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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方式  
 
 

7.1 立法會的決定是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雖然香港特區立

法機關主要採用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運作模式處理事務，但此
模式亦因應香港特區成立後的一些發展而有所改變。不過，立

法會仍沿用一貫的商議形式處理主要事務。本章會詳細闡釋立

法機關在每個會期處理事務的周期、立法會在每次例會上處理

各類事項的次序及如何作出決定。本章亦會載述各類立法會事

務的歷史背景和性質，以及處理立法會議程每一事項的程序，

包括表決方法。  
 
 
每個會期處理事務的周期  
 
7.2 每4年一屆的立法會共有4個會期。一如第2章所述 1，每個

立法會會期開始及結束的日期，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決定。 2 自
第一屆立法會第二個會期開始， 3 每個會期按一貫安排由 10月
開始，至翌年7月結束。  
 
7.3 按原來慣例，立法會每個會期的事務是以行政長官在立

法會發表施政報告開始。此慣例安排在 2002年至 2005年期間，
以及在2012年有所改變。自2012-2013年度會期以來，施政報告
是在 1月發表，即在會期於 10月開始之後 3個月。 4 一如第 5章解
釋 5，政府認為縮短發表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 (預定於2月底發
表 )的時間差距，會有助確保施政報告公布的新措施得以迅速推
行。由於此項改變，現行做法是由 1月開始討論政府未來一年

                                                                                                                                
 
1 請參閱第 2章第 2.56段。  
2 《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9(2 )條，反映於《議事規則》第 11條。  
3 由於第一屆立法會的任期於 1998年 7月 1日開始，該屆立法會的首個會期於 1998年

7月 1日開始。  
4 2002-2003年度、 2003-2004年度及 2004-2005年度施政報告分別於 2003年 1月 8日、

2 0 0 4年 1月 7日 及 2 0 0 5年 1月 1 2日 發 表 。 在 2 0 1 2 -2 0 1 3年 度 、 2 0 1 3 - 2 0 1 4年 度 及
2014-2015年度會期，施政報告分別於 2013年 1月 16日、 2014年 1月 15日及 2015年
1月 14日發表。  

5 請參閱第 5章第 5.22至 5.26段。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2/chapter_2c.pdf?page=19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0F68D016E406C01B482565470019B236?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0F68D016E406C01B482565470019B236?OpenDocument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702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702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8ti-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7ti-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2ti-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6-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5-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0114-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50114-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5/chapter_5c.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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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措施，而致謝議案辯論則在 2月進行。在財政預算案於撥
款條例草案在 2月底提交立法會時公布後，立法會便進行審議
開支預算，並於 4月底前恢復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
草案餘下的立法程序通常另需舉行數次會議才完成。在此期

間，為實施財政預算案內收入措施的立法建議，會提交立法會

審議，使立法過程得以在可容許的時限內完成。由行政長官根

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 (第 120章 ) 6作出的《公共收入保障

令》中所涵蓋的立法建議，必須於有關命令在生效當天 (通常是
行政長官批准把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後簽署該項命令當天 )
起計的 4個月內，完成制定成為法律的立法程序。至於須透過
新法例或修訂現行法例而實施的收入措施，立法時間表則由政

府決定。  
 
7.4 由於所有法案均會在每屆立法會完結時失效 7，在首 3個
會期內提交審議的法案可於隨後的會期繼續審議。常見的情況

是，法案委員會會利用立法會在夏季休會期間，繼續進行法案

的審議工作，以便在立法會於 10月復會時，可在立法會會議恢
復有關法案的程序。  
 
7.5 立法會通常在 1月至 5月或 6月的期間內，處理該周期所涵
蓋的施政報告、致謝議案和撥款條例草案 (均屬《議事規則》載
列的固定事務項目 )，同時亦在 10月至 7月的各次例會上亦須處
理恆常的立法工作及其他事務。  
 
 
會議  
 
立法會會議  
 
7.6 一如第2章解釋，除了公眾假期、長假期和審議財政預算
案期間，立法會會議在會期內逢星期三舉行 8。立法會各次會議

                                                                                                                                
 
6 《公共收入保障條例》 (第 120章 )第 5(2) (d )條訂明，公共收入保障命令在 "生效日期
起計的 4個月後 "，即告有效期屆滿並停止生效。  

7 《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9(4 )條。  
8 審議財政預算案期間指由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的立法會會議 (通常在 2月底 )，
至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立法會會議的期間。在此期間，財務委員會會舉行連

串特別會議，審議由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 71(11)條交付審核的開支預算。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D278F4A8ED5CEDF948257DDB000F5E43?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D278F4A8ED5CEDF948257DDB000F5E43?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0F68D016E406C01B482565470019B236?OpenDocument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m.htm?7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m.htm?7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m.htm?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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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及時間由立法會主席決定 9，新一屆立法會首次會議的日

期除外，該次會議日期由行政長官指明 10。每屆立法會首個會

期各次會議的日期，會於在首次會議上選出立法會主席後公

布，而隨後各個會期的會議日期，則會在每一會期完結前 (通常
在 7月初 )通知議員及政府。立法會主席在決定會議時間表後，
可隨時將會議的日期及時間押後或提前。 11 立法會每次會議的
書面預告，須由立法會秘書於會議日期最少 14整天前發給各議
員；但遇緊急情況，立法會主席可免卻此預告。 12 
 
7.7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須另擇一天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可命

令於另一天繼續舉行會議。 13 根據《議事規則》第 14(5)條，立
法會主席可隨時將會議暫停，或宣布休會待續。 14 
 
7.8 按照自 2005年 4月以來的慣例，每次立法會會議由上午
11 時開始 P14F

15
P，一直進行至該次會議議程上所有項目處理完畢。

倘若會議不大可能在午夜前結束，立法會主席在 2015年 3月之
前的做法是在晚上 10時左右暫停會議 P15F

16
P，並於另一天上午 9時或

下午 2時 30分復會，恢復進行餘下的程序。紀錄顯示，自第
五屆立法會開始以來，有超過一半的立法會會議為時多於

一天。為了讓議員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處理其他立法會相關職

務，以及促進為立法機關工作提供支援服務的人員在工作及生

活方面有健康的平衡，內務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30日決定向立
法會主席作出建議，即議程上的事項若不大可能於會議當日晚

上 10時前完成，立法會會議暫停的時間調整至晚上 8時。此建
議獲立法會主席接納，並於2015年3月付諸實行。  

                                                                                                                                
 
9 《 議 事 規 則 》 第 14(1 )條 ， 該 條 款 反 映 立 法 會 主 席 在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二 條
第 (三 )項下的權職。   

10 《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10(1 )條。  
11 《議事規則》第 14(3)條。  
12 《議事規則》第 14(2)條。  
13 《議事規則》第 14(4)條。  
14 《議事規則》第 14(5)條。  
15 第一屆立法會採用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做法，立法會會議由下午 2時 30分開始。

2005年 4月，此會議開始時間改為上午 11時，以便可進行更長的會議。此安排至今
一直維持不變。  

16 如所有事項不大可能在當天午夜前完成，立法會會議應於晚上 10時暫停此項慣
例 安 排 ， 是 在 19 99年 5月 立 法 會 主 席 經 考 慮 內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採 納 ， 並 自
1998-1999年度會期開始實行。請參閱第 2章註 58。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4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0A04F389CDADD2DE482565470019B237?OpenDocument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4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2/chapter_2c.pdf?pag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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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按照自 2011-2012年度立法會期開始的慣常做法，如在下
次例會前不能在其他日子繼續舉行會議 17 18，上次會議尚未處

理的事務便須延擱至下次例會處理，並按《議事規則》第 18條
所載各類事項的次序列入議程內。 19 
 
7.10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四 )及 (五 )項 (反映於《議
事規則》第 15條 )，立法會主席在休會期間可召開特別會議 20，

以及應行政長官的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如緊急會議須在立法會

當屆任期完結或立法會解散後召開，《議事規則》第15(1)條訂
明，該次會議必須於指明舉行選出立法會議員的換屆選舉的日

期前的期間內舉行。 21 
 
全體委員會  
 
7.11 在載述立法會會議程序時，亦有需要說明立法會與全體

委員會如何在同一次會議上進行工作。在香港的立法機關，全

體委員會是由全體立法會議員組成，由立法會主席擔任主

席 P21F

22
P。香港立法會主席兼具雙重主席身份是獨特的安排，因為

在其他採用英國議會模式的立法機關，全體委員會主席並非由

議長擔任，而是由另一位主席擔任。 P22F

23
P 此項獨特安排沿用自

1997 年前的立法機關，是權宜方便多於基於任何特別原則。由
於立法會與全體委員會在同一會場舉行會議，而所處理的事務

列於同一議程內，旁聽立法會會議的人士不易區分立法會與全

體委員會兩者的程序。  
 

                                                                                                                                
 
17 關於在 2011-2012年度會期之前的做法，請參閱第 2章註 60。  
18 立法會主席在作出決定前，可透過內務委員會或立法會秘書就為處理未完成的事
項而舉行會議的日期及時間諮詢議員。  

19 關於立法會會議上處理各類事項的次序，請參閱第 7.37至 7.39段。  
20 立法會於 2010年 9月 2日根據《議事規則》第 15(2)條舉行特別會議，就一項緊急議
案進行辯論，該議案關乎一個本港旅行團於 2010年 8月 23日在菲律賓遭持槍分子挾
持的慘劇，事件中有 8人被殺， 7人受傷。  

21 《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11條。  
22 《議事規則》第 3(1)條。  
23 在英國，全體委員會是由賦稅委員會主席 (即首席副議長 )擔任主席。他坐在下議院
當值秘書旁邊；當下議院在全體委員會階段時，權杖會放下，而議長坐席會無人

在座。亦請參閱 House of Commons Procedure and Practice，加拿大 (2009年 )，第 2版，
第 921頁。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2/chapter_2c.pdf?page=2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counmtg/yr08-12/special/hansard/cm0902-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counmtg/yr08-12/special/hansard/cm0902-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counmtg/yr08-12/special/hansard/cm0902-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5EF1A2403B20DC45482565470019B238?OpenDocument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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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全體委員會有權對法案作出修正，包括增訂新條文及新

附表，但此等修正必須獲接納可由兼任全體委員會主席的立法

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予以考慮。 24 根據《議事規則》所訂
的三讀立法程序，二讀法案的議案獲立法會通過後，該法案即

告付委予全體委員會 (或按立法會決定或立法會主席命令將該法
案付委予專責委員會 )。 25 
 
7.13 在全體委員會中，議員被稱為 "委員 "，而主席被稱為 "委
員會主席 "。幾乎所有載於《議事規則》H部 (發言規則 )、 I部
(會議規程 )及 J部 (表決 )中關乎發言規則、舉止及秩序、表决及
其他程序而適用於立法會的規則，同樣適用於全體委員會。唯

一分別是，在全體委員會中委員可發言多於一次 26，而不受議

員只可就每項議題發言一次此項一般規則所規限。此點會在

第8章中加以解釋。  
 
 
會議法定人數  
 
立法會會議法定人數  
 
7.14 《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訂明，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

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這項規定反映於《議事規

則》第17(1)條，該條訂明該數目包括立法會主席在內。  
 
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  
 
7.15 第七十五條就會議法定人數訂明的規定適用於立法會。

由於全體委員會會議的程序為由立法會決定的立法過程的一部

分，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規定亦由立法會決定。第一屆

立法會決定採納的做法是，以立法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即不少

                                                                                                                                
 
24 請參閱《議事規則》第 56及 57條。  
25 《議事規則》第 55(1)條。  
26 《議事規則》第 38(1)(a )條。當英國下議院在全體委員會階段時，相同規則適用。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6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6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5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h.htm?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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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體議員 (包括主席在內 )的二分之一，作為全體委員會的會
議法定人數，並反映於《議事規則》第17(1)條。 27 
 
