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檔號：(205) in 2/7/CCSA(XX) 

 

致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華員會華員會華員會華員會對對對對〝〝〝〝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的初步意見的初步意見的初步意見的初步意見 
 

公務員事務局於 2014 年 4 月 3 日公佈了〝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諮

詢文件。文件簡單交待了公務員未來的人手和退休情況的研究結果，提出

了〝延長公務員退休後的服務年期〞的建議，內容包括： 

 

� 將來新入職的公務員退休年齡；文職一刀切延至 65 歲；紀律部隊延至

57 歲，如能通過每年的體格及相關評核，可延至 60 歲； 

� 現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維持不變； 

� 調整退休後繼續受僱的政策： ○1  涵蓋所有現職公務員； ○2  如符合

相關審批條件/準則，由部門甄選，批准退休後繼續受僱期由現時最長

2年提高至最長不超過5年及提高現時最後延長服務的90日至120日； 

� 退休後的公務員，如想繼續工作： ○1  可應徵部門用以應付短期、突

發工作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例子：推行〝限奶令〞、〝長者生活

津貼〞便是採用類似的計劃招聘退休公務員）； ○2  精簡公務員離職後

從事外間工作的規管機制。 

 

因本會仍未完成會内諮詢，以下僅為本會之初步意見： 

 

1. 諮詢文件的標題及內容是〝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而非〝延長公務員

退休年齡〞，兩者並非完全相等，有〝取巧〞成份。 

 

2. 必須指出：政府作為最大的僱主，它的聘任政策應屬整個香港人口政

策的重要一環，不但要回應政府各部門的人手不足和繼任問題，還要

看到政府的政策對短、中、長期本港整體社會人力資源規劃、今天和

未來公共服務質素和效率的提供以及公務員個人等的可能影響。因

而，詳細、全面分析研究實有必要。觀乎諮詢文件的論述，公務員事

務局似把複雜問題簡單化。 

 

3. 公務員事務局評估了個別公務員職系/部門在2013-14至2022-23年度

10 年間的人手及退休情況。它亦向職系/部門管方收集意見，了解他

們是否認為有需要挽留資深的公務員在退休後繼續服務，以應付任何

運作或繼任需要。但當局未有交代，它將如何避免〝擦鞋〞文化的發

生，確保挽留的過程能貫徹透明、公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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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毫無疑問與公務員個人的晉升、事業發展、

身體狀況等切身情況息息相關，又因不同職系職級、不同部門、不同

工種的情況，差異可能極大，因而〝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將帶來什

麼影響？情況是否就如公務員事務局所述般簡單？如缺乏詳細、全面

的分析研究，將無可避免引致人力資源的失衡及公務員的怨氣。 

 

5. 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影響的不僅是公務員，還有整體社會與全體香港

人。茲事體大，本會認為公務員事務局在敲定具體政策前，須在以下

4個方面作更深入的探討： 

(1)(1)(1)(1)宏觀方面宏觀方面宏觀方面宏觀方面    ————－－－－    

� 對本港人力資源及社會勞動市場的短、中、長期的影響； 

� 對公共服務質與量的影響； 

� 對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與否所帶來政府財政負擔的影響，等等。 

(2)(2)(2)(2)微觀方面微觀方面微觀方面微觀方面    ————－－－－    

� 對各職系/級短、中、長期的各種牽連影響，例如：人手、晉升、

老化、繼任安排、工作關係、工作編配、職系發展前景、服務質

素的影響； 

� 個人考慮，例如：個人健康狀況、家庭負擔、晉升機會、工作壓

力、與同事（包括上下級）關係、個人職業發展前景、薪酬福利、

退休保障的影響； 

� 對不同聘用制度，例如：退休金（長俸）計劃、公務員公積金計

劃員工的不同影響，等等； 

(3)(3)(3)(3)政策措施實行的操作方面政策措施實行的操作方面政策措施實行的操作方面政策措施實行的操作方面    ————－－－－    

� 政府推出政策措施須予注意之處。 

 

本會認為，當局既不宜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亦不應把現已顯現的問題

推給將來，應詳細研究、全面分析，未雨綢繆，兼籌並顧，既能考慮到各

級、各職系公務員實際情況，又能照顧到各方面短、中、長期需要，為廣

大市民提供更有效、更高質素的公共服務！ 

 

香港政府華員會 

2014 年 7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