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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 16日的特別會議  

 
法律事務部就有關 

香港公共財政的控制及管理的法律及憲制框架 

及有關事宜而擬備的資料摘要  
 

 
目的  
 

  本摘要旨在提供有關香港公共財政的控制及管理的法
律及憲制框架的資料，以協助委員在 2015年 3月 16日舉行的財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中，就政府當局將某些開支項目納入《 2015年
撥款條例草案》中，而非尋求財務委員會核准的安排所引起的
事宜作出考慮。                               
 
 
法律事務部以往發出的摘要  
 
2.  在 由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並 於 2011 年 3 月 17 日 隨 立 法 會

LS41/10-11號文件送交財務委員會委員的摘要 (下稱 "該摘要 ")
中，本部載述有關修改撥款條例草案的相關法律條文，並分析

立法會議員是否可以對撥款條例草案及開支預算提出修改建

議。由於自該摘要發出以來，有關香港公共財政的控制及管理

的法律框架並沒有作出任何更改，該摘要所述的內容仍然有

效。就 2015年 3月 16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現於該摘要

輯錄下列段落供委員參考：  
 
"2.  《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

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會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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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第七十三 (一 )條訂明立法會行使以下職權：  
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此外，根據第七十三 (二 )及 (三 )條，立法會擁有以下職權：



 2

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以及批准稅收和公

共開支。  
 
4.  根據《基本法》，政府藉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等規

定，對立法會負責。實際上，立法會藉制定撥款條例，批准

每年的財政預算案。《議事規則》的有關條文適用於制定條

例。  
 
5.  《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就香港公共財政的控制及管理

訂定條文。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5(1)條，財政司司長須

在每一財政年度內，安排擬備下一財政年度的政府收支預

算，並須安排在預算所關乎的財政年度開始之前，或該年度

開始之後的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之提交立法會省覽。根

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5(3)條，開支預算須按總目及分目將

開支分類，且須說明每一總目所涵蓋的範圍。開支預算須顯

示每一總目的預算開支總額、每一分目所需的備付款額、職

位編制 (如有的話 )，及對並非是每年經常出現的開支所作承

擔的限額 (如有的話 )。  
 
6.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6(1)條，財政年度的各開支預  
算總目須包括在撥款條例草案中，而條例草案須與該預算一

同提交立法會。第 6(2)條訂明，撥款條例一經制定，該條例

所關乎的財政年度的開支預算即當作為已如該條例所規定

的 而 核 准 ， 並 自 該 財 政 年 度 的 首 天 起 發 生 效 力 。 根 據

第 6(3)條，該財政年度的政府服務開支須按總目及分目編

排，並須以經核准的或其後按第 8條不時修改的開支預算所

示的各分目備付款額為限。第 8(1)條訂明，除第 8條另有規

定外，核准開支預算不得修改，但在財政司司長建議下由財

務委員會核准的，則不在此限。 "。  
 

 
立法會與行政機關在《基本法》下各自的職權  
 
3.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梁國雄對立法會主席一案 1中曾就

立法會及行政機關在《基本法》下各自肩負的職權作出考慮。

在該案中，當時為原訟法庭法官的夏正民法官認為，三權分立

的原則已在《基本法》中確立，而細閱《基本法》，行政機關、

行政當局及立法機關明顯地應以互相協調、彼此合作的方式，

為香港的良好管治，各自履行其憲制上指定的角色 2。據夏正民

                                                 
1  [2007] 1 HKLRD 387 
2  同上， [2007] 1  HKLRD 387,  第 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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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表示，《基本法》所界定說明的是互動的方法；即是以一