因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傳召議員  
 
7.16 在指定的立法會會議開始時間，立法會主席如認為出席

會議的議員似乎不足法定人數，會指示秘書點算在會議廳內出

席會議的議員數目。如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立法會

主席會指示鳴響傳召鐘 15分鐘，以傳召議員到場。如在 15分鐘
後仍未有足夠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會命令會議不能舉行。如

有足夠法定人數，而會議開始進行，按照慣例，在該會議進行

期間 (包括在另一天恢復舉行會議時或會議暫停一段期間後 )，
除非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指出會議不足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不

會再次點算議員人數。  
 
7.17 在舉行會議期間，如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指出未有足夠法

定人數出席會議，立法會主席按規定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在

15分鐘後，如仍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立法會主席按規
定即須宣布休會待續。 28 至於全體委員會，在傳召鐘鳴響 15分
鐘後，如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全體委員會即須回復為

立法會，立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29 30 

                                                                                                                                
 
27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會議法定人數在《皇室訓令》中有所規定，但全體委員會的會
議法定人數卻未有訂明，直至 1968年《會議常規》首次將相關的法定人數規定包括
在內。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與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當時並非完全相同。在

1968年，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 10位委員，不包括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內。在
1985年，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增至 20位委員，包括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內，此
數目至 1997年 6月 30日一直保持不變。由 1869年至 1969年，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
為 5位議員，包括立法局主席在內；由 1969年至 1983年，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為
10位議員，包括立法局主席在內；由 1983年至 1997年 6月 30日，立法局的會議法定
人數為 20位議員，包括立法局主席在內。臨時立法會於 1997年草擬《議事規則》時
秉持一項原則，就是除非《基本法》有所規定， 1997年前立法機關原本採用的規則
及行事方式不應作出變更，直至香港特區將來成立的立法機關認為有需要這樣做為

止。由於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立法會和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與最後一套
《會議常規》所載的會議法定人數一致，《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所訂有關立法會對

會議法定人數的規定，獲採納為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  
28 《議事規則》第 17(2)條。  
29 《議事規則》第 17(3)條。  
30 在 2014年 10月 29日以前，原有的第 17(3)條規定在 15分鐘後  如仍如未有足夠法定
人數出席全體委員會會議，立法會主席須在全體委員會回復為立法會後點算人

數。然而，由於實際做法是在全體委員會回復為立法會後不會再傳召議員及點算

人數，因此第 17(3)條於 2014年 10月 29日作出修訂，以反映有關做法。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7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7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30-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30-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30-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30-translate-c.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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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在 2004年 11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一位獲委派官員在
辯論進行期間，向立法會主席指出會議法定人數不足，立法會

主席隨後指示點算出席會議的議員人數，並命令鳴響傳召鐘。

關於除立法會議員外，其他人可否在會議席上向立法會主席指

出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的問題，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

規則》第 17(2)條的擬寫方式，認為任何出席會議的人，包括獲
委派官員及任何立法會人員，可向她指出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

席會議。 31 2013年7月12日，內務委員會決定修訂《內務守則》
第 24(h)條，訂明在委員會會議進行時，如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
法定人數，只有委員會的委員可向委員會主席提出此事。當時

並無決定將同一原則應用於立法會會議。  
 
7.19 在《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數位議員屢次根據《議事規則》第 17(3)條要求點算會議
法定人數，並表明此舉旨在就程序進行 "拉布 "。由於屢次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以致有兩次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 32

在 2012-2013年度及 2013-2014年度會期，相同的數位議員決
定 "拉布 "，當時亦多次出現同樣的情況 33。就此，立法會主席

曾邀請議事規則委員會參照海外立法機關的做法，檢討《議事

規則》內有關會議法定人數的條文，以期更有效地運用立法

會的時間。 34 35 在此項研究中，議事規則委員會曾參考海外立
法機關的經驗，並研究了各個建議方案，例如把會議法定人數

規定的適用範圍限於立法會會議程序的特定環節，並對議員在

立法會會議進行期間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權利作出規限。委員

會的結論認為，該等建議方案不是與《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的

目的或意旨相抵觸，便是會構成不相稱地行使《議事規則》相

關條文及《基本法》賦予立法會主席的權力的問題。  

                                                                                                                                
 
31 2004年 11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1114頁。  
32 2012年 5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於 2012年 5月 3日因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而休會待續，立
法會議事錄，第 6409頁； 2012年 5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於 2012年 5月 11日因沒有足夠
法定人數而休會待續，立法會議事錄，第 6882頁。  

33 處理《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及《 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的立法會會議。  
34 英國下議院訂有會議法定人數規定，但沒有因不足法定人數而傳召議員的做法。
有關 "點算人數 "的規定已於 1971年廢除。《會議常規》第 41(2)訂明： "在任何時間
均不得點算下議院的在席人數 "。根據同一會議常規，如點名表決的結果顯示出席
議員少於 40名，下議院會隨而處理議事程序表上的下一事項。  

35 在美國眾議院的《議事規則》，規則第 XX條第 7款 (第 114屆國會 )規定，議長 "不可
受理有關出席議員法定人數不足的規程問題，除非有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7ti-translate-c.pdf?page=140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03-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03-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1-translate-c.pdf?page=58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1-translate-c.pdf?page=58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page=91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4-translate-c.pdf?page=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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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如在進行點名表決時發現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

數，該次點名表決將會無效，而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

(視屬何情況而定 )須按照上文所述的程序，指示傳召議員到
場。 36 在出席會議的議員達到法定人數後，點名表決會再次進
行。實際上，如點名表決鐘鳴響 5分鐘後會議法定人數不足，
立法會主席會命令響鐘傳召議員。  
 
7.21 如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須休會待續，在宣布立法會會

議休會待續前正在討論或仍未處理的事宜會延擱至下次會議再

行處理。 37 
 
在釐定會議法定人數時如何考慮議席空缺  
 
7.22 2010年 1月 25日， 5位議員辭去立法會議席，而在 2010 年
1月 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詢問在計算立法會會議
的法定人數時，應否計入該 5個議席空缺。根據法律顧問的意
見 P37F

38
P，《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訂明，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

數為不少於 "全體議員 "的二分之一。在《基本法》中， "全體議
員 "一詞的涵義未有界定。儘管《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
第 17條訂明立法會議席空缺並不影響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權力或
立法會程序的有效性，但該項條文並無訂明議席空缺對立法會

會議的法定人數有何影響。因此，就主持立法會會議而言，立

法會主席有需要對《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作出解釋。如採用考

慮立法目的的方式解釋 "全體議員 "一詞在《基本法》第七十五條
中的涵義，該詞可指立法會議席總數的全體議員，或在任的全體

議員。 

 

7.23 立法會主席在作出裁決前，曾就此事諮詢立法機關的法

律顧問 P38F

39
P 與一位外間大律師的意見。立法會主席亦參考了由立

法會秘書處就其他立法機關在會議法定人數規定方面的做法所

                                                                                                                                
 
36 請參閱第 7.17段及《議事規則》第 17(4)條。  
37 《議事規則》第 17(5)條。  
38 法律顧問於 2010年 2月 2日向全體立法會議員發出的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44/09-10號
文件 )。  

39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是立法會秘書處的法律顧問，他亦擔任內務委員會的法律顧
問。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7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hc/papers/hc0129ls-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hc/papers/hc0129ls-44-c.pdf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corg_ser/legal.htm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corg_ser/leg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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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的資料。立法會主席於 2010年 2月 3日的會議上，即在該
5位議員的辭職於 2010年 1月 29日生效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上，
宣布他的裁決。  
 
7.24 立法會主席在其裁決中強調，他必須根據《基本法》及

按照《基本法》及立法會《議事規則》主持會議。他察悉， "全
體議員 "一詞出現於《基本法》各項條文，以及《基本法》附件
一及附件二。他認為若他現在為要確定構成會議法定人數所需

的議員數目，而就《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中 "全體議員 "的涵義
作出解釋，這解釋可能被視為亦適用於有提述到同一詞語的其

他條文，因而對這些條文的應用產生一些不能預見的影響。  
 
7.25 鑒於牽涉的問題複雜，立法會主席決定審慎處理，並根

據《議事規則》第 17條，即《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對法定人
數規定的轉述及補充，定出以 30名議員為立法會會議的法定
人數 (立法會當時的議席數目為 60席 )，而無論 "全體議員 "應當
理解為 60名或少於 60名， 30名議員之數都不少於全體議員的
二分之一，因而此決定不會與《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相抵觸。

立法會主席又重申，這決定不應影響日後對 "全體議員 "一詞作
進一步解釋。  
 
7.26 議事規則委員會支持立法會主席的決定，但因應一位委

員的要求，亦曾就此事進行研究。除參考立法會主席所考慮的

意見及參考資料外，議事規則委員會亦邀請了政府就立法會的

會議法定人數提供意見，尤其是《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中 "全體
議員 "一詞究竟應指全部60個議席，還是指全體在任議員。  
 
7.27 政府於 2010年 4月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供了意見。政府亦
研究了立法會主席取得的法律意見，並曾進行一項有關研究，探

討海外立法機關就法定人數規定所採用的原則，以及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就此事的商議。政府認為，《基本

法》中 "全體議員 "一詞應指立法會的全部認可議員，而非當時全
體 在 任 立 法 會 議 員 。 因 此 ，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 項，計算法定人數要求的基礎應是指立法會的全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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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議員，即使在舉行立法會會議時，部分議員的席位已懸空。

議事規則委員會注意到，政府的意見與立法會主席的決定及議

事規則委員會委員對此事的意見一致，最終認為無須進一步研

究此事。  
 
7.28 由 2012-2013年度會期起，立法會的議席增至 70 個，立法
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為 35名議員，包括立法會主席
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內。  
 
 

主持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會議 

 

7.29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一 )項規定，立法會會議由立
法會主席主持。此條文反映於《議事規則》第 3(1)條，當中進
一步訂明， "立法會設有立法會主席一職，主席如出席立法會或
全體委員會會議，並認為能執行主席職務，須主持立法會會議

或擔任全體委員會主席 "。此規則包含兩項元素：第一，如立法
會主席在席，他是唯一可主持會議的人；第二，由立法會主席

自行決定他是否 "能執行主席職務 "，即是否能主持會議。  
 
7.30 若立法會主席缺席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或認為不

能執行主席職務，以下安排將告適用：  
 
(a) 由身為立法會代理主席的內務委員會主席主持該

會議 P39F

40
P；  

 
(b) 如內務委員會主席缺席，或認為自己不能執行主

席職務，則由同樣身為立法會代理主席的內務委

員會副主席主持該會議 P40F

41
P；或  

 
(c) 如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同時缺席，或內務委

員會副主席亦認為自己不能執行主席職務，則由

在席議員互選一名議員主持該會議 P41F

42
P。  

                                                                                                                                
 
40 《議事規則》第 3(2)(a )條適用。  
41 《議事規則》第 3(2)(a )條及第 5(2)條適用。  
42 《議事規則》第 3(2)(b)條適用。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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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一如第 2章解釋 43，立法會代理主席享有《議事規則》賦

予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在該次立法會會議或全體委員

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可行使的一切權力。  
 
7.32 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歷史上，立法局或立法會主席曾在某

些情況下認為自己不能執行主席職務，並要求立法局或立法會

代理主席主持會議的相關部分：  
 
(a) 在 1993年 6月 2日的立法局會議上，立法局主席

施偉賢爵士在議員質詢時間表示，鑒於他作為滙

豐銀行董事所構成的潛在利益衝突，他請立法局

代理主席杜葉錫恩議員在質詢時間中，當議員就

銀行對現金存款的收費提出質詢及官員答覆時，

代為主持會議；及  
 
(b) 就 2012年 2月 29日 的 立 法 會會議 ， 立 法 會主 席

曾鈺成議員認為，由於他早前曾公開宣布會認真

考慮參選行政長官，因此他不能考慮議員根據

《議事規則》第 16(2)條就行政長官維護來屆行政
長官選舉公平公正的責任所提出的休會辯論申

請。當時立法會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行使立法會

主席的權力，准許該項休會辯論列入議程。然

而，由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其後宣布不會參

選行政長官，他主持了該項休會待續議案的辯

論。  
 

7.33 另有一次情況，在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時任立法局主
席的黃宏發議員當選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後，一些立法局議員質

