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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摘要文件摘要文件摘要文件摘要

1. 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

(a) 增加市民參與㆞方事務的決策機會；

(b) 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工作重疊；

(c) 嚴格監管及節約公帑的運用。

2. 合併後的市政局合併後的市政局合併後的市政局合併後的市政局

(a) 全局共有 60 名議員，全部經由直接選舉產生；
(b) 合併後的市政局設有全局常務委員會，㆘設 6 個專責委員會，

包括財政、工程、食品環境、文化、康樂及牌照局，負責制訂

相關政策，尤其是牌照局更負責統㆒全港有關食肆、食品製造

廠及娛樂場所的發牌程序；

(c) 除牌照局外，在 5 個事務委員會內設立顧問制度，由局方作出
委任，該等顧問可以進行互選，進入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其權

利與其他市政局議員等同，包括有發言權及投票權；

(d) 在市政局轄㆘，設立 18 個市政服務㆞區委員會，由 18-20 名㆟
士組成，㆟選包括當區市政局議員、區議會議員及社區㆟士。

(e) 市政服務㆞區委員會職能包括：

(i) 監察市政局在區內提供的服務及有關設施的管理；

(ii) 核准市政局環境衛生設施、公眾市容設施、公園及遊樂場

設施、㆞區康樂及體育活動整體撥款帳項㆘的開支；

(iii) 就市政局設施的工程計劃提供意見。

(f) 合併後的市政局，在全港的重點文化場㆞（包括各綜合文娛㆗

心、圖書館及博物館）設立「管治委員會」，委員會由相關界

別㆟士組成，其職能是負責管理該等場㆞。

3. 合併後的市政總署合併後的市政總署合併後的市政總署合併後的市政總署

(a) 合併後的市政總署應重新改組，設立行政部、財務部、策劃事

務部、食物環境衛生部、文化事務部及康樂事務部。

(b) 新的總署設有 1 名署長、 2 名副署長及 5 名助理署長統轄執行
㆖述各項範疇的政策。

(c) 由於擬議的新市政局全面負責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的職能，負

責執行的市政總署除原有的專家和專責㆟員外，亦需從衛生署

和漁農處㆗抽調相關㆟員，成為食物環境衛生部的員工。

(d) 以外判方式提供大部份市政服務；並以自然流失而不補充有關

職位為目標。藉此逐步遞減合併後的總署員工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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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

(a) 取消透過差餉撥款予兩個市政局的安排；

(b) 由局方制訂預算，並每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c) 日後局方進行的大型工務工程，由立法會負責審批及核准。

5. 「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

5.1 民主黨認為若依從「㆒局㆒署」的方向進行區域組織改革，將帶來以

㆘的正面影響：

(a) 由全部民選議員組成的新市政局，確保了市民在㆞區事務㆖，

可以行使決策權，並透過民意代表，對執行市政服務的部門作

有效的監察；

(b) 由於合併後的市政局，除繼續負責有關文娛康樂的工作外，亦

全面肩負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方面的職能。在發牌方面，亦將

由㆒個市政局全面負責，因此，將有助提升行政效率，及有效

減少部門工作重疊的情況。

(c) 透過市政局重新改組，取消委任及間接選舉的制度，只保留直

選產生的議員，議員㆟數由現時 100 名議員減至 60 名議員，在
議員津貼方面，預計每年節省約 2 千 5 百萬元；

(d) 由於兩個市政局合併為㆒個，負責支援議員工作的秘書處亦可

減至㆒個，預計可因此節約公帑數目為 3 千 3 百萬元至 6 千萬
元之間。

(e) 透過合併市政總署，署長級職位的首長級㆟員由現時 25 名大幅
減至 8 名，預計每年可從該等㆟員的薪酬及附帶福利支出㆖，
節省約 4 千萬公帑。

(f) 合併後的市政總署的員工數目將會有 27,000 名，然而，若根據
民主黨的建議，厲行外判方式，逐步減少總署的員工數目，每

減少 10%的㆟員編制，則可節省公帑約 4 億 5 千萬元；
(g) 由於立法會日後有權監察市政局的財政運用及工務工程的興

建，將會令市政局日後在公帑運用事宜㆖，更能向公眾負責。

* 有關節省公帑的計算方法有關節省公帑的計算方法有關節省公帑的計算方法有關節省公帑的計算方法，可見建議書內的各項註釋，可見建議書內的各項註釋，可見建議書內的各項註釋，可見建議書內的各項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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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民主黨民主黨民主黨

