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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議員:

關於FCR(2017-18)2認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股本

的撥款建議

就你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致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主席的

信件中，要求財委會秘書提供她在會議上提及的例子的相關資

料，主席指示我就此事回覆你 。 我現回覆如下 。

因應有委員在會議上詢問財委會處理修訂議程文件的行

事方式，我當時告知委員，當局以往曾經在財委會及其小組委員

會會議席上以口頭方式修訂議程文件內容，而財委會/小組委員會

在察悉有關修訂後，繼續在有關會議上審議有關議程項目 。

隨文附上有關過去在會議上(即 1996 年 2 月 2 日財委會

會議和 2000 年 2 月 23 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即席修訂議程

文件內容的事例的會議紀要供你參考 。

財務委員會秘書

~~，~Ijy 

連盟主t

2017年 5 月 31 日

副本致: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議員

香港 中 區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眩，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 HONG KONG 

GS405 



2000年 2月 23 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紀要節錄

X x x x x x 

EC(1999-2000)41 建議保留入境事務處一個入境事務

處副處長編外職位(一般紀律人員

(指揮官級)薪級第3點) ，為期一年，

由 2000年 4月 19 日起，至2001年 4 F.l
18B 止。出任人員負責就推出新身
份證和為支持簽發新身份發而引進
的一套新電腦系統繼續第導和監察

有騁的可行性研究，以及領導其後
的策劉和籌備工作

11. 鑒於現時經濟低迷，政府又計單凍結公務員職

位.[ZSJ此，張文光議員質疑需否開設 1 個定於一般紀律人

員(指揮官級)薪級第 3點水平的副處長編外職位，職銜定

為副處長(專責職務).純粹負責就推出新身份證及為支援

簽發新身份證而引進的一套新電腦系統，策導和監察有

關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展開相關的策劃和籌備工作。由

於當局已達用獲轉授權力開設上述副處長職能，因此張

文光議員極為關注當局現時建議保留該職位 1年，並計觀

檢討需否進一步保留該職位，最終會導致入境事務處增

設1{盟副處長常額職位，尤其是副處長(行政及執行)工作

繁重，其部分職能或可分派予副處長(專責職務)以擴大後

者的職責範圈，使當局需把該職位轉為常額，性質。因此，

他對現時的建議表示有所保留。

12.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回應時指出，在2002年簽發

的新身份證數目預計約有680萬張，而在上次更換身份證

的工作中，當局只簽發了約480萬張新身份證，但上次的

工作亦由 1名副處長領導進行。他又表示，在推出新身份
證峙，當局亦需評估加強身份證防偽標記所帶來的其他

好處，以及研究使用可儲存生物特徵識別數據的聰明

卡，方便進行出入境檢查。基於該等重要的考慮因素，

此項計劃應由 1名副處長職級的人員負責整體的指揮工

作。

13. 就副處長(專責職務)職位的迫切性而言，保安局

首席助理局長D及入境事務處副處長解釋，由於現時的人

事登記系統的部分硬件設備，例如攝影機及打印機，已

變得陳舊及過時，因此其預言十使用期限將於 2002年屆

滿，而供應商亦會在2002年年中或年底後，便不會再為

該系統提供保養服務。有鑒於此，當局必須透溫運用獲

轉授權力，早日開設副處長(專賣職務)職位，以策導及監

察可行性研究，確保能及時更換人事登記系統。政府當



局審核了該項可行性研究的重要性及複雜程度後，亦察

覺在職能上有需要保留副處長(專責職務)職位，為期 1

年，以完成該項研究及採取跟進行動。然而，保安局首

席助理局長D向委員保證，雖然當局會在2001年年初檢討