疑若他須就有關臨時立法會的事項作出裁決，會出現利益衝突

的情況。當時，黃議員亦正競選臨時立法會主席一職。一名立

法局議員作出預告，表示擬動議一項議案以促請政府尋求法院

宣告存在該等利益衝突。黃議員以立法局主席身份，容許該議

                                                                                                                                
 
43 請參閱第 2章第 2.80段。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2/chapter_2c.pdf?pag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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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就議案提出的一項修正案列入1997年1月29日會議的議程，
並親自主持該項辯論。立法局最終通過經修正的議案。 44 
 
 
語文 

 
7.34 《基本法》第九條訂明，香港特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

語文。在立法機關，議員在立法會發言，可用普通話、粵語或

英語。 45 立法會所有會議均設有即時傳譯及手語傳譯服務，以
便公眾人士明白以上述任何語文進行的立法會會議過程。所有

向立法會提交或由立法會編製的文件，均備有中文及英文本。  
 
 
立法會議程 

 
7.35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 )項訂明，立法會主席的職
權包括決定議程 46，而政府提出的議案 47 須優先列入議程。此
條文反映於《議事規則》的下列條文：  

 
(a) 《議事規則》第 19條，當中規定立法會議程由立

法會主席決定，議程上的所有事項須依照《議事

規則》第18條所列各類事項的次序處理 48；及  
 
(b) 《議事規則》第 18條，當中列明立法會會議各類

事項的次序，政府提出的法案及議案須較議員所

提出者獲優先處理 49。  
 

                                                                                                                                
 
44 該議案由黃錢其濂議員動議，並經朱幼麟議員修正。獲立法局通過的經修正議案
的內容是：立法局相信黃議員加入臨時立法會之後，仍然有能力保障其職位的公

正及誠信，並有助於立法局的延續性。沒有議員就黃議員主持該項議案辯論提出

規程問題。  
45 《議事規則》第 2條。  
46 在 1997年前的《會議常規》中所用的 "議事程序表 "一詞，意指立法會的 "議程 "。  
47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 )項的中文本以 "議案 "作為英文本中 "b i l ls "的對應詞，
就此而言，政府提出的議案亦包括政府法案。  

48 《議事規則》第 19(1)條。  
49 《議事規則》第 18(1)條。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9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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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立法會議程由立法會秘書向立法會發出，載列由立法會

主席決定的所有處理事項。由於立法會主席需要時間考慮就法

案及議案提出的擬議修正案，立法會秘書會在立法會會議日期

6整天前發出議程初訂本，並在會議日期 1整天前發出正式議
程。議程可於會議舉行前或會議進行期間作出修訂，以加入立

法會主席批准的急切事項，例如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進
行的休會辯論。  
 
 

各類事項的次序 

 
7.37 立法會例會的事項次序載於《議事規則》第 18條。此次
序基本上依循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所訂的次序，惟政府提出的
法案及議案與議員所提出的法案及議案分開列出，而法案須列

於議案之前。政府法案及議案列於議員法案及議案之前，是要

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 )項所載的規定 50，儘管1997年
前的《會議常規》也訂有相同的規定。 51 在立法會會議各類事

項的次序中，優先處理政府法案及議案是反映《基本法》所訂

政府須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規的憲制責任 52。各類

事項的次序在 1997年後另一改變，是新增了一類事項，即議員
可就提交立法會省覽而沒有修正案的附屬法例進行辯論。此項

對《議事規則》第 18條的修訂於 2009年 12月 2日獲立法會通
過，在本章較後部分 53 及第10章中會加以說明。  
 
《議事規則》第18條  
 
7.38 《議事規則》第 18(1)條規定，每次會議的事項須依照以
下次序處理，但行政長官根據第 8條或第 13條出席的會議、每
屆任期的首次會議，以及為選舉立法會主席而舉行的會議除

外：  
 

                                                                                                                                
 
50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 )項訂明，立法會主席具有的職權包括決定議程，政府
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程。  

51 《會議常規》第 12(3 )條規定，在議事程序表內，公職人員擬動議的議案及負責的
條例草案，須列於議員擬動議的議案及負責的條例草案之前。  

52 《基本法》第六十二條第 (五 )項。  
53 請參閱第 7.63至 7.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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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進行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  
 
(b) 致悼辭及其他禮節性演辭。  
 
(c) 立法會主席宣讀各項文告及作出各項宣布。  
 
(d) 提交呈請書。  
 
(e) 將文件、委員會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  
 
(f) 向政府提出質詢及由政府作答。  
 
(g) 由獲委派官員發表聲明。  
 
(h) 作出個人解釋。  
 
(i) 政府提交的法案。  
 
(j) 政府提出的議案，但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

例或其他文書提出者除外。  
 
(ja) 政府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

出的議案。  
 
(jb) 議員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

出的議案。  
 
(k) 議員提交的法案。  
 
(l) 議員提出的議案，但上文 (jb)段所指明者除外。  
 
(m) 處理就議員出席民事法律程序擔任證人一事及就

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給予許可的要求。  
 
(n) 根據《議事規則》第 16(4)條提出的立法會休會待

續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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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上述事項可分為兩部分。 (a)至 (h)項為無須由立法會決定
的事項，議員不容就當中任何事項進行辯論。除向政府提出的

質詢及呈請書外 54，議員無須就該等事項作出預告。 55 (i)至
(n)項屬立法會事務的主要部分，會議席上會就法案及議案進行
辯論及表決。此種事項分類模式與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立法機

關所作的安排相若。在這些立法機關， "其他事項 "(包括沒有異
議的私人事項、質詢以及若干雜類事項 )一般會先於 "公共事
項 "(主要包括須進行辯論的事項 )獲得處理。 56 臨時立法會議事

規則委員會在1997-1998年度草擬首份《議事規則》時，經考慮
後因應《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 )項，重新編排與立法程序
及其他議案有關的事項。 57 在 (i)項下的政府法案列於所有須作
辯論及由立法會決定的其他事項之前。  
 
《議事規則》第18條的暫停執行  
 
7.40 若須更改《議事規則》第 18條所列各類事項的次序，不
論是一次性或暫時安排，該條文須藉立法會根據第 91條議決暫
停執行。 58 第 18條暫停執行後，立法會主席仍須優先處理政府
法案及議案。  
 
 
進行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 

 
7.41 一如第 3章解釋 59，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按照《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宣誓擁護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區。《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 11章 )指明立法會誓言的方式及形
式。宣誓在新一屆任期的首次會議上進行，議員可選擇作宗教

                                                                                                                                
 
54 就呈請書而言，雖然並無訂明預告規定，但議員如擬於會議上提交呈請書，須不
遲於該會議日期前一天知會立法會主席。請參閱《議事規則》第 20(2)條。  

55 《議事規則》第 18(2)條。  
56 厄 斯 金 梅 (2011)， Treatise on The Law, Privileges, Proceedings and Usage of Parliament，
第 24版，第 329頁。  

57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二 )項訂明，立法會主席行使職權，決定議程，政府提出
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程。  

58 例子之一是政務司司長於 2012年 6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暫停執行《議事規則》
第 18條而動議議案，目的是提前處理議程上有關政府總部架構重組的政府議案，
然後才處理政府法案。立法會議事錄，第 12019至 12021頁。  

59 請參閱第 3章第 3.25至 3.33段。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0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0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0-translate-c.pdf?page=107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0-translate-c.pdf?page=107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0-translate-c.pdf?page=107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3/chapter_3c.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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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非宗教式宣誓。如議員未能在首次會議上作宗教式或非宗

教式宣誓，或在該屆任期內透過補選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其宣

誓會於盡可能最早的一次立法會會議開始時進行。根據《議事

規則》第 1條，議員如未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不得參與
立法會會議或表決。  
 
 
致悼辭或禮節性演辭 

 
悼辭  
 
7.42 按照慣例，宣讀悼辭旨在悼念於任內逝世的議員。首先

會由立法會主席致悼辭，然後由其他議員致悼辭。如進行默

哀，默哀通常為時 1分鐘，以示對已故議員的敬意，並會在所
有悼辭宣讀完畢後進行。 60 此事項須先獲立法會主席許可，方

可列入議程。 61 
 
默哀  
 
7.43 立法會主席可命令或容許進行默哀，通常為時 1分鐘，藉
以對在任議員、與立法會有密切關係的人士 62 或曾對香港作出

重大貢獻的人士的逝世表示哀悼。 63 一般而言，中央人民政府

或香港特區政府的在任首長，或前任立法局或立法會主席，均

被視為與立法會有密切關係。至於不在此列的已故人士，立法

會主席可容許議員動議休會辯論，藉以向他們致敬。 64 此外，

                                                                                                                                
 
60 例子包括在 1992年 6月 24日就吳明欽議員致悼辭、在 1993年 5月 19日就張鑑泉議員
致悼辭，以及在 1997年 6月 4日就黃秉槐議員致悼辭。 2007年 8月 8日，馬力議員在
任內逝世，當時正值立法會休會期間，議員在 2007年 10月 24日進行致謝議案辯論
及 2008年 7月 13日進行惜別案辯論時，發言向馬力議員致意。  

61 《議事規則》第 18(2)條。  
62 在 1986年 12月 10日的立法局會議上，立法局默哀 1分鐘，哀悼當時的總督兼立法局
主席尤德爵士。立法局亦在 1988年 12月 7日的會議上默哀 1分鐘，哀悼逝世的前總
督兼立法局主席戴麟趾爵士。  

63 香港立法局在 1997年 2月 26日默哀 1分鐘，悼念已故的鄧小平先生。當時在深圳舉
行會議的臨時立法會亦於 1997年 2月 22日在臨時立法會主席作出宣布後默哀悼念鄧
先生。  

64 立法會主席准許一名議員在 2005年 1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議事規則》
第 16(4 )條動議一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趙紫陽先生逝世有關的休會辯論，但
該名議員並沒有在指定期限前，就動議該項議案作出相關預告。  

http://www.legco.gov.hk/yr91-92/chinese/lc_sitg/hansard/h920624.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92-93/chinese/lc_sitg/hansard/h930519.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92-93/chinese/lc_sitg/hansard/h930519.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24-translate-c.pdf?page=61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24-translate-c.pdf?page=61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3-translate-c.pdf?page=6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http://www.legco.gov.hk/yr86-87/chinese/lc_sitg/hansard/h861210.pdf?page=3
http://www.legco.gov.hk/yr86-87/chinese/lc_sitg/hansard/h861210.pdf?page=3
http://www.legco.gov.hk/yr88-89/chinese/lc_sitg/hansard/h881207.pdf?page=4
http://www.legco.gov.hk/yr88-89/chinese/lc_sitg/hansard/h881207.pdf?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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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亦可進行默哀。議員未經立法會主席許可而在立法

會會議進行期間發起默哀，即屬不合乎規程。 65 
 
7.44 近年，立法會主席亦容許立法會為重大事件 (包括一些在
香港境外發生的重大事件 )中的死者默哀 1分鐘。 66 67 68 2010年
9月 2日，立法會在夏季休會期間召開特別會議，就一項與
2010年 8月 23日於菲律賓發生的事件中罹難的香港市民有關的
議案進行辯論。立法會在該會議開始時默哀1分鐘。  
 
 
宣讀文告及立法會主席的宣布 

 
歷史背景  
 
7.45 在歷史上，就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而言，立法局主席早
期由總督擔任，而在該段時期，立法局主席通常會指令一名官