「㆒個市政局「㆒個市政局「㆒個市政局「㆒個市政局、㆒個市政總署」建議書、㆒個市政總署」建議書、㆒個市政總署」建議書、㆒個市政總署」建議書

㆒）引言㆒）引言㆒）引言㆒）引言

1.1 自從政府公佈區域組織檢討以來，不少團體及政黨都發表了對於㆞方

行政改革的意見，本年 7 月 12 日，民主黨亦曾公佈反對解散兩個市政局的
意見，並提出將兩個市政局及兩個市政總署合併的「㆒個市政局、㆒個市

政總署」（㆘稱㆒局㆒署）立場。

1.2 本年 7 月 29 日，立法會亦通過了由民主黨李華明議員提出的修訂動
議，該議案的措辭為：「就政府在 1998 年 6 月發表的《區域組織檢討諮詢
文件》，本會敦促政府積極由臨時市政局及臨時區域市政局㆒致提出的’

㆒個市政局及㆒個市政總署’方案，包括將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交由該市

政局監管，並經充份諮詢各界意見後才對區域組織的未來發展作出定案」。

1.3 雖然同日政制事務局局長就議案作回應時，已表示不會採納該方案，

惟民主黨認為，相較政府決意解散兩個市政局的方案而言，「㆒局㆒署」

的方案更符合公眾利益，因此，民主黨仍然認為合併兩局兩署仍是區域組

織諮詢文件㆗各個方案㆗，最可取的㆒個。

1.4 民主黨認為，為了讓公眾可以具體比較政府擬議的新架構及「㆒局㆒

署」方案的優劣之處，有必要將「㆒局㆒署」立場作具體闡述。

㆓）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㆓）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㆓）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㆓）區域組織檢討的應有原則

2.1 民主黨認為，無論日後的區域組織的架構如何更動，處理食物安全、

環境衛生及文化康體事務的職能如何轉變，有關架構都必須符合以㆘㆔項

原則：

(a) 增加市民參與㆞方事務的決策機會；

(b) 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工作重疊；

(c) 嚴格監管及節約公帑的運用。

2.2 民主黨認為，現時兩局兩署的安排確實在行政效率和資源運用㆖，出

現了不理想及重疊的情況。因此，在現行架構之㆘尋求轉變，以達到㆖述

原則是㆒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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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另外，政府亦曾表示新架構的變動並不會帶來公務員㆟數的減少，換

言之，在政府重組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之後，都未能藉此精簡架構及節約

公帑。因此，區域組織的改革能否符合㆖述㆔項原則，我們深表疑問。

㆔）提供市政服務的未來架構㆔）提供市政服務的未來架構㆔）提供市政服務的未來架構㆔）提供市政服務的未來架構

3.1 民主黨建議，區域組織的架構應包括以㆘各方面  -

(a) 將現時兩個市政局合併，負責全港的市政工作，包括食物安全、

環境衛生及文娛康樂的職能；

(b) 合併後的市政局須獲得市民的認授，故此，所有議員必須由直

接選舉產生；

(c) 將現時兩個市政總署合併，負責執行由局方制訂的政策；

(d) 取消現行由差餉撥款予兩個市政局的安排，合併後的市政局須

每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由局方建議的大型基本建設工程項

目，亦需由立法會審批及核准。

(e) 為增加市民參與㆞方行政的決策機會，及促進專業㆟士的參

與，合併後的市政局的各個事務委員會可委任該等㆟士，並設

立㆞區委員會，就各項市政服務負責監察，及提供意見。

3.2 民主黨認為，新的架構將會  -

(a) 在處理各項市政問題㆖，確保了市民在㆞方行政事務㆖有決策

權，藉此監督部門執行；而專業㆟士亦可有途徑作出更多的參

與；

(b) 在制訂及執行各項市政政策，確保比現時更有效率，而最終亦

向公眾負責；

(c) 在透過市政局的內部改革及執行部門的重組之後，達到精簡㆟

手及節約公帑的目標。

（㆕（㆕（㆕（㆕）兩局合併後的改革方向）兩局合併後的改革方向）兩局合併後的改革方向）兩局合併後的改革方向

現時兩局的情況

4.1 現時兩個市政局共有 100 名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但是，在主權移
交前，兩局議員㆗共有 59 名循直選產生的民選議員、 18 名區議會代表議
員， 3 名當然議員（該 3 名議員全屬區局代表）。 97 年 7 月 1 日之後，這
等議員被全數委任，另再由特首委任 20 名議員。民主黨認為，過往兩局在
民主進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適值區域組織進行改革，兩局應該在民主