需否進…步保留該職位，但該職位不會轉為常額職位，

因為新身份證訐劃基本上是一次過的計劃，在計劃完成

後，該職位便會撤銷。

14. 楊孝華議員表示支持研究可否增加身份證的用

途及功能，並促請政府當局在推出可作多種用途的先進

身份證時，應更為高瞻遺囑。入境事務處副處畏答覆時

匯報，入境事務處已開始與有闋的主管當局研究可否把

香港身份證用作進入內地的入境許可證。

15. 另一方面，吳靄儀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打算把

身份證的使用擴展至人事覺記以外的用途時，必須謹慎

行事。她強調以聰明卡作為身份證的建議，將會對法律、

人權、保安及私穩造成很大影響，並要求當局提供更多

資料，說明將要儲存的個人資料數量、將會獲授權取得

該等個人資料的機關，以及該等資料的擬議用途。吳

儀議員開意，建議中的計割應由 1名足夠高級的人員領導

進行，但她指出，除非上述問題獲得充分回應，否則她

不能支持現峙的建議。黃宏發議員認同她的關注。他指

出，由於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不同的數據庫均可聯繫起

來，令獲取資料更加方便，因此，擴大身份證功能的建

議，會對私穩及保密方面產生麗大影響。有鑒於此，有

關工作應非常小心地處理，以確保某個部門可以獲得的

資料，是另一個不應獲得該等資料的部門所不能取得

的。就此方面，吳靄儀議員表示，有關各政府機關共用

及獲取個人資料的限制應受法律規管。

1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D認同吳靄儀議員及黃宏

發議員的關注，郎新身份證計劃既複雜且重要，並需研

究各種可能出現的影響。事實上，政府當局正是根據這

些考慮國素而決定自 1 名副處長進行相關的可行性研

究。然而他指出，由於該計劃只處於初步階段，因此仍

未能提供用需的具體細節。

17. 吳靄儀議員重申建議擴大身份證的使用範閣會

造成的重大及廣泛的政策影響，並促請政府當局廷遲提

出該項建議，荳至相闋的事務委員會(包括保安寧務委員

會、再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有機會研

究由此項建議引起的問題。黃宏發議員及張文光議員贊

同她的意見。吳靄儀議員又認為，政府當局不應偏離一

向的做法，就是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出涉及重大財

政影響的重要人手建議前，先向相闊的事務委員會進行

簡報。她又質疑是否急需通過現時的建議。



18.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D及入境事務處副處長回

應時解釋，該項建議不能延遲提出，原因有兩值。首先，

耳目處長(專責職務)職位必須保留，以完成該項可行性研

究，然後才可就身份證的額外功能制訂初步建議，供各

議員商議。其次，正如土文所述，當局需要早日更換人
事登記系統。然而，他們向委員保證，在初步的建議落

實後，當局便會充分諮詢相闋的事務委員會。

19. 鑒於時問緊迫，黃宏發議員建議應把該項研究

分泊爾部分，郎新人事登記系統的技術研究，以及從政
策的觀點研究可否擴大新身份證的使用範園。如按此方

式進行，第一部分的研究可在入境事務處的監督下進

行，無需增加首長級人員支援;自副處長(專賣職務)策導

的第二部分研究則可在諮詢各議最之後於稍後的階段進

行。由於此部分研究涉及政策考慮因素，因此副處長(專

賣職務)最好撥歸保安局躍下。

20. 保安局當席助理局長D回應時表示，在更換人事
登記系統時，入境事務處亦應藉此機會研究可否配合圓

際趨勢及市民的需求，為身份證加入更多功能。為回應

由此而造成的政策影響，入境事務處可尋求出任有闋的

計劃督導委員會成員的政策局代表的意見。他又指出，

即使當局會按照上述建議，稍後才在政策層面研究身份

證的新增功能，盲目處長(專責職務)職位仍需保留，以進行

籌備工作。

2 1. 就此方面，黃宏發議員提及德國的經驗，該國

民眾曾以私穩為理由，反對政府分配一個多用途代碼予
每名函民。他表示，他不會支持以現時形式提出的建議，

並促請政府當局在提供更多有關政策取向的資料前，先

撤由此項建議。

22. 另一方面，周眾淑恰議員認為，與保安局相比，

入境事務處實具備更豐富的專業知識，可以領導新身份

證計割的推行。她及吳亮星議員均同意，副處長(專責職

務)職位應予以保留，以確保該項可行性研究能早日完

成，以便可提出初步建議，諮詢相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23. 主席認同急需更換人事登記系統，並表示據他

