。 
 

現屆政府及候任特首辦，明確表示不作廣泛公眾諮詢，已經漠視民眾

及否定民間智慧，公眾只能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上表達意

見，但公聽會在前，相關文件在後，公眾根本不能全面表達對該五司

十四局的真正意見，除非各個事務委員會均召開公聽會，跟進該相關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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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絕不能代替行政機關的廣泛公

眾諮詢。 

 

我們注意到，自推出CB(2)1908/11-12(01)號文件後(五司十四局)，社

會上沒有聲音質疑候任特首辦重組政府總部架構，會否有違基本法，

我們認為重組政府總部架構很大可能觸及基本法的灰色位置(己經前

述)，而且五司十四局亦不一定有利香港長遠發展。 
 

在(附圖5)的架構繪畫及描述，已可解決第一層司級的問題，政務、

財務、工務、律政分工，可惜我們沒有時間詳細分拆第二層局級，只

能粗略地排列在司級下，我們的建議必須修改基本法，但候任特首辦

的建議，亦很可能須要修改基本法。 
 

至於CB(2)1908/11-12(01)號文件及附件相當粗疏，這種情況，從未發

生過在前局長帶領下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現任及下任的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長，應該要特別注意。 
 

我們除反對局長政治助理外，只有一個隱憂，是否違反基本法。其他

的地方只作改善及更正，整體而言用十二個字，粗心大意，急功近利，

不進反退，我們寄語：「好自為之」。 
 
此至 
政制事務委員會 
panel_ca@legco.gov.hk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yattung.hk@gmail.com 

郭仲文 
2012-05-25 







附件 A 1 

財 務 委 員 會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討 論 文 件 

2007 年11 月28 日 
EC(2007-08)11 附件1 

副 局 長 

職 責 說 明 

職 銜 ： 副局長 

職 級 ： 副局長(非公務員職級) 

直 屬 上 司 ： 相關局長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負 責 協 助 局 長 － 

領 導 及 策 略 

(a) 制定政策目標和優先次序、制定政策和立法建議以達致所定的政策目

標和優先次序、制定推出這些政策和法例的時間表，以及訂定整體策

略以取得公眾對這些措施的支持； 

(b) 就一些需要政治意見的跨局事宜， 與相關的局／ 部門進行協調，以

確保達致政府政策所定的目標及優先次序； 

 

立 法 會 事 務 及 政 治 聯 繫 

(c) 處理與立法會相關的事務並加強與立法會的工作關係；副局長在這方

面的工作如下－ 

(i)   在局長缺席期間代理其職責； 

(ii)  按局長指示，出席立法會大會會議，以回應動議辯論、回答立法會

質詢及處理立法工作； 

(iii) 按局長指示， 出席立法會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的會

議，為政府的政策決定作出解釋和辯護， 以及與議員交換意見； 

 (iv) 定期與立法會議員保持聯繫， 確保制定和推行政策的過程可吸取

議員的看法和意見， 並讓議員能更充分理解政府的立場；以及 

(v)   為條例草案、議案、附屬法例及公共開支建議的通過制定時間表並

爭取它們獲得立法會通過， 以及推動政府的立法和財政項目； 

(d)  出席公眾論壇及其他場合， 就政治團隊所提出的建議及決定解釋和

辯護，並回應立法會議員、有關團體／ 人士和公眾人士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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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傳媒保持密切聯繫， 以助傳媒知悉政府的政策思維； 以及 

(f)  與其他有關團體／ 人士， 例如區議會、政黨／ 政團、社區組織，

以及工商、專業及其他組織保持溝通， 並評估公眾情緒， 以及建

立廣大市民對政府政策和決定的支持。 

 

EC(2007-08)11 附件1 

局 長 政 治 助 理 

職 責 說 明 

職 銜 ： 局長政治助理 

職 級 ： 局長政治助理(非公務員職級) 

直 屬 上 司 ： 相關局長及副局長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負 責 向 局 長 和 副 局 長 提 供 以 下 支 援 － 

策 略 及 政 治 意 見 

(a) 從政治角度為局長和副局長提供意見， 以供考慮； 

(b) 協助制定政策及立法建議， 以及為訂定整體策略從政治觀點給予意

見； 

(c) 就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和其他出版文件提供意見， 點出當中他們認

為有政治影響的地方， 以及在局長和副局長的指示下處理具政治敏

感成分之處； 

(d) 根據局長及副局長的指示， 擬備演辭、傳媒發言和其他文章； 

 