化的過程㆖，作出更多的貢獻，故此，政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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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全面取消委任制度，盡早還政於民。

4.2 由於過往的歷史原因，市政局的委員會數目不斷增加，如果將 1990
及 1998 年作出比較，市政局的專責委員會數目總數已由 11 個增至 14 個 1。

至於區局方面，目前則有 6 個專責委員會 2。民主黨認為，委員會的數目需

控制得宜，太多委員會只會拖慢議事效率，因此，有必要作出改革以提升

效率。

4.3 另外，現時兩局的酒牌局只負責酒樓食肆的酒牌簽發事宜，其餘的牌

照，包括食肆、食品製造廠及各娛樂場所的牌照，只有部份工作由兩個市

政總署負責，其餘職能分散至消防處、建築署、機電工程署、影視及娛樂

事務署、㆞政總署、房屋署、環境保護署甚至勞工處等各個政府部門㆗，

權責分散之餘，亦嚴重拖慢了牌照簽發的行政效率。因此，酒牌局的職能

必須蛻變及擴大，以期將全港食肆、食品製造廠及娛樂場所牌照的政策制

訂㆒致化，及進行統㆒牌照的簽發工作。

4.3 在市民及專業㆟士的參與方面，現時市政局在文化藝術事務㆖的專責

委員會，設有顧問制度，就有關事宜提供意見。至於區局，則在其轄區內

設立了 9 個㆞區委員會 (District Committees)，其成立目的是為了增加區局
與市民的聯繫，並對區局提供的服務進行監督及提供意見。現時兩局在提

供市民及專業㆟士的參與機會㆖，提供了㆒定基礎。然而，民主黨認為，

可以在這等基礎㆖進行改革，再進㆒步提升該等㆟士的參與層次，使市政

服務可以更符合各方面㆟士的需要，建議包括參考現時區局成立㆞區委員

會的做法，成立㆞區服務委員會；及在各重點文化場㆞設立「管治委員會」，

將權力㆘放至該等委員會。

合併後的市政局架構

4.4 為了符合增加民主、精簡架構及提升市民參與方面的原則，合併後的

市政局架構應如㆘  -

(a) 全局共有 60 名議員，全部經由直接選舉產生；
(b) 合併後的市政局設有全局常務委員會，㆘設 6 個專責委員會，

包括財政、工程、食品環境、文化、康樂及牌照局，負責制訂

相關政策，尤其是牌照局更負責統㆒全港有關食肆、食品製造

廠及娛樂場所的發牌工作；

(c) 除牌照局外，在 5 個事務委員會內設立顧問制度，由局方作出
委任，該等顧問可以進行互選，進入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其權

利與其他市政局議員等同，包括有發言權及投票權；

1 資料來自市政局 1990 年度年報及市政局／臨時市政局年報 1997/98 年
度。

2 資料來自區域市政局年報 1997/9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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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市政局轄㆘，設立 18 個市政服務㆞區委員會，由 18-20 名㆟
士組成，㆟選包括當區市政局議員、區議會議員及社區㆟士。

(e) 市政服務㆞區委員會職能包括：

(i) 監察市政局在區內提供的服務及有關設施的管理；

(ii) 核准市政局環境衛生設施、公眾市容設施、公園及遊樂場

設施、㆞區康樂及體育活動整體撥款帳項㆘的開支；

(iii) 就市政局設施的工程計劃提供意見。

(f) 合併後的市政局，在全港的重點文化場㆞（包括各綜合文娛㆗

心、圖書館及博物館）設立「管治委員會」，委員會由社區及

相關界別㆟士組成，其職能是負責管理該等場㆞。

（五）兩個市政總署合併後的改革方向（五）兩個市政總署合併後的改革方向（五）兩個市政總署合併後的改革方向（五）兩個市政總署合併後的改革方向

現時兩個市政總署的情況

5.1 根據資料顯示，目前兩個市政總署的首長級㆟員數目差異極大，市政

總署的首長級㆟員出任署長級職位的共有 17 名，相較區域市政總署的 8 名
多出 9 名之多 3。而根據資料顯示，自 1980 年開始至現在，市政總署的署
長級職位首長級㆟員已增加了 9 名。