所理解，當局應可以採取保障措施，防止所有政府機關

均可取得身份證內所有資料，以確保只有某特定部門才

能取得與其工作範圈有闋的資料。蔡素玉議員同意主席

的意見，並進一步指出，其實不同部門均在期待入境

務處設計一款滿足他們需要的多用途身份證。鑒於涉及

複雜的問題，她支持需要保留點處畏(專賣職務)職位，以

策導棺闋的可行性研究及進行諮詢工作。



24. 蔡素玉議員詢問，倘副處長(專責職務)的任期按

建議延長，新身份證計劃的可行性報告能否在其任期內

公布。入境事務處副處長答覆時匯報，該報告應在2000

年 5月完成。他又表示，待身份證的擬議功能根據該份報

告落實後，入境事務處便會在 2001 年年中，要求通過相

闊的政策及撥款，使新身份證可在2002年年中或年底前

簽發。由於副處長(專責職務)不會參與推行全港性的更換

身份證計獸，因此，他應可在經延長的任期內完成任務。

25. 吳亮星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審慎地章新考慮

需否委聘顧問，因為在有關顧問進行可行性研究時，副

處長(專責職務)須提供大量意見，為顧問作出指引及監察

其表現。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D答覆時解釋，雖然就推出

新身份證方面，顧問可從技街角度進行獨立研究及建議

可採用的方案，以及就相闋的外國經驗提供意見，但政

府當局仍需參與有關工作。副處長(專責職務)須與其飽部

門/政策局聯絡，確定他們的需要及職能，並向顧問傳

達該等資料，以便在設計新身份證持加以考慮。應吳亮

星議員要求，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D同意提供資料，說明

聘用顧問的準則。

26. 庫務局副局長回應委員的關注時同意，當局應

更詳細研究擴大新身份證使用範圍的建議。然而她強

調，即使現時的建議獲得通過，亦絕不意味身份證計劃

獲得通過。相反，政府當局開設該編外職位以進行相闋

的可行性研究，正是為了方便作出決策，落實是否及如

何推行新身份證計顫。

27. 鑒於委員關注該編外職位可能會…再延期保

留，當局又預期會在2000年下半年就身份證計劃作出決

定，庫務局副局長建議把保留副處長(專責職務)職位的期

限縮短至 2000年 12 月 31 日，而不是如原來所建議般，把

期限自 2000年 4月 19 日起延長，為期 1年。此外，她又澄

清，當局保留該職位，主要是確保可行性研究順利完成

及協助作出有關該計割的決策。庫務局副局長把此項建

議修訂為“建議保留入境事務處一個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編外職位(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第 3點) ，由 2000

年4丹 19 日起，至2000年 12丹 31 日止。出任人員負責就推

出新身份證和為支持簽發新身份證而引進的一套新電腦

系統繼續策導和監察有闋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對是否展

開身份證計劃和如何推行計劃的決定提供協助"。

28. 張文光議員雖然同意考慮由庫務局副局長建議

的上述修訂，但他重申自己支持吳靄儀議員的意見，並

建議當局在財務委員會就此瓊建議作出決定前，先向相

闋的事務委員會進行簡報，說明當局就新身份證計劃可



x 

能、通葦的範圍而向進行可行性研究的顧問作出的指哥 I 0 

政府當局表示同意。

29. 此項目按照庫務局副局長在第 27段提出的修訂

作出修改後，在席上付諸表決。 9名委員贊成此項目， 4 
名委員反對，沒有委員棄權。

贊成的委員:

何鍾泰議員

吳亮星議員

烏梁淑怡議

馬逢國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榮燦議員

楊孝華議
楊耀忠議員

蔡素玉議員

(9名委員)

反對的議員:

李國寶議員

吳靄儀議員

張文光議
宏發議

(4名委員)

30. 此項 獲小組委員會通過。

3 1. 吳靄儀議員要求，在相闋的財務委員會會議席

上，此項目應與其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項目分開表決。

x x X x x 



X 

項目 4

總自 43

.分自 700

新項目

x 

1996年2月 2 日財路委員會會議紀要節錄

x X x x 

一一- FCR(95-96)117 

土木工程署

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私人斜坡和物業在土力工程方面的法定管制 J

21. 議員質疑當局因何在討論文件 FCR(95-

96)117 及 FCR(95-96) 118 中分別採用不同的倍數因子
計算顧問贅。盲目工務司在回應時解釋說，當局在前一項

建議採用 2.5 倍的國數，原因是有關顧問在提供服務期

間，將會使用政府辦公室。而在第二項建議中，有關顧

問須自行提供辦公室，因此，當局便採用 3.0 倍的國

數。當局已意會到在預計顧問費時使用不同的方程式的

情況。為採用統一計算標準'當局將在短期內發出過

'規定在計算有關費用時，工地職員應採舟 2.1 倍的

國數，使用自政府提供的辦公室的顧闊採用 2.5 倍的因

數，自行提供辦公室的顧問則採眉 3.0倍的困數。在計

算費用時，有闋的倍數應乘以相若職級的公務員的中點

薪金。

22. 議員指出，政府當局的解釋與較早時就顧問費

事笠提供的資料摘要的載述並不…致，他們詢問當局可

否在上述兩份文件內採用 2.5 倍的標準囡數。議員同

意，倘若 FCR(95-96)118 項目的招標結果顯示，採用
2.5 倍的困數並不實際，有需要採用較大的國數，則當

局可另外向財務委員會提交建議，申請追加承擔額。庫

務司在回應時間意在該兩份文件內採用 2.5 倍的函數，

並相應調整項目 FCR(95 欄 96)118 的承擔額。他亦告知

議員，當局將就此事項向立法局有闋的委員會提交一份

文件，其副本亦會送交財務委員會成員。

23. 委員會通過建議FCR(95 國 96)117 。

x x 



項目 5

總自 43

.分目 700

新項目

一一- FCR(好 -96)118

一一土木工程著

一般其他非經常關支

「有系統地確定全港斜坡的維修糞任」

24. 鑑於前一項目的討論結果，庫務司把討論文件

內申請的承擔額由原先的 7 ， 080萬元修訂為 5 ， 900萬元，

以反映在採用 2.5 倍數因子計算顧問費後所減省的款

額。

25. 委員會通過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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