員宣讀英皇或國務大臣就有關皇室或立法局事務的事宜所作的

文告。 69 從 1860年代中期開始，此等文告改為在適當的時候提
交立法局省覽，例如若國務大臣的文告關乎某法案，該文告會

在該法案首讀時提交立法局省覽 70。立法局主席的宣布通常關

乎立法局議員的更替和常設委員會委員的任命。 71 除致辭歡迎

新任議員加入立法局外，在此刻亦會致惜別辭，向行將退休的

                                                                                                                                
 
65 2005年 1月 19日，一名議員擬發起默哀悼念趙紫陽先生，部分議員站立響應，立法
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隨即暫停會議。會議稍後恢復，但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

續。立法會議事錄，第 2203至 2204頁。此外，在 2014年 6月 4日，一名議員要求為
1989年 6月 4日事件中的死者默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把會議暫停。會議於兩
分鐘後恢復。立法會議事錄，第 10405頁。  

66 1999年 5月 12日，立法會主席准許在會議默哀 1分鐘，悼念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
館被轟炸事件中的死難同胞，並批准內務委員會主席在同日動議一項辯論，譴責

北約的轟炸行動。  
67 立法會默哀 1分鐘悼念災難受害者的例子，包括：在 2005年 1月 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為南亞海嘯死難者默哀；在 2008年 5月 14日及 2013年 4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四
川地震死難者默哀；在 2010年 1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海地地震死難者默哀；以
及在 2011年 3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日本地震死難者默哀。  

68 2005年 1月 5日，立法會主席准許一名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16(4 )條動議一項有
關南亞海嘯的休會辯論。 2011年 3月 16日，立法會主席准許議員就日本地震提出急
切質詢和進行休會辯論。  

69 最後一次在立法局會議上宣讀國務大臣的文告是在 1866年 1月 22日。  
70 1866年 4月 26日的立法局會議； 1868年 5月 5日的立法局會議。  
71 例如 1929年 1月 24日及 1968年 1月 10日的立法局會議。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9ti-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9ti-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9ti-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9ti-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4-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4-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512f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512f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512f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5ti-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5ti-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4-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4-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6-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6-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6ti-translate-c.pdf?page=63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6ti-translate-c.pdf?page=63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6-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6-translate-c.pdf?page=7
http://www.legco.gov.hk/1866/h18660122.pdf
http://www.legco.gov.hk/1866/h18660426.pdf
http://www.legco.gov.hk/1866/h18660426.pdf
http://www.legco.gov.hk/1929/h290124.pdf
http://www.legco.gov.hk/1968/h680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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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致意。立法局主席有時會以總督身份，以聲明的形式作出

宣布，表明政府對備受公眾關注的迫切事宜或重大事件的立

場。 72 議員不得就立法局主席的宣布或聲明提出問題。  
 
現行做法  
 
7.46 在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立法會主席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

的宣布，一般關乎與立法會有關的事宜。舉例而言，在 2010年
2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主席作出聲明，就 5名議員在
該會議前的一星期辭職後立法會的會議法定人數陳述意見。 73

立法會主席有時可能會宣布某些常設會議安排的改變，或其控

制立法會會議秩序的做法。舉例而言，在 2014年 1月 15日行政
長官擬發表其施政報告的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主席在會議開

始時便說明他會如何處理議員對行政長官使用冒犯性和侮辱性

言詞的情況。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有需要，亦可於立法會會議進

行期間，宣布有關進行會議的特定安排。 74 立法會主席的宣布

不容辯論，但他可酌情回應議員為求澄清而提出的問題。  
 
7.47 從外間團體接獲的信息，或一般性質的宣布，通常在立

法會會議以外送交議員傳閱。此類事項如需列入會議議程作為

處理事項，必須先取得立法會主席的許可。 75 惜別辭現時是在

立法會任期完結時，經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議案在當屆最後一

次會議上發表。  
 
 
提交呈請書 

 
歷史背景  
 
7.48 由立法局議員提交呈請書的做法，在香港有悠久歷史。

這做法最初在 1858年的《會議常規》中訂立，呈請書原本是當

                                                                                                                                
 
72 例如 1938年 3月 9日及 1989年 6月 21日的立法局會議。  
73 2010年 2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3205頁。  
74 2013年 5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6956至 6957頁； 2014年 5月 21日的
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8334至 8336頁。  

75 《議事規則》第 18(2)條。  

http://www.legco.gov.hk/1938/h3803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88-89/chinese/lc_sitg/hansard/h8906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3-translate-c.pdf?page=5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3-translate-c.pdf?page=15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3-translate-c.pdf?page=15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21-translate-c.pdf?page=6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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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開始主持會議時便向他本人提交，直至 1913年才改為向立
法局提交。即使如此，本身為總督的立法局主席有權按當時就

呈請書訂定的準則，決定呈請書應否向立法局提交。 1858年的
《會議常規》只規定，呈請書應是謙恭而值得提交的。  
 
7.49 在 1884年的《會議常規》中，呈請書的提交與私人權利
和訊問證人掛鈎；而且呈請書須與 "立法事宜 "相關。 1929年的
《會議常規》刪除了有關呈請書須與立法事宜相關的規定，但

加入了其他準則，包括規定若呈請書要求批給公帑或解除欠公

帑的債務，則須獲總督明示其薦議，以及呈請書須符合立法局

不時訂明的任何其他規則。  
 
7.50 至於呈請書的處理方式， 1858年的最早期規定是訂明呈
請書須由立法局通過議案後方可宣讀。呈請書一經宣讀，可由

立法局本身跟進，或交付委員會處理，而且可傳召證人。在

1884年，呈請書與受擬議法案影響的私人權利受到侵犯的情況
掛鈎，特別訂明 "所有有利害關係的各方均可在為該目的而提出
呈請書，得到相關議案獲動議、附議及通過的情況下，親自或

由大律師代表在立法局或其任何委員會席前陳詞。 " 76 提交呈請

書的議員、呈請人或任何其他證人均可被傳召，證供須由立法

局秘書記錄。  
 
7.51 1912年的《會議常規》訂明，立法局主席須接受呈請
書，但如他對呈請書是否符合《會議常規》所載的規定有任何

疑問，須把此事轉交稱為法律委員會的委員會決定。 77 然而，

就呈請書是否 "措辭恰當和謙恭 "的問題，立法局主席的決定為
最終決定。立法局主席同意接受的所有呈請書，均須提交立法

局省覽，但無須付諸表決，除非提交呈請書的議員動議該呈請

書須予宣讀、印載或交付專責委員會以作考慮及報告。呈請書

如與某特別或常設委員會正審議的任何法案有關，應交付該委

員會處理，而該委員會須把呈請書連同其報告一併呈回立法

局。  
 

                                                                                                                                
 
76 《香港立法局會議常規》 (1884)第 47及 48條。  
77 請參閱第 6章第 6.4段。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6/chapter_6c.pdf?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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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有關提交呈請書及將之交付委員會處理的會議常規，在

1968年大幅修訂。當時最重大的修訂是不再規定立法局須通過
議案才可將呈請書交付委員會處理。《會議常規》第 13條訂
明，如有議員要求將在立法局席前提交的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

會處理，而有不少於 10名議員起立支持此要求，呈請書即告交
付專責委員會處理。在 1968年，立法局議員的總數為 26名。上
述的新訂條文使備受眾多 (但非大多數 )立法局議員關注的事
宜，可交由專責委員會研究。支持如此交付呈請書所需的議員

人數，在 1976年增至 15名 (當時的議員總數為 42名 (最多為
46名 ) 78)，並在 1983年增至 20名 (當時的議員總數為 48名 (最多為
58名 ) 79)， "以反映立法局議員數目的增加 "。須注意的是，在
1968年，專責委員會是立法局內除常設委員會外，唯一一類具
有界定職權範圍的委員會。  
 
7.53 1968年的《會議常規》所訂的有關條文由 1997年前的立
法機關繼續沿用至 1997年 6月，其後獲臨時立法會通過採納，
並納入現時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的《議事規則》內。  
 
現行做法  
 
內容及格式  
 
7.54 根據《議事規則》第 20條，呈請書只可由立法會議員提
交。議員如擬於立法會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應於該會

議日期前最少一天知會立法會主席。議員應以書面證明該呈請

書是謙恭的，而且他認為值得提交該呈請書。呈請書應用中文

或英文書寫。  
 
7.55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呈請書要求訂立規定以：  

 
(a) 徵收新稅項或增加稅款，或在政府收入或香港特

區其他公帑中增添新負擔項目或增加已有的負

擔；或  
 

                                                                                                                                
 
78 括號內數字為可容許的議員人數上限。  
79 括號內數字為可容許的議員人數上限。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intro/hist_lc.htm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intro/hist_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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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更改但非削減該等負擔項目；或  
 
(c) 了結或免除欠政府的債務，  
 

則除非已獲行政長官給予書面同意，否則不應准許提交該呈請

書。上述同意應記錄在立法會的會議紀要內。 80 
 
7.56 議員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時，可簡述呈請人的數目和身

份，以及呈請書的要旨，但不應再作其他發言。 81 
 
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7.57 呈請書提交後，如有議員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

處理，而隨即有不少於 20名議員起立支持此要求，呈請書便會
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一如上文所述，這項安排已納入《議事

規則》內，因為這是在 1997年之前訂立的機制一部分，使備受
眾多立法局議員關注的事宜得以交由專責委員會研究。專責委

員會如須行使傳召證人的權力，《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第 9(2)條規定，專責委員會須獲立法會藉決議授權，
方可行使該權力。  
 
7.58 2013年 5月 8日，香港特區立法機關歷來首次將呈請書交
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82 該呈請書與一名前廉政專員的操守有
關，其後交付由立法會主席在 2013年 6月 17日委任的專責委員
會處理。該專責委員會舉行會議及決定調查有關事宜，並在

2014年 7月 9日向立法會作出報告。自此以後，再有若干呈請書
交付專責委員會研究。 83 
 

                                                                                                                                
 
80 《議事規則》第 20(3)條。  
81 例子包括何俊仁議員有鑒於南京大屠殺 63周年而提交呈請書，呼籲議員支持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為防止任何違反人道的罪行及滅族屠殺的事件所付出的長期努力

(2000年 12月 13日 )，以及麥國風議員提交呈請書，促請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盡快為
醫護人員提供全面及完善的感染預防措施 (2003年 4月 30日 )。  

82 2013年 5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6578至 6579頁。  
83 一項呈請書在 2014年 6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立法會議事
錄，第 11306至 11307頁；兩項呈請書在 2014年 10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交付專責
委員會處理，立法會議事錄，第 6至 9頁。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0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01213f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01213f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01213f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01213f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30ti-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08-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5-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5-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15-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15-translate-c.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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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 在呈請書交付由立法會主席委任的專責委員會處理後，

何時及如何跟進呈請書所涉的事宜須由專責委員會決定。 84 若

專責委員會認為應進行全面調查，而且其應獲授權行使傳召證

人的權力以進行有關調查，便須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此動議議

案。該議案應載述擬進行調查的範圍。專責委員會應按照《議

事規則》第79條所載的程序進行工作。  
 
 
將文件及委員會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 

 
7.60 屬於《議事規則》第 21條涵蓋範圍以內的向立法會提交
的文件，包括下列各類文件：  

 
(a) 須根據香港法例的任何條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任

何報告或文件 85，例如法定團體的年報 86；  
 
(b) 須提交立法會省覽、在政府憲報刊登的任何附屬

法例或其他文書；  
 
(c)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完 成 研 究 根 據 《 議 事 規 則 》

第75(4)條交付其處理的法案後作出的報告； 87 
 
(d)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根據《議事規則》第 49D條提

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及  
 
(e)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立法會任何委員會、議

員或獲委派官員擬提交的任何文件。  

                                                                                                                                
 
84 內務委員會於 2013年 6月 14日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成立但未獲授權行
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第 9(1 )條下的權力的專責委員會，在同一
時間運作的數目應以一個為限。  

85 這些文件 (例如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第 109條編製的《道路使用者守
則》 )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但無須在憲報刊登。  