5.2 從兩個市政總署的首長級㆟員比較，不難發現市署的副署級及助理署

長級職位㆟數，比區域市政總署的同職系㆟員多出以倍數計算，前者的副

署長有 4 名，後者只有 2 名。而助理署長方面，前者有 12 名之多，後者只
有 5 名。區局的轄區面積，比市政局的大得多，而所服務的市民㆟數，兩
局則相若。區局只有 8 名署長級別的首長級㆟員，仍可應付與市政局相若
的工作量，我們認為，藉著區域組織檢討以減少署方的首長級㆟員數目，

節省公帑，是㆒個必須進行的方向（有關兩署署長職位的首長級㆟員的職

能比較，見附表㆒）。

5.3 至於兩個市政總署的員工方面，市政總署的員工㆟數約有 17,000 名，
而區域市政總署方面，約有 11,000 名。過去幾年，兩署的員工數目維持在
相當穩定的水平 4。

3　以㆖統計，乃未有計算兩個市政總署內的非署長級職位首長級㆟員，根
據市政總署的資料顯示，該署的非署長級職位的首長級㆟員共有 4 名，包
括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1 名，副首席檢察官 1 名，臨時市政局秘書 1 名及首
席行政主任 1 名。至於區域市政總署方面，則有 3 名，包括部門主任秘書 1
名，總庫務會計師 1 名及節日活動統籌主任 1 名。
4　以市政總署為例，當翻查過去十年的編制變動情況，市署的員工數目㆒
直徘徊在 16,000 名至 18,000 名之間，有關數字可參考自市政局政務委員會
文件，文件編號為 ADM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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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顯示，兩署的員工薪酬佔去了兩局財政支出的大部份 5。

5.4 民主黨認為，在有㆒個民選議會的監督㆘，政府的公務員編制㆟員數

目才有機會大幅㆞減少。當我們翻查政府十年來的編制變動情況，雖然期

間政府內部以大力推動「公營部門改革」，但㆟數由 1987/88 年度的 184,810
名增至 97/98 年的 190,503 名。由此，可見目前政府只能控制公務員㆟數的
增長，但不能透過改革大幅減少公務員的數目。

5.5 民主黨認為，當合併兩市政局之後，為了更有效㆞提供市政服務，及

節省公帑，大部份的市政服務，都應該以外判形式進行 6。另外，當有關職

位自然流失之後，便應以不作補充該等職位為目標，我們期望，合併兩署

之後，員工數目可以逐步減少（有關兩署的㆟手編制情況，見附表㆓）。

政府建議的改革

5.6 根據「區域組織諮詢報告」第 3.6 段 (a)的提議，政府擬議的食物及環
境衛生部門會從衛生署、漁農處及兩個市政總署抽調專家和專責㆟員，組

成新的部門，並由㆒個新的政策局領導。民主黨認為，雖然有關建議可以

將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的職能集㆗處理，但卻藉此排除了民選議會在這方

面㆒直擁有的決策權。我們認為，新的部門的職能安排方向正確，但必須

由㆒個全港性的民選議會督導這個部門。

合併後的市政總署

5.7 為了精簡架構及有效控制公共開支，民主黨認為合併後的市政總署架

構應如㆘  -

(a) 合併後的市政總署應重新改組，設立行政部、財務部、策劃事

務部、食物環境衛生部、文化事務部及康樂事務部；

(b) 新的總署設有 1 名署長、 2 名副署長及 5 名助理署長統轄執行
由市政局制訂的政策；

5　以 1997/98 年度計算，市政局／臨時市政局的整體財政支出約為 72 億，
市政總署員工薪津方面的支出約為 41 億，佔整體支出 57%。至於區域市政
局／臨時區域市政局方面， 1997/98 年的整體財政支出約為 50 億，員工薪
津的支出約為 25 億，佔整體支出 50%。
6　以市政局為例，外判服務的工種包括清潔服務、護衛服務、園藝服務、
遊樂場機械維修、舞台搭建等等。雖然如此，超過 60%的服務是與清潔服
務有關。最近，市政局便透過將㆟手清掃街道外批後，刪除了 203 個職位，
節省的款額約為 2100 萬元。在區域市政局方面，最近屢受批評的垃圾收集
服務，審計署便提議將有關服務的外判比例進㆒步提升，區署估計將 50%
的垃圾收集服務外判，每年可節省 5,700 萬元至 1.12 億元的成本（按 96/97
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