政 治 聯 繫 

(e) 為局長和副局長就處理政黨／政團發出的邀請及函件提供意見； 

(f) 就立法會事務向政黨／政團作出游說的需要，不時作出評估， 並按

此向局長及副局長提供意見； 

(g) 在局長及副局長的指示下，進行與來自政黨／ 政團、區議會、社區

組織， 以及工商、專業及其他組織的成員的聯繫工作， 向他們介紹

局長轄下範疇的事宜，聽取他們就關注事宜的意見，以及爭取他們支

持政府的有關政策； 

(h) 在局長和副局長的指示下，進行與傳媒的聯繫工作，傳達政府在有關

政策及事宜上的立場； 以及 

(i) 留意有關關注團體及社會大眾就政策事宜的意見， 並評估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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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組架構影響的現有政策範籌
# 由現有政策局分拆出來的新政策局

行政長官

律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 副財政司司長副政務司司長

公務員事務

財經事務及庫務

政制及內地事務 民政事務*保安

教育勞工及福利 文化# 

房屋規劃及地政* 運輸及工務*

工商及產業*科技及通訊#

附錄B
虛線並沒有
意義及定議
很難理解

從該文件附錄B建議組織圖所理解，
副政務司司長及副財政司司長，並沒有全盤協助司長管理各局。
如果是三層架構至公務員(常任秘書長)時，可以理解為5司14局。
如果是四層架構至公務員(常任秘書長)時，可以理解為3司2副司14局。
但政府架構使用某部份為三層及某部份為四層，我們應為並不恰當。 附圖1

環境

食物及衞生局

1 2

2

1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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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組架構影響的現有政策範籌
# 由現有政策局分拆出來的新政策局

行政長官

律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

副財政司司長

副政務司司長公務員事務

財經事務及庫務

政制及內地事務 民政事務*保安

教育勞工及福利 文化# 

房屋規劃及地政* 運輸及工務*

工商及產業*科技及通訊#

可以將這三個局設為科
(常任秘書長)

可以被設定為局級

可以將這三個局設為科
(常任秘書長)從該文件附錄B建議組織圖所理解，

副政務司司長及副財政司司長，各自掌管獨立局級。
可以理解成是局長級，實際成為三層架構至公務員
(常任秘書長)時。
我們可以理解為3司11局。

附圖2

食物及衞生局

環境

1 1

2

2

附錄B
虛線並沒有
意義及定議
很難理解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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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組架構影響的現有政策範籌
# 由現有政策局分拆出來的新政策局

行政長官

律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

副財政司司長副政務司司長

公務員事務

財經事務及庫務

政制及內地事務 民政事務*

保安 教育勞工及福利 文化# 

房屋規劃及地政* 運輸及工務* 工商及產業*科技及通訊#

附圖3

環境

食物及衞生局

1

2

3

1

3

3

22. 
(a)



行政長官

律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

公務員事務

財經事務及庫務

政制及內地事務民政事務教育勞工及福利 文化

房屋規劃及地政 運輸及工務 工商及產業科技及通訊

附圖4

環境食物及衞生

11

3

3

2

副政務司司長

( 教育 ) 
副政務司司長

( 文化 ) 
副政務司司長

( 環境 ) 
副政務司司長

( 民政事務 ) 
副政務司司長

( 公務員事務 ) 
副政務司司長

( 制及內地事務) 
副政務司司長

( 勞工及福利) 
副政務司司長

( 保安 ) 
副政務司司長
(食物及衞生)

副財政司司長

(工商及產業 ) 
副財政司司長

( 科技及通訊) 
副財政司司長

( 運輸及工務) 
副財政司司長

(房屋規劃及地政) 
副財政司司長

( 經事務及庫務) 

2

保安

按文件描述，
如在政府總部架構內擴大問責制，
開設副司長職位的思維推進，
可以發展至各局之上各有副司長，
因此，此例一開，
對未來香港政府總部架構做成深遠影響，
影響尚未包括文件描述，非公務員的政治助理的衝擊。
(參閱我們的回應文件)



行政長官

律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 工務司司長

公務員事務

財經事務及庫務

政制及內地事務 民政事務保安

教育 勞工及福利

發展局 運輸及房屋

工商及產業

附圖5

食物及衞生局

環境

建議1
啓動基本法159條，

修訂60條，
增加工務司司長

建議2
未修訂基本法60條前，可以把工務司司長以下各局，
暫定在政務司司長下，實際上，由行政長官管轄。

從附件A及附錄建議的行文及組織所理解，
可以使用三層架構至公務員(常任秘書長)。
下屆政府無需設立副司長及增加兩個局長，
如果房屋、基建等工務為香港頭等大事，

應該設立如工務司司長一職，應付未來發展的需求。

建議3
教育局亦可以兼任
教育、文化及科技

或

建議4
可以把工商及產業局分拆成

兩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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