86 法例一般規定接受或承付公帑的法定團體須安排將其載有帳目報表的年報提交立
法會省覽。例子包括某些機構的周年財務報表，例如魚類統營處根據《海魚 (統營 )
條例》 (第 291章 )第 23(3)條所提交的報表，以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根據《房屋條例》
(第 283章 )第 14(4 )條所提交的報表。  

87 《議事規則》第 75(4 )條規定，在二讀辯論時動議的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後，內務
委員會可於任何時間將該法案交付一法案委員會研究。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minutes/hc20130614.pdf?page=12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minutes/hc20130614.pdf?page=12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minutes/hc20130614.pdf?page=12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FA7F5E9DEB48412948257A1000113475?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FA7F5E9DEB48412948257A1000113475?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D9D8F94C98D680504825650F000C2270?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D9D8F94C98D680504825650F000C2270?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D9D8F94C98D680504825650F000C2270?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D9D8F94C98D680504825650F000C2270?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FFA9DF90577A8E084825730900287CCE?OpenDocument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m.htm?75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m.htm?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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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根據《議事規則》第 21條，獲委派官員和議員均可向立
法會提交文件，但議員提交的文件須經立法會主席許可。 88 有

關文件應送交立法會秘書，而立法會秘書會將該文件分發每

一名議員，並安排將該文件發表。 89 
 
就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發言  
 
一般原則  
 
7.62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的議員或獲委派官員獲立法會主席許

可後，可就該文件向立法會發言。 90 由於發言不容辯論， 91 任

何議員如擬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須在會議前提交其擬發表的

演辭，以便立法會主席決定該演辭是否可能引發辯論。 92 立法

會主席可酌情准許向發言的議員或獲委派官員提出簡短問題，

以求澄清該議員或獲委派官員在發言中提出的任何事宜。 93 
 
就附屬法例發言  
 
7.63 任何議員或獲委派官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在審議

期 94 内，就已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或其他立法文書 95 向

立法會發言，除非在同一會議上，另有議案藉以修訂有關的附

屬法例 (或文書 )，或根據《議事規則》第49D條藉以察悉就有關
的附屬法例 (或文書 )提交省覽的報告。《議事規則》第 49D及
49E條所載的安排是在 2009年引進，在此之前議事規則委員會
曾進行研究，處理議員對有關就立法會審議的附屬法例發言的

限規所提出的關注。即使議員可在任何藉以修訂有關的附屬法

例的議案辯論中發言，但並非所有附屬法例均會作出修訂，而

議員可就相關法例發言的唯一機會，便是根據《議事規則》

                                                                                                                                
 
88 《議事規則》第 21(1)條。  
89 《議事規則》第 21(2)條。  
90 《議事規則》第 21(3)條。  
91 《議事規則》第 21(6)條。  
92 《內務守則》第 2條。  
93 《議事規則》第 21(6)條。  
94 請參閱第 7.82段。  
95 此類附屬法例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除非擬修訂或廢除附屬法例，無須在
立法會就有關的附屬法例動議議案。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hc/yr12-16/hc_rules.htm?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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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條向立法會發言。由於此類發言不可引發辯論，議員便難
有發言機會。  
 
7.64 議事規則委員會經研究後建議訂立一項程序，該程序於

2009年 12月 2日獲立法會通過。根據新訂程序，負責監督審議
附屬法例的內務委員會應在審議期完結前，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D條將其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如任何議員表示有意就報
告内的任何附屬法例發言，內務委員會主席將動議一項察悉該

報告的議案。如就同一附屬法例，已有根據《議事規則》第

29(2)條作出預告，以動議修訂該附屬法例的議案，這項察悉報
告的議案則不得另行提出。同一道理，如報告內提述的某項附

屬法例是立法會即將辯論的議案的主題，則根據《議事規則》

第 21(7)條議員不得就該附屬法例向立法會發言。至於根據《議
事規則》第49E條動議的議案的辯論方式，詳情載於第10章。 96 
 
就法案委員會的報告發言  
 
7.65 法案委員會的報告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規定，是由香港

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訂立。為確立立法會與其委員會之間的正式

關係，所有委員會須在完成工作後或在有需要時，向立法會作

出報告。根據《議事規則》第 76(9)條，法案委員會在完成研究
所獲交付的法案後，須盡快以書面知會內務委員會其商議的結

果，然後再向立法會作出報告。當法案委員會報告提交立法會

省覽後，《議事規則》第 21(4)條規定提交該報告的議員可在法
案恢復二讀辯論開始之時，就報告向立法會發言。《議事規

則》第 54(7)條進而規定，作出此報告的議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
後，可於二讀辯論時首先發言。  
 
7.66 《議事規則》第 21(4A)條於 2005年增訂，規定如有關法
案將在立法會會議上宣布撤回，提交法案委員會報告的議員可

在同一會議上發言。此項安排被認為屬於必要，因為法案原本

只可在其恢復二讀辯論或進行三讀的程序開始時宣布撤回或押

後處理。在有關法案二讀辯論中止待續後，如在法案委員會審

議過程中決定撤回法案，則宣布撤回法案的最合適時機便是法

                                                                                                                                
 
96 請參閱第 10章第 10.96至 10.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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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恢復二讀辯論之時。 2005年 5月 4日，立法會通過對《議事規
則》第 64條作出修訂，訂明如恢復二讀辯論的目的是為了宣布
撤回某法案，負責該法案的議員或官員可在恢復二讀辯論的程

序 開 始 時 ， 宣 布 撤 回 該 法 案 。 97 增 訂 《 議 事 規 則 》

第 21(4A)條，是旨在讓提交法案委員會報告的議員，於同一會
議上在負責法案的議員或官員宣布撤回法案前發言。  
 
 
質詢時間 
 
7.67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立法會獲賦職權對
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而政府亦須按照《基本法》第六十四條

訂明政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規定，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具

體而言，《議事規則》第 22(1)條規定，任何議員均可就政府的
工作向政府提出質詢，要求提供有關該事的資料，或要求政府

就該事採取行動。  
 
口頭及書面質詢  
 
7.68 除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 24(4)條准許的急切質
詢外，議員須就其有意在某次會議上提出的質詢作出預告。 98

議員須指明要求口頭答覆或書面答覆。 99 關於議員如何獲分配
質詢時段，以確保每位議員均有公平機會提出口頭及書面質

詢，詳情載於第9章。  
 
7.69 根據《議事規則》第 23條，除第 (1)款所述的會議外 100，

每次立法會會議可提出不多於 22項質詢 101，如某次會議將會就

一項或多於一項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則不得有多

於 6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 102 如某次會議並無編定就不擬具

                                                                                                                                
 
97 《議事規則》第 64(2)條。  
98 《議事規則》第 24(1)及 (4)條。  
99 《議事規則》第 22(2)條。  
100 《議事規則》第 23(1 )條規定，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選舉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
及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會議，不可提出質詢。  

101 2013年 3月 20日，立法會修訂《議事規則》第 23(2)條，因應第五屆立法會議員人數
的增加，將每次立法會會議可提出的質詢數目由不多於 20項增至不多於 22項。立
法會議事錄，第 5342至 5343頁。自 2013年 4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開始，每次立法會
會議的質詢數目由 20項增至 22項。  

102 《議事規則》第 23(2)及 (3)條。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6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20-translate-c.pdf?page=122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20-translate-c.pdf?page=122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20-translate-c.pdf?page=122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20-translate-c.pdf?page=12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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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立法會主席可准許最多 10項口頭質
詢在該次會議上提出。 103 內務委員會可向立法會主席建議某次
會議上不得提出口頭質詢。 104 就此方面，一如《內務守則》第
7(e)條反映，內務委員會決定，在辯論撥款法案和辯論和致謝
議案的立法會會議上，不可向政府提出口頭質詢。  
 
7.70 在一般安排上，每次立法會會議均會預留 2小時的時段
(實際上已延長至兩個半小時 )用作質詢時間，以供提出 6項口頭
質詢。隨着立法會會議過程在電視及網站上廣播，口頭質詢的

會議過程尤其備受市民大眾注意。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

已成為要求政府問責的重要工具。即使議員在會議上不獲編配

質詢時段，也可提出補充質詢。輪候提問補充質詢的議員不斷

增加的情況亦頗為常見。 2012年 5月 25日，內務委員會決定，
一項口頭質詢 (包括任何補充質詢或跟進質詢及所有答覆 )的總
時限不應超過 22分鐘。此規定現反映於《內務守則》第 9A條。
為了讓議員有公平機會提出補充質詢，立法會主席會利用電子

輪候系統，記錄議員按鈕示意提出補充質詢的時間，並讓會期

內提出最少補充質詢的議員及輪候名單上排前的議員優先提

問。詳情載於第9章。  
 
急切質詢  
 
7.71 儘管《議事規則》訂明每次立法會會議准許提出質詢的

最高數目 105，以及有關的預告規定 106，議員仍可根據《議事規

則》第 24(4)條，以事項性質急切及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為理由，
請求立法會主席准許無經預告而提出質詢，惟有關議員須已經

私下向政府作出充分的預告，以便政府能答覆該質詢。此安排

適用於任何會議，包括《內務守則》第 7(e)條所述的任何會
議， 107 但《議事規則》第 23(1)條所述的會議則除外。倘若立
法會主席准許在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就相關主題提出兩項或多於

                                                                                                                                
 
103 《議事規則》第 23(3)條。  
104 《議事規則》第 23(4)條。  
105 《議事規則》第 23條。  
106 《議事規則》第 24條。  
107 例子是在 2012年 2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公職人員接受旅費及折扣的質
詢，以及在 2012年 2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的
質詢。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4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29-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29-translate-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15-translate-c.pdf?page=8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15-translate-c.pdf?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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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急切質詢，他可請獲委派官員按該等質詢在議程上的排列

次序，先依次逐一回答質詢，然後才回答所有補充質詢。有關

詳情載於第9.64段。  
 
 

獲委派官員發表的聲明 

 
7.72 官員發表聲明列於質詢時間之後，如此編排有其歷史原

因。在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早期，政府官員經常藉發表聲明，
解釋過往會議上其就議員質詢所作答覆被誤解的任何事宜，或

對先前的答覆作補充。 108 舉例而言， 1968年11月20日，律政司
發表聲明，就先前一次會議上其就一項口頭質詢的答覆中所提

供的錯誤數字表示遺憾，並就錯誤致歉。 109 另一例子是律政司

於 1969年 11月 19日發表聲明，糾正一則有關立法局議員的特權
的報章報道對市民大眾所造成的錯誤印象。 110 一般而言，發表

聲明是為了宣布新法例、政府白皮書及政府所作調查的結果。

在 1960年代末及整個 1970年代，發表聲明的次數相對頻密，每
個會期所發表的聲明有 6至 8項。儘管立法會一向主張政府如有
任何重要的新政策，應透過在立法會發表聲明先行告知議員，

但近年這一做法已較不常用。在第四屆立法會的 4年任期內，
只曾發表兩項聲明，而內容均與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
辦法有關。  
 
7.73 現行《議事規則》第 28條沿用自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
《會議常規》第 20條。根據《議事規則》第 28(1)條，獲委派官
員如擬在立法會會議上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發表聲明，

須在該次會議開始前，知會立法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18(1)條，發表聲明列於質詢時間之後，和在立法會處理須由立
法會決定的事項之前。假若有必要發表聲明，但立法會已開始

處理《議事規則》第 18(1)條 (i)段或其後的事項，則有需要暫停
執行《議事規則》第18條。  
 

                                                                                                                                
 
108 1969年 7月 30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事錄，第 446至 448頁。  
109 1968年 11月 20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事錄，第 575至 576頁。  
110 1969年 11月 19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事錄，第 161至 163頁。  

http://www.legco.gov.hk/1969/h690730.pdf?page=16
http://www.legco.gov.hk/1968/h681120.pdf?page=11
http://www.legco.gov.hk/yr69-70/h691119.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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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議事規則》第 28(2)條訂明，議員不得就聲明進行辯
論，但立法會主席可准許議員向發表聲明的官員提出與聲明有