6

(c) 由於我們建議新市政局全面負責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的職能，

因此，除原有負責執行的市政總署除原有的專家和專責㆟員

外，亦需從衛生署和漁農處㆗抽調相關㆟員，成為食物環境衛

生部的㆟員；

(d) 厲行外判方式提供大部份市政服務；並以自然流失而不補充有

關職位為目標，藉此逐步減少合併後的總署員工數目。

（六）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六）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六）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六）政府與市政局之間的撥款安排

現時情況

6.1 兩個市政局主要收入來自差餉。差餉是就物業徵收的㆒種間接稅項。

所得收入用作支付政府和兩個市政局所提供的各類服務。1997/98 年度的整
體差餉徵收率為 4.5%，當㆗ 2.6%撥歸市政局，其㆗臨時市政局及區時區域
市政局的差餉分佔 2.6%和 4.2%。在 97/98 年度，市政局來自差餉的收入為
59 億 1 千 9 百萬元。至於區局方面， 97/98 年度的來自差餉的收入約為 41
億元。

6.2 目前兩個市政局在制定每年預算、兩個市政總署的編制和基本工程項

目方面，完全自主。民主黨認為，作為㆒個民選的議會，雖然已經向公眾

問責，但在公帑運用㆖，公眾仍需作出監察，確保資源得到有效的運用。

故此，我們建議取消現時由差餉撥款予市政局的安排，市政局日後的必需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6.3 至於局方進行的大型工務工程，民主黨建議與其他政府部門看齊，即

如超過 1 千 5 百萬或以㆖的工程，日後亦需由市政局負責向立法會申請核
准進行。

建議的新撥款安排

6.4 民主黨認為，政府對於合併後的市政局的撥款安排應如㆘  -

(a) 取消透過差餉撥款了兩個市政局的安排；

(b) 由局方制訂預算，並每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c) 日後局方進行的大型工務工程，由立法會負責審批及核准。

（七）（七）（七）（七）「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㆒局㆒署」方案的影響

7.1 民主黨認為若依從「㆒局㆒署」的方向進行區域組織改革，將帶來以

㆘的正面影響：

(a) 由全部民選議員組成的新市政局，確保了市民在㆞區事務㆖，

可以行使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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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權，並透過民意代表，對執行市政服務的部門作有效的監察；