個具有啟動及作出相關反應功能的樞紐，把行政機關及行政當

局的一方，與另一方的立法機關連繫起來。換一個說法，就是

誰人要為這個互動是以甚麼方式執行，及怎樣管理有關的後果

承擔責任，均屬《基本法》界定的基本問題 3。就財政建議的情

況而言，夏正民法官的意見是，根據《基本法》，行政機關及

行政當局的職能是制訂政策，並以法例和財政建議的方式把政

策表達出來，而立法會職能則是制定該法例及通過此等財政建

議。立法會並不負責編制及提出財政預算 4；也不營運任何形式

的  "鏡子 " 財政部。相反，立法會的職能是審核及通過行政機

關提出的財政預算，以及批准 (而非開立或決定 )稅收及公共開

支 5。  
 
 
在法律上是否容許在撥款條例草案中納入撥款建議  
 
4.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5及 6條，假如在為某一財政年

度擬備政府開支預算時，政府已知在該財政年度須招致相關開

支，財政司司長似乎可以在將會納入撥款條例草案中的相關總

目或分目之下納入某項開支。在某些情況下，假如政府沒有在

開支預算中預留某些撥款，在該財政年度的撥款條例獲制定通

過後，政府認為某項建議有必要招致開支，《公共財政條例》

第  8 條便適用於此情況；政府有必要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

改，而此等修改須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8條獲得財務委員會

核准。  
 
 
有關審議預算總目的程序  
 
5.  有關撥款條例草案的規則及程序載列於《議事規則》

第 67至 70條。根據《議事規則》第 67(1)條，載有政府全部服務

開支的財政需求詳情的預算案 (下稱 "預算案 ")，須在撥款法案進

行首讀的會議開始之前，提交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7(2)條
訂明，撥款法案二讀議案的待議議題提出後，有關辯論即告中

止待續，不得早於其後第七天恢復辯論。《議事規則》第 67(3)條
進一步訂明，除第 71(11)條另有規定外，預算案一經提交立法

會，即告交付全體委員會，而撥款法案一經二讀，亦即告付委

予該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1(11)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可將按

                                                 
3  [2007] 1 HKLRD 387,  第 68段  
4  政府獲授予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的職能：《基本法》第六十二 (四 )條  
5 《《基本法》第七十三 (二 )及 (三 )條；梁國雄對立法會主席 [2007] 1 HKLRD 387，

第 67及 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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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第 67條提交的預算案，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撥款法案前，交由

財務委員會審核。財務委員會審核預算案的程序載於《財委會

會議程序》第 49至 53段。  
 
6.  該摘要亦有載述全體委員會處理有關開支預算總目修

正案的程序。相關部分摘錄如下：  
 
"9. 《公共財政條例》並無條文禁止或限制對撥款條例草案  
提出修正案。不過，《議事規則》第 69條載有對撥款法案提

出修正案的規則及程序。《議事規則》第 69(1)條訂明，如

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某項修正案會令任何開支總目所獲分

配款額增加，不論增加的部分為子目、分目或總目本身，則

該修正案只可由獲委派官員動議。《議事規則》第 69(2)條
進一步訂明，增加總目款額的修正案須較削減同一子目、分

目或總目本身款額的修正案獲優先處理；如增加款額的修正

案獲得通過，則不得動議就同一子目、分目或總目本身削減

總目款額的修正案。  
 
10. 《議事規則》第 69(3)條訂明，任何議員均可動議藉削

減開支總目內子目的款額以削減該總目所獲分配款額的修

正案，動議格式如下： "為削減 (或刪除 )分目 ......子目 ......而
將總目 ......削減 ......元 "。  

 
11. 《議事規則》第 69(4)至 (6)條訂明就撥款法案提出修正  
案的進一步限制及條件：  
 

(a)  如分目已分列為子目，則為削減或刪除分目而削

減某一總目款額的修正案，即不合乎規程；  
 
(b)  如總目已分列為分目，則只削減總目而不削減該

目的某一分目的修正案，即不合乎規程；及  
 
(c)  刪除某一總目的修正案，即不合乎規程。 "。  

 
7.  本部察悉，上述各規則提述 "審議 "及 "審核 "撥款法案，

以及與法案一同提交立法會的開支預算。這其實反映了由立法

會、全體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對撥款法案及其開支預算所進行

的審議過程。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就撥款法案的程序是以下述

方式進行：先進行辯論，然後將議案付諸表決，有關議案包括

提出修正案的議案。另一方面，財務委員會亦有就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的舉行訂立程序及行事方式，讓財務委員會委員審議

開支預算的詳情。根據《財委會會議程序》第 50段，在特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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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擧行前，各委員可就開支預算提出問題，由有關的管制人員

以書面作答，而委員可在特別會議上或其後以書面方式就書面

答覆提出補充問題。  
 
 
審核及批准撥款建議的行事方式 

 
8.  《議事規則》及《財委會會議程序》中訂明的財政程序

是透過經長時間發展及建立的行事方式予以執行。財務委員會

秘書會向委員提供有關這些行事方式的資料。若有需要，法律

事務部會從法律方面協助委員就這些行事方式作出考慮。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15年 3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