關的簡短扼要的問題。該款原本規定，簡短問題的目的應只是

為求澄清。然而，在實際上，議員就聲明提出的問題往往並非

只是為求澄清。 111 在 2007-2008年度，因應立法會主席的要
求，議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海外立法機關就大臣／部長發表的

聲明提問的規則和慣例，並建議將《議事規則》第 28(2)條修訂
為現行的寫法。有關修訂於 2008年 2月 20日獲立法會通過。自
此，立法會主席准許最少有 1小時，盡量讓議員向發表聲明的
政府官員所提出的簡短扼要問題可獲答覆。 112 
 
 
作出個人解釋 

 
7.75 議員如擬作出個人解釋，須知會立法會主席，並預先向

立法會主席提交擬作解釋的文本。議員必須獲立法會主席同

意，方可作出解釋。立法會主席批准議員作出解釋前，須確保

該項解釋不會引發辯論，以及內容恰當。議員的解釋不得偏離

獲同意的內容。 113 
 
7.76 與其他發言或聲明類似，解釋不容辯論，但立法會主席

可准許向作出解釋的議員提出簡短問題，以求澄清。 114 
 
7.77 如 所 作 的 解 釋 是 關 乎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六 ) 項或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動議的取消議員的資格的議
案，而有意作出解釋的議員無法出席會議，立法會主席可指示

將該項解釋的文本複印並送交每名議員，而該項解釋的內容須

當作已予宣讀。 P114F

115
P P115F

116 

                                                                                                                                
 
111 早在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年代，立法會主席容許議員就官員發表的聲明提出較長
篇的實質問題此做法，已一直存在。見於 1970年 6月 17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
事錄，第 715至 716頁。  

112 見於 2 00 9年 1 1月 1 8日的立法會會議 (1小時 3 6分鐘 )、 2 0 1 0年 4月 1 4日的立法會會
議 (1小時 48分鐘 )及 2013年 12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 (1小時 2分鐘 )。  

113 《議事規則》第 28A(1)條。  
114 《議事規則》第 28A(2)條。  
115 《議事規則》第 28A(3)條。  
116 請參閱第 3章，第 3.107段。  

http://www.legco.gov.hk/yr69-70/h700617.pdf?page=11
http://www.legco.gov.hk/yr69-70/h700617.pdf?page=11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8-translate-c.pdf?page=71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8-translate-c.pdf?page=71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4-translate-c.pdf?page=76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4-translate-c.pdf?page=76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f.htm?28a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f.htm?28a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f.htm?28a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3/chapter_3c.pdf?pag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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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交的法案 

 
7.78 政府法案是由政府提出，每項法案均有一位官員獲指定

為負責該法案的官員。法案在立法會經三讀後便獲立法會通

過。法案處理程序的詳情載於《議事規則》K部，並在第 11章
中進一步闡釋。概括而言，包括政府法案在内的法案在刊登憲

報及提交立法會後須經以下5個步驟：  
 

(a) 法案簡稱由秘書首讀；立法會被當作已命令安排

將法案進行二讀。 117 
 
(b) 負責法案的官員動議 “法案予以二讀 ”的議案，並就

議案發言。立法會開始進行辯論法案的整體優劣

及原則。 118 一般而言，負責法案的官員發言後，

二讀辯論中止待續。 119 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

理。 120 在內務委員會中，法案隨後可交付法案委

員會詳細審議。如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在法案委

員會就有關法案提交報告後，負責法案的官員可

就法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作出預告。  
 
(c) 法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而二讀議案經辯論

後付諸表決。一旦議案獲得通過，法案便告二

讀。  
 
(d) 立法會變為全體委員會。 121 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主席提出 “下述各條文納入本法案 ”的議案。各
條文編號隨後由秘書讀出，條文即當作已提出，

辯論將會展開。如某條文有任何修正案，須動議

議案修訂該條文，隨後進行辯論。如修正條文的

                                                                                                                                
 
117 《議事規則》第 53條。  
118 《議事規則》第 54(3)條。  
119 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將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屬一般程序，緊急法案可
按加快程序處理。  

120 《議事規則》第 54(4)條。  
121 《議事規則》第 55(1)條。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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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獲得通過，經修正的條文將付諸表決，而如

若再獲得通過，便會納入法案。 122 
 
(e)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法案進入三讀階

段。負責法案的官員動議 "法案予以三讀 "的議案。
隨後進行辯論，議案付諸表決。議案一旦獲通

過，法案便告三讀並通過。 123 
 
7.79 以往曾經採用的做法是，立法會逐一處理已達同一階段

的所有法案，然後再進入下一階段。 124 結果，負責該等恢復二

讀的法案的官員須於同一會議各階段輪候，直至各自負責的法

案最終完成三讀。現行安排雖未在《議事規則》中訂明，但立

法會依次處理一項法案的所有餘下階段，然後才處理議程上的

下一項法案。此安排被視為處理法案的更有效方法。至於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的實際運作詳情，包括處理條文及附表的修正

案的方式，載於第11章。  
 
7.80 如有急切需要通過法例，政府可提交法案，在一次立法

會會議上完成三讀程序。在此情況下，在負責有關法案的官員

在二讀辯論發言後，任何議員可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
無經預告而動議不將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如該議案獲得

通過，立法會將立即在同一會議上就法案進行二讀辯論，而如

法案二讀的議案獲得通過，便直接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隨之進行三讀。有關例子包括《 1982年人民入境 (修訂 )條例草
案》 125 及《1985年海外信託銀行 (接收 )條例草案》 126。  
 
 

                                                                                                                                
 
122 《議事規則》第 58條。  
123 《議事規則》第 63條。  
124  當所有達同一階段的法案均獲處理後才進入下一階段的最後一次立法局會議，是
在 1992年 7月 8日舉行的立法局會議。  

125 《 1982年人民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實施政府政策，設立封閉營地，拘禁
1982 年 7月 2日或之後抵達香港的越南難民。該條例草案於 1982年 6月 30日的立法局
會議首讀，並於同一會議上經三讀程序通過。立法局議事錄，第 1016至 1030頁。  

126 《 1985年海外信託銀行 (接收 )條例草案》在 1985年 6月 7日的同一會議上完成三讀程
序並通過。該條例草案就政府接收海外信託銀行、因該宗接收而須支付的補償與

該 銀 行 業 務 的 經 營 ， 以 及 就 相 關 的 目 的 訂 定 條 文 。 立 法 局 議 事 錄 ， 第 1181至
1193頁。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8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63
http://www.legco.gov.hk/yr91-92/chinese/lc_sitg/hansard/h9207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91-92/chinese/lc_sitg/hansard/h9207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81-82/english/lc_sitg/hansard/h820630.pdf?page=28
http://www.legco.gov.hk/yr81-82/english/lc_sitg/hansard/h820630.pdf?page=28
http://www.legco.gov.hk/yr81-82/english/lc_sitg/hansard/h820630.pdf?page=28
http://www.legco.gov.hk/yr84-85/english/lc_sitg/hansard/h850607.pdf?page=3
http://www.legco.gov.hk/yr84-85/english/lc_sitg/hansard/h850607.pdf?page=3
http://www.legco.gov.hk/yr84-85/english/lc_sitg/hansard/h850607.pdf?page=3
http://www.legco.gov.hk/yr84-85/english/lc_sitg/hansard/h850607.pdf?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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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 

 
7.81 處理附屬法例的法定要求及程序，載列於《釋義及通則

條例》 (第 1章 )第 34及 35條，以及《議事規則》第 21條和整個
G部 (議案 )。一如第 6章闡述，法例的支援技術細節通常會在附
屬法例中作出規定，其名稱可以是文告、規則、規例、命令、

決議、公告、法院規則或附例。除非條例另有規定，附屬法例

必須經立法會以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4條所述程序 (須以先訂立後
審議的程序處理者 )及第 35條所述程序 (須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
序處理者 )作出審議及介入。政府官員及議員均可動議議案，以
修訂 127 向立法會提交省覽或提出的附屬法例。  
 
7.82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所有附屬法例
在憲報刊登後必須於隨後的一次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該會省

覽。 128 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之後28天內，立法會
可藉通過決議，修訂該附屬法例。 129 這 28天的審議期在屆滿
前，可藉立法會決議延展至在該 28天期限屆滿之日後第 21天或
之後舉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130 如審議期在會期結束前的最後

一次會議後或下一會期的第二次會議之前屆滿，《釋義及通則

條例》另訂延展安排。 131 動議此等決議的預告期並不相同，有

關規定載於《議事規則》第 29條，而詳情會在第 11章再作闡
明。  
 
7.83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5條，凡附屬法例須
經立法會批准，則該附屬法例須呈交立法會尋求批准。立法會

可藉決議，將呈交的附屬法例全部或部分修訂。此規定的描述

字眼或有不同形式，但效果相同。舉例而言，措辭可以是： "立
法會可藉決議批准 .... .." 132，或 "在經立法會批准下，管理局
可 ..... ." 133，或 ".... ..立法會藉決議而釐定 ..... ." 134 等。凡《釋義

                                                                                                                                
 
127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條， "修訂 "(amend)包括廢除、增補或更改，
亦指同時進行，或以同一條例或文書進行上述全部或其中任何事項。  

128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1)條。  
129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2)條。  
130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4) (a)條。  
131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4) (b )條。  
132 《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 7(1 )條。  
133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章 )第 29(1)條。  
134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 (第 1115章 )第 23條。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C7ED890F45EC76D1482575C800243D0B?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C7ED890F45EC76D1482575C800243D0B?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E9ADBE6BF5DF75978825648C0000B11F?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AB36227BBE239C4248257E0B000D5B2F?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502076EE73391ABE4825757500156392?O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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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則條例》的條文具有須經立法會批准的效力，則須就此向

立法會提交擬議決議案。關於擬議決議案的處理，《議事規

則》G部 (議案 )的規定適用。  
 
7.84 就附屬法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可予修訂。任何有意修訂

擬議決議案的議員應作出適當預告，除非獲主席批准免卻預告

規定。修訂議案列於議程上議案所在的同一項目之下。  
 
7.85 察悉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此

一程序，在上文第 7.63段已有解釋。此程序是旨在讓議員就提
交立法會省覽但沒有作出修訂的附屬法例發言。 135 此程序主要

載於《議事規則》第 49D及 49E條，同時亦載於《議事規則》第
21(7)、33(2A)、 33(3AA)、 33(3C)及 38(1)(fa)條。有關詳情在第
10章中闡明。  
 
7.86 議程上就附屬法例提出的議案，是按下列順序排列：  
 

(a) 政府根據《基本法》或任何成文法動議的議案，

包括就根據第 1章第 35條動議或根據第 34條提交立
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所提出的議案；  

 
(b) 議員為修訂上文 (a)的議案而提出的議案，列於與

擬議修正案有關的議案之下 136；  
 

(c) 議員為延展根據第 1章第 34條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
屬法例的審議期而提出的議案；  

 
(d) 議員就政府沒作出議案的附屬法例提出修正案的

議案；及  
 

(e) 議員為察悉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

文書的報告而提出的議案。  

                                                                                                                                
 
135 根據《議事規則》第 21(6)條，議員或獲委派官員根據第 (3 )、 (4A)及 (5 )款所作的發
言不容辯論。  

136 各項修訂根據第 1章第 34條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的議案，是按修訂相關附屬
法例的文本的先後次序來排序，即按擬修訂文本的位置先後排序；如位置相同，

則按有關議案的提交時間先後排序。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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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上段 (a)項所述的政府議案，可包括根據《基本法》或成
文法動議的議案，例如同意法官任命的議案。除非政府另有建

議，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此等政府議案的順序按動議議案的

官員年資排名決定 137。如屬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則有關議

案會列於所有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包括修正案 )之後處理。  
 
 