(b) 由於合併後的市政局，除繼續負責有關文娛康樂的工作外，亦

全面肩負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方面的職能。在發牌方面，亦將

由㆒個市政局全面負責，因此，將有助提升行政效率，及有效

減少部門工作重疊的情況；

(c) 透過市政局重新改組，取消委任及間接選舉的制度，只保留直

選產生的議員，議員㆟數由現時 100 名議員減至 60 名議員，在
議員津貼方面，預計每年節省約 2 千 5 百萬元 7；

(d) 由於兩個市政局合併為㆒個，負責支援議員工作的秘書處亦可

減為㆒個，員工減少約 60 名。預計可因此節約公帑數目約為 3
千 3 百萬元至 6 千萬元之間 8；

(e) 透過合併市政總署，署長級職位的首長級㆟員由現時 25 名大幅
減至 8 名，預計每年可從該等㆟員的薪酬及附帶福利支出㆖，
節省約 4 千萬公帑 9；

(f) 合併後的市政總署的員工數目將會有 27,000 名，然而，若根據
民主黨的建議，以外判方式逐步減少總署的員工數目，每減少

10%的㆟員編制，可節省的公帑的約為 4 億 5 千萬元 1 0；

(g) 由於立法會日後有權監察市政局的財政運用及工務工程的興

建，將會令市政局日後在公帑運用事宜㆖，更能向公眾負責；

7　以 1997/98 年度計算，臨時市政局方面，㆒般議員的津貼為 50,140 元，
副主席及主席的津貼（包括酬金及酬酢津貼）則分別為 83,620 元及 146,880
元。至於區域市政局方面，㆒般議員的津貼為 51,360 元，副主席及主席的
津貼（包括特別津貼）則為 80,120 元及 108,880 元。依此計算，於 97/98
年兩局議員津貼㆖的總體開支為 63,498,000 元。
8　所列數字，謹屬參考性質，以 97/98 年度為例，臨時市政局秘書處員工
共 67 名，臨時區域市政局員工則有 57 名。在運作開支方面，3 千 3 百萬元
為臨市局秘書處 97/98 年的運作開支。資料來自《 1997/98 年度市政局／臨
時市政局 1997/98年度收支預算》。6千萬元則為臨區局秘書處的運作開支，
資料來源為區局文件編號 BSC/9/97。至於兩者的運作開支為何有如此大的
差距，推測是兩者的計算基準並不相同，臨市局的秘書處並未如臨區局般，
將由局方舉辦的典禮、儀式、酬酢、海外考察等活動費用撥入秘書處的賑
目內。
9　有關數字，只屬參考性質，並以裁減現時市政總署的署長職位的首長級
㆟員作計算基礎，該等資料來自市政總署於本年 9 月 23 日答覆臨時市政局
議員黃仲棋的信件，據該署提供的資料，以 97/98 年度計算，擔任署長職位
的 17 名首長級㆟員的薪酬總數為 24,603,000 元，至於福利津貼的支出則為
17,224,972 元。
1 0　所舉數字，謹屬參考性質。計算方法是依據兩署員工 97/98 年薪津支出
作計算基礎。現時兩署員工共 27,000 名，員工薪津方面的支出合共約為 66
億，換言之，員工的每年平均薪津收入為 240,000，依此計算，每減少 10%
的員工數目，可節約的公帑約為 6.48 億元。然而，外判的服務營運成本約
為署方的 30%，將此因素計算在內，即約為 4.5 億元（署方及外判後承辦商
的營運成本計算方法，參考自審計署第 31 號報告書第 3 章《區域市政總署
的垃圾收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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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總結（八）總結（八）總結（八）總結

8.1 民主黨認為，現有區域組織的架構必須進行改革，然而，有關改革必

須能夠能夠讓市民有實質機會參與㆞區事務。現時，政府所擬議的架構，

只是成立各個諮詢委員會，讓市民可以參與，然而，這種參與模式，只是

㆒種低層次的公民參與，市民並不能因此享有政策制訂的權力。

8.2 我們相信，只有在民選議會的監督之㆘，所制訂的政策才能向公眾負

責。而透過議會的監督，公帑的運用才會符合成本效益。

8.3 因此，民主黨認為，「㆒局㆒署」的區域組織改革方向，相較政府所

建議的架構，更為符合公眾利益。

民主黨

1998 年 12 月



現時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現時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現時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現時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 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

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市署）（市署）（市署）（市署） 職能職能職能職能 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區署）（區署）（區署）（區署） 職能職能職能職能

署長 1名 負責推行市政局的政策及統轄市政總署 署長 1名 負責推行區域市政局的政策及統

轄市政總署

副署長 4名 分掌行政、文化、環境衛生及康樂事務，具體職能如㆘

a) 行政 - 負責統轄總署的行政及組織；
b) 文娛 - 負責統轄有關表演藝術、娛樂、博物館

及 圖書館服務的政策及運作；
c) 環境衛生 - 負責管理港島及九龍 2 個總區辦事

處及各分區辦事處，以及統領在提供環境衛生方

面的專業服務；

d) 康樂事務 - 負責制訂康樂事務政策，管理康體
和市容設施。

副署長 2名 分掌行政科及行動科，具體職能如

㆘：

a) 行政 - 負責管理行政部、財
務及物料供應部、新聞部、

管理參議部及策劃事務部；

b) 行動 - 負責管理文娛部、環
境衛生政策部、環境衛生事

務部、康樂事務部及區局節

辦事處。

助理署長 12名 1) 策劃及拓展  - 該分科主管，直屬副署長（行
政），負責釐定有關策劃的政策和建議，以及監

督市政局的建設工程及小型計劃；

2) 財　　務 - 該分科主管，直屬副署長（行政），
負責為市政局及總署提供所有財務及採購服

務；

3) 資訊科技㆗心 - 直屬副署長（行政），負責制
訂市政局的資訊科技政策、策略規劃、顧問諮

詢、系統發展、設備的選購及操作；

助理署長 5名 1) 策劃事務  - 負責整體策
劃、編排和實施區局的建設

工程計劃。

2) 文　　娛 - 負責管理區局
的文娛㆗心、圖書館、統籌

各項文娛節目。

3) 環境衛生事務 - 監督公共
衛生服務，包括街道潔淨、

垃圾收集、防治蟲鼠和㆞區

環境等。



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

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市署）（市署）（市署）（市署） 職能職能職能職能 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區署）（區署）（區署）（區署） 職能職能職能職能

助理署長 12 名 4) 體育館及娛樂事務  - 體育館及
娛樂事務分科主管，直屬副署長

（文化），負責室內體育館社區

文化㆗心、娛樂活動、售票服務、

香港電影資料館和音樂事務處的

策劃、提供、管理及運作事宜；

5) 文 化 事 務  - 文 化事 務 分 科 主
管，直屬副署長（文化），負責

香港文化㆗心、大會堂、文化節

目辦事處、藝術節辦事處及局方

的藝團的策蝓、提供、管理及運

作事宜；

6) 博物館及圖書館  - 博物館及圖
書館分科主管，直屬副署長（文

化），負責該等場館的策劃、提

供、管理及運作事宜；

7) 環境衛生  - 第㆒分科主管，直屬
副署長（環境衛生），負責制訂

潔淨、發牌、墳場和火葬場衛生、

衛生教育、運輸及街道命名等方

面的政策，並統籌各項政策的執

行；

4) 環境衛生政策  - 負責各項環
境衛生政策及管理事宜，範圍

包括小販、街市、發牌、屠房、

食物衛生、墳場和火葬場，以

及衛生督察職系的發展。

5) 康　　樂  - 負責管理康樂、
體育及市容設施及統籌各項

康體活動。



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市署及區署首長級㆟員職系職能比較

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市署）（市署）（市署）（市署） 職能職能職能職能 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職位名稱（區署）（區署）（區署）（區署） 職能職能職能職能

助理署長 12 名 8) 環境衛生  - 第㆓分科主管，直屬
副署長（環境衛生），負責制訂

小販、街市、屠場和服務外批計

劃方面的政策，並統籌各項政策

的執行；

9) 環境衛生港島區助理署長  - 直
屬副署長（環境衛生），負責監

督及管理港島區所有環境衛生設

施及服務。

10) 環境衛生九龍區助理署長  - 直
屬副署長（環境衛生），負責監

督及管理九龍總區所有環境衛生

設施及服務。

11) 康 樂 政 策  - 康 樂政 策 分 科 主
管，直屬副署長（康樂事務），

負責所有關於康樂政策事宜；

12) 康 樂 管 理  - 康 樂管 理 分 科 主
管，直屬副署長（康樂事務），

負責統轄所有市容康樂設施；策

劃、籌辦及推廣康體活動；



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 附件㆓

（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7.3.31））））

市政局專責委員會市政局專責委員會市政局專責委員會市政局專責委員會 實際員額實際員額實際員額實際員額

政務 1,264

建設工程 59

文化 428

娛樂 142

財務 197

圖書館 424

酒牌局 9

街市及販商 3,118

博物館 305

公眾衛生 6,563

康樂 3,073

合計 15,582

資料來源： 市政局及市政總署 1996/97 年度統計報告

區域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區域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區域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區域市政總署㆟手編制分配情況（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按專責委員會劃分）（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7.3.31））））

區域市政局專責委員會區域市政局專責委員會區域市政局專責委員會區域市政局專責委員會 實際員額實際員額實際員額實際員額

環境衛生 5,933

康樂體育 3,127

文化藝術 715

建設工程 39

財政施政 1,018

合計 10,832

資料來源： 臨時區域市政局文件 BSC/7/97, BSC/8/97, BSC/9/97, BSC/10/97

及 BSC/9711



附件㆔附件㆔附件㆔附件㆔

合併後市政局組織架構圖合併後市政局組織架構圖合併後市政局組織架構圖合併後市政局組織架構圖

市政局

牌照局 財政委員會 工程委員會 食物環境委員會 文化委員會 康樂委員會

各     各     各
個     個     個
博     綜     圖
物     合     書
館     文     館
場     娛     管
㆞     ㆗     治
管     心     委
治     管     員
委     治     會
員     委
會     員
      會

    十八個市政服務㆞區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