議員提交的法案 

 
7.88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議員可根據《基本法》規

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

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

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按照《議事規

則》第 54(2)條，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一經示明，須記錄在會議
紀要內。  
 
7.89 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處理議員法案的程序，與處

理政府法案的程序大致相同，不同之處主要是就在立法會或全

體委員會處理的議員法案提出的所有議案 138，均被視作議員議

案，此類議案須分別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及地方選區選

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立法會或委員會會議的議員各過半數

票，方為通過，而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則須獲出席會議的議

員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  
 
 
議員提出的議案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7.90 除了就提交立法會省覽或在立法會動議的附屬法例所提

出的修訂之外，立法會議員亦可動議議案通過決議，而立法會

可藉決議根據法例制定或修訂根據上文第 7.83段所述條例訂立  

                                                                                                                                
 
137 舉例而言，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會列於局長動議的議案之前。同一職級官員的
年資排名按政府排名名單上的年資排名決定。   

138 請參閱第 10章有關法案處理的 "附屬議案 "部分。  

http://www.protocol.gov.hk/images/chi/precedence/prelist.pdf
http://www.protocol.gov.hk/images/chi/precedence/pre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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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例、附表、守則或其他附屬法例。議案動議人須遵守《議

事規則》第 29條所訂的預告規定，以及按《議事規則》第 30條
所訂的方式就該議案或議案的任何修正案作出預告。該議案或

修正案若由議員動議，亦須受《議事規則》第 31(1)條規限，即
若立法會主席認為該議案或修正案具有由香港政府收入或其他

公帑負擔的效力，必須獲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139 
 
7.91 議員亦可根據《基本法》的特定條文動議另一些議案，

例子包括目的如下的議案：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第七十五條 ) 140；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調查委員

會，並擔任主席，就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的指

控進行調查 (第七十三條第 (九 )項 ) 141；解除被判犯有刑事罪行、

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的議員的職務 (第七十九條第 (六 )項 ) 142；譴

責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的議員 (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 ) 143，以及與

修訂《基本法》有關的議案 (第一百五十九條 ) 144。  
 
7.92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在立法會議程上列於不擬具立法效

力的議案之前。根據《基本法》動議的議案列於《議事規則》

第 18(1)條內 "(l)議員提出的議案，但 (jb)段所指明者除外 145"所
指所有其他議案之前。議程上同類別議案的排序按接獲有關預

告的時間訂定。  
 
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7.93 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的權職之一，是 "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
問題進行辯論 "。此項載於《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六 )項的職
權，實際上反映香港立法機關一種行之已久的慣例，即利便議  

                                                                                                                                
 
139 政府與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就《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適用問題所作討論的詳情載
於第 10章。  

140 1999年 4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  
141 此等議案須由立法會全體議員最少四分之一聯合動議。請參閱第 5章第 5.66段。  
142 見於 1998年 9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1004至 1015頁；以及 2012年

4 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5742至 5788頁及第 5808至 5843頁。  
143 見於 2012年 4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5710至 5741頁。  
144 見於 2000年 1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 2394至 2450頁。  
145 《議事規則》第 18(1)( jb)條所指明的是議員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
文書提出的議案。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428fc.pdf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5/chapter_5c.pdf?page=22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909fc.pdf?page=98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909fc.pdf?page=98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8-translate-c.pdf?page=182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8-translate-c.pdf?page=150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hansard/000119fc.pdf?page=96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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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提出議案辯論，要求政府就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作出交代。

1992年 10月，為了讓個別議員享有公平機會在立法局會議動議
議案或休會辯論，同時亦能較好地掌握辯論及發言的時間，內

務委員會決定，立法局每次例會不得就多於兩項議案進行辯

論。內務委員會又決定，立法局應訂立編配機制，在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盡量向議員編配辯論時段，讓他們在屬意的某次立法

局會議上辯論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此等載列於《內務守則》

的慣例安排，獲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採納，並一直沿用至

今。一般而言，每位議員在 4年任期內可獲編配 3個辯論時段。
更多有關詳情載於《內務守則》第 13至 18條，而在第 10章內會
再作闡明。  
 
7.94 在 2012年 11月之前，在申請辯論時段時，議員可選擇提
出一項議案辯論，或根據《議事規則》第 16(4)條提出休會辯
論。此項選擇旨在讓擬就某項問題進行辯論，但不欲以明確字

眼擬訂議案的議員，可動議一項 "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 "的議
案，以便提出該項問題，要求獲委派官員發言答辯。然而，實

際上，自第一屆立法會成立以來，只曾有一次例常辯論時段被

用作舉行休會辯論。 146 要求內務委員會支持在編配機制以外時

段舉行休會辯論的次數，反而有所增加。舉例而言，單單在

2008-2012年這一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便曾支持議員根據《議
事規則》第 16(4)條，就關乎公眾利益的問題舉行 16次休會辯
論。這些休會辯論是在兩項例常議案辯論以外額外進行的辯

論。 147 2012年 11月23日，按照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建議，內務委
員會修訂《內務守則》第 13(a)條，訂明在編配機制下獲編配時
段的辯論應全部撥作進行議案辯論。任何議員如擬動議休會辯

論，以就某一問題進行辯論，則應按照《議事規則》第 16條的
規定提出。  
 
7.95 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亦包括由委員會提出有關察悉其

報告的議案，或事務委員會為利便議員在政府諮詢文件的諮詢

期屆滿前，就該等文件發言而提出的議案。有關已獲內務委員

                                                                                                                                
 
146 2002年 2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147 在 16項獲內務委員會支持的要求中，原編排於 2012年 7月 11日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
的兩項休會辯論，最終未能在會議於 2012年 7月 18日午夜完結前舉行。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7-translate-c.pdf?page=232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7-translate-c.pdf?page=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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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採 納 的 委 員 會 議 案 辯 論 時 段 的 編 配 機 制 ， 詳 情 載 述 於

第 10 章。這些由委員會提出的議案辯論，會編排在立法會議程
內由個別議員提出的例常議案辯論之前舉行。 P147F

148 
 
7.96 按照慣常安排，若某項議案經辯論後在立法會獲得通

過，負責該項議案辯論關乎的政策範疇的局長，須在議案獲通

過後兩個月內，匯報政府就有關議題所採取的行動。有關報告

會送交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傳閱，並由該事務委員會決定應否及

應如何跟進有關事宜。  
 
U根據《議事規則》第16條進行的休會辯論  
 
7.97 根據《議事規則》第 16條，議員可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
休會待續的議案，就某一問題或若干問題進行辯論。此項安排

旨在讓不欲以明確字眼擬訂議案的議員，可提出某一問題或若

干問題在立法會進行辯論。議員可因應《議事規則》第 16(2)或
16(4)條的不同規定動議休會辯論，詳情在第10章中有所說明。  
 
 

避免預議規則 

 
7.98 在決定立法會議程時，立法會主席亦須顧及 "避免預議規
則 "，該項規則經修改後已反映於《議事規則》第 25(3)及
31(2) 條。避免預議規則依據的一般原則是，在某項事宜已委予
立法機關審議的情況下，不得預先審議另一項內容實質相同，

但以效力較小的議事形式提出的事宜。有關規則旨在確保在立

法會席前審議的事宜會以最有效的議事形式處理，並使立法會

的時間得以有效運用。一般而言，法案或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被視為較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更具效力，而議案則較質詢更

具效力。 P148F

149
P 常設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獲立法會授權進行調查

                                                                                                                                
 
148 《內務守則》第 15(c)條。近年，要求獲優先編排辯論時段的委員會慣常會向內務
委員會建議，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應只舉行另一項不具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

而內務委員會通常會支持此建議，以符合在每次立法會例會上不會舉行多於兩項

議案辯論的做法。  
149 請參閱厄斯金梅編著的 Treatise on The Law, Privileges, Proceedings and Usage of Parliament，
第 22版，第 334至 335頁。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hc/yr12-16/hc_rules.htm?15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hc/yr12-16/hc_rules.htm?15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hc/yr12-16/hc_rules.htm?15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hc/yr12-16/hc_rules.ht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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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員會的會議內容，不得以質詢或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的

形式預先討論。 150 
 
質詢相對於質詢  
 
7.99 根據《議事規則》第 25(3)(a)條，如質詢或其中某部分的
主題，與在另一項較早時已作出預告會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

提出的質詢中的事宜的主題實質相同，立法會主席可指示立法

會秘書通知有關議員，該質詢或質詢的有關部分不合乎規程。

若時間許可，即有關議員已在提交該項質詢的限期前作出預

告，則該名獲如此通知的議員可在限期前提交另一項質詢，或

刪除、修改與另一項質詢有重複的部分。按照一般規定，立法

會主席不會准許一項較早時已作出預告的質詢被另一項質詢取

代。在考慮是否出現預議的情況時，口頭質詢與書面質詢兩者

之間並無區別。  
 
7.100 至於急切質詢，若根據《議事規則》第 24(4)條提出的急
切質詢符合所涉事宜性質急切及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準則，避

免預議規則便不適用於該項質詢。換言之，儘管該項急切質詢

或其中某部分可能與另一項由另一名議員提出而又獲立法會主

席准許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主題實質相同，該項

急切質詢亦准予提出。 151 
 
質詢相對於議案  
 
7.101 一項已獲安排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議案，不能讓
一項質詢作預先討論。有關議案可能原定於某次立法會會議上

動議，但該次會議未必一定在擬提出有關質詢的會議之前舉

行。由於議案的預告期 (12整天 )較質詢的預告期 (7整天 )為長，
因此有可能出現在進行議案辯論之前，該項質詢已被提出。然

而，《議事規則》第25(3)(b)條並不容許任何質詢可預先討論已  

                                                                                                                                
 
150 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9年 5月至 2000年 6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 3.2至 3.16段。  
151 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9年 5月至 2000年 6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 3.7段。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pjun00c.pdf?page=9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pjun00c.pdf?page=10


7.  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38 

預告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進行的議案辯論。倘議員已就動議有

關議案作出預告，主題內容實質相同的質詢則不會獲准提

出。 152 
 
質詢相對於法案  
 
7.102 至於法案，由於議員或獲委派官員可隨時作出預告，表
明有意提交法案 153，他們可在立法會主席批准把主題內容實質

相同的質詢列入同一次會議的議程後，才就提交法案作出預

告。在此情況下並不涉及避免預議規則，因為在立法會主席考

慮有關質詢可否提出之時，尚未知悉提交法案的日期。  
 
7.103 法案恢復二讀辯論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作出預告所需的
最少天數視乎情況而定 154，而立法會主席可酌情免卻預告。負

責法案的議員或官員一般須在擬恢復二讀辯論當天不少於 12整
天前作出恢復辯論的預告。然而，如法案須在為該法案恢復辯

論作準備的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後 9整天或以內恢復二讀辯
論，則恢復辯論的預告最遲須在該次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後兩

整天內作出。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就法案恢復二讀辯論作出

的預告，會早於立法會主席考慮有關質詢可否在同一次立法會

會議上提出之時作出。任何以質詢形式預先討論已獲安排進行

辯論的法案是抵觸了《議事規則》第25(3)(b)條。  
 
議案相對於議案  
 
7.104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如已作出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的預告，當中提出的事宜不得讓一項並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預先討論。至於兩項屬同一類而主題實質相同的議案，均可獲

准列入該次立法會會議的議程，而在議程內該兩項議案的次序

則根據接獲有關預告的時間而定，除非其中一項議案由獲委派  

                                                                                                                                
 
152 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9年 5月至 2000年 6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 3.8段。  
153 《議事規則》第 51(1)條。  
154 詳情請參閱《議事規則》第 54(5)條。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pjun00c.pdf?page=10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1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


7.  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39 

官員動議，則有關議案會較議員議案優先列入議程。 155 若立法
會已就首項議案作出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 32條，第二項
議案將不會進行動議程序。 156 
 
法案相對於法案  
 
7.105 雖然《議事規則》並無明確訂明，但若有兩項所載條文
實質相同的法案已提交立法會而同時有待處理，在程序上並無

任何問題。《議事規則》第51(7)(a)條訂明，某項法案在二讀辯
論時一經立法會表決，另一項所載條文與前者實質相同的法

案，將不可在同一會期內繼續進行立法程序。  
 
 
立法會的決定 

 
7.106 立法會的決定均以通過議案的方式作出。一如第 7.39段
所述，立法會議程內並非每個事項均旨在尋求立法會的決定。

如某事項須由立法會作出決定，須為此動議一項議案。議案經

提出待議後會進行辯論。在有意就該項議案發言的所有議員及

獲委派官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會付諸表決。  
 
先前所作決定  (《議事規則》第32條 ) 
 
7.107 《議事規則》第 32(1)條訂明，凡立法會已對有關議題作
出決定並獲通過，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

案，但如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則可動議議案，以撤銷先前的決

定。 157 《議事規則》第32(2)條亦訂明，若立法會對某一議題作
出不通過的決定，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

案。《議事規則》第 32條背後的重要原則，是同一議題不可在

                                                                                                                                
 
155 根據《議事規則》第 18條，政府提出的議案在立法會議程內列於議員提出的議案
之前。  

156 《議事規則》第 32條訂明，凡立法會已對某一議題作出決定而若該議題是以通過
的方式作決，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同一議題再行動議議案，但如獲立法會主

席許可，則可動議議案，以撤銷該項決定。若該議題是以不通過的方式作決，則

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  
157 《議事規則》第 32(1)條。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g.htm?3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g.htm?3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g.htm?3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g.htm?32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g.htm?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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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會期內進行兩次辯論和表決。這項措施旨在確保立法會的

時間得以有效運用。  
 
7.108 《議事規則》第 32(1)條並不適用於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B條動議有關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六 )項及
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取消議員資格的議案。由於立法會主席會
在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條動議的議案獲通過後，隨即宣告
有關議員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因此並不存在任何動議議案

以撤銷立法會決定的空間。 158 
 
 
惜別辭 

 
7.109 在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如有議員退休，在他們退休前
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致惜別辭，是一項悠久的傳統。如只有立

法局主席一人致惜別辭，原初的安排是在會議開始時致辭。在

有些情況下，如有較多議員表示有意致辭惜別，而立法局主席

同意按照《會議常規》第 11(2)條將有關演辭列入議事程序表內
作為議程項目，議員會在會議完結時致惜別辭。  
 
7.110 1997年5月30日，內務委員會決定應進行一項議案辯論，
讓議員發言惜別。內務委員會主席於 1997年 6月 23日動議一項
告別議案，向英國政府道別，並祝願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安定

繁榮。  
 
7.111 1998年 4月 7日，在臨時立法會會期中止時，內務委員會
主席動議一項告別議案，祝願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在這次議案辯論中，動議議案的議

員可發言13分鐘，其他所有議員則可發言5分鐘。  
 
7.112 自第一屆立法會以來，在每屆任期完結時最後一次立法
會會議上動議一項告別議案，已成為慣常安排。該議案由內務

委員會主席動議。所有議員可發言 5分鐘。在第四屆立法會，  

                                                                                                                                
 
158 請參閱第 3章第 3.109段。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3/chapter_3c.pdf?pag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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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會期完結時須處理大量事務，雖然告別議案已列入立法會

議程內，但卻未能在立法會會期於 2012年 7月 17日午夜中止前
動議。  
 
 
表決 

 
《基本法》附件二訂明的表決方法  
 
7.113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訂明，立法會就法案和議案的表
決程序由《基本法》附件二規定。附件二載述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和表決程序。該附件亦訂明，如需對 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
生辦法和表決程序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備案。一如

第 2.38及 2.53段所述，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有關修
訂附件二的程序。根據此程序，立法會於 2010年 6月 23日通過
有關修訂附件二的議案，就第五屆立法會的組成作出規定。由

於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於 2007年 12月 29日決定，立法會對法
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上述議案並未建議對表決程序

作出修改。 159 
 
7.114 《基本法》附件二所載的表決程序，反映於《議事規
則》第 46條。除非《基本法》另有規定外，所有提交立法會或
全體委員會表決的議案 (由議員提出的議案除外 )，均須獲得出
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由議員提出的議案 (包括
任何議案或法案，以及對任何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須分
別獲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 (即經功能界別選舉及地方選區選舉產
生的議員 )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由於《基本法》有多項條文
分別訂明就根據各項條文動議議案所適用的表決規定，《議事

規則》第46(1)條亦列明這些例外情況。  
 

                                                                                                                                
 
159 請參閱第 2章第 2.51段。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2/chapter_2c.pdf?pag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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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其他條文所訂的表決規定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六 )項及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  
 
7.115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立法會議員在若干情況
下，會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這些情況

包括：議員在香港特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

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

其職務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六 )項 )；以及議員行為不檢或
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 (《基本
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議案須獲得出
席會議的議員的三分之二表決贊成，方為通過。這項規定反映

於《議事規則》第49B條。  
 
《基本法》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二條第 (三 )項  
 
7.116 《基本法》第四十九條訂明，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
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區的整體利益，可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

議，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發回的法

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布，或如不能取得一致意

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

第 (二 ) 項，立法會被解散後，若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行政長官必

須辭職。《基本法》第四十九條就通過法案的規定，載列於

《議事規則》第 66條。至於《基本法》第五十二條第 (二 )項的
表決規定，則未有另訂程序，惟《議事規則》第 46條已訂明此
方面的例外情況。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九 )項  
 
7.117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九 )項訂明，立法會可通過議
案，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

任主席，調查由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提出，有關行政長

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指控。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

證據構成有關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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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議事規則》第 46(1)條
就施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九 )項的特別表決規定，訂明
屬例外情況。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7.118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訂明，《基本法》的修改提
案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修改《基本法》的建議，須經

香港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數、立法會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和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區向全國人大提

出。《議事規則》第46(1)條就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動議的議案，訂明屬例外情況。  
 
《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修正案  
 
7.119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訂明， 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批准。《基本

法》附件二第三條亦就 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
序訂有相同規定。《議事規則》第 46(1)條訂明上述屬例外情
況，規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議案根據特別的表

決規定進行表決。  
 
其他表決程序  
 
7.120 除《基本法》訂明的表決方法及規定外，《基本法》
第七十五條亦賦權立法會自行制定《議事規則》，涵蓋表決程

序其他方面的事宜。  
 
"過半數票 "的涵義  
 
7.121 在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所有議題均以出席會議而又參
與表決的議員的過半數決定。當立法局主席將待決議題交付立

法局表決時，他先請贊成該議題的議員說 "可 "，然後請反對的
議員說 "否 "。他繼而根據其所判斷可者及否者的數目，說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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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那一方佔多。如無議員質疑其判斷，他須宣布該議題就此

決定。如判斷受到質疑，立法局主席須命令立法局進行點名表

決，計算 "可 "、 "否 "及 "放棄表決 "者數目。由於《會議常規》
明文訂明，過半數是根據 "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 "的議員人數計
算，在決定是否過半數時只會點算 "可 "及 "否 "者的數目。 160 
 
7.122 《基本法》附件二所載的表決規定有所不同。政府法案
如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即為通過；而議員議案、

議員提交的法案和議員對政府法案提出的修正案，均須分別經

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分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

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因此，點算票數時是以 "出席會議 "的議
員數目，而非 "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 "的議員數目為計算依
據。這項規定引起一個問題，就是計算過半數票時應否把放棄

表決者點算在內。再者，鑒於《基本法》中文本在提述上述兩

種情況時就 "票 "一詞採用的措辭並不一致，而政府對有關詮釋
亦有其本身的見解，第一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遂決定對

有關事宜詳加研究。  
 
7.123 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基本法》附件二所載表決程序
中就 "票 "一詞採用的措辭並不一致，但委員會認為這純屬行文
問題。委員會贊同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和一名外間大律師的

意見，即《基本法》附件二按整體涵義理解大致清晰明確。根

據有關的法律意見，明顯可見，立法會須按照 "少數服從多
數 "的原則作決定。儘管不同情況的規定各有分別，但此原則在
《基本法》內獲得貫徹施行。因此，文中的 "票 "應是指 "贊成
票 "。由於 "放棄表決 "並不算投票，因此 "過半數票 "應指贊成議
題的實際票數佔多。為消除與此有關的任何疑問，委員會建議

在《議事規則》清楚訂明 "過半數票 "的涵義。 161 《議事規則》

於 1999年 4月 28日增訂第 46(4)條 162。此項條文訂明，若表決贊

成某議題的議員多於在進行表決時在席議員的半數，議題即獲

得過半數票。  
 

                                                                                                                                
 
160 1997年前的《會議常規》第 35(1)條。  
161 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8年 7月至 1999年 4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 2.8至 2.15段。  
162 1999年 4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_apr98c.pdf?page=6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428f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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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4 《議事規則》第 47條所載的現有表決方式，與 1997年前
立法機關的表決方式相若，分別在於現時立法會主席會請議員

舉手，以示贊成抑或反對該議題。立法會主席會根據其判斷，

說出其是否認為出席會議的議員中贊成該議題者達到多數。如

沒有議員質疑其判斷，他會宣布該議題就此決定。若受到質

疑，他會命令立法會進行點名表決。 163 如點名表決是通過裝設
在立法會會議廳的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所有議員須按下表決屏

上適當的按鈕，以示他們在席以及投票 (或棄權 )。如有議員未
有在表決時示明在席，立法會主席會提醒有關議員這樣做。如

因某些原因而無法使用電子表決系統，立法會秘書會根據《議

事規則》第 49條的規定，記錄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根據出席
會議的議員總數，以及表決贊成有關議題的議員總數，立法會

主席宣布點名表決的結果。  
 
立法會主席的一票  
 
7.125 在表決時把立法會主席算作出席會議的議員，是受《基
本法》的規定所支配，因為《基本法》規定必須計算所有出席

會議的議員。 164《議事規則》並無特定規則訂明立法會主席應

如何表決，而法例或《議事規則》亦無任何條文剝奪立法會主

席的投票權。儘管如此，按照長久以來的慣例，立法會主席會

放棄表決以維持其中立性。在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雖然立法
局主席並無行使其原有表決權，若出現贊成與反對票數相同的

情況，他仍須作決定性表決。不過，香港特區立法機關並沒有

出現這種情況，因為任何無法獲得出席會議的過半數議員表決

贊成的議案，均被視作不獲通過。此規定反映於《議事規則》

第 46(1)及 (4)條。  
 
在無議員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作出同意  
 
7.126 立法會亦訂有一項程序，讓立法會在沒有議員提出異議
的情況下，就某項行動作出同意。在《議事規則》中訂立此項

沒有異議即獲一致同意的規定，主要旨在就某項行動給予許

                                                                                                                                
 
163 請參閱《議事規則》第 48條有關電子表決系統的使用的規定。  
164 請參閱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8年 7月至 1999年 4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 2.16至 2.18段。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j.htm?48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_apr98c.pdf?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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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亦即就某項在立法會席前處理的議題作出決定。舉例而

言，《議事規則》第35(2)條規定，議案或修正案的議題在付諸
表決之前，可應動議人的要求予以撤回，惟須在無議員提出異

議的情況下，獲立法會許可。倘有一名或多於一名議員表示不

同意，該項要求即不獲許可，而立法會亦將繼續處理該項議案

或修正案。《議事規則》亦為下述情況訂定相若的安排：根據

第 58(11)條撤回審議法案期間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任
何修正案、擬議新條文或新附表 165，以及根據第26(8)(b)條撤回
仍未提出的質詢。《議事規則》第 89及 90條另規定，立法會須
當作已命令容許某議員出席民事法律程序擔任證人，以及就立

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除非藉任何議員動議的一項無經預告

的議案，決定拒絕給予許可。  
 
在全體委員會中的表決  
 
7.127 立法會的表決程序亦同樣採用於全體委員會。由於立法
會主席亦為全體委員會主席，他亦不會就任何議題作表決，以

維持其中立性。  
 
在委員會中的表決  
 
7.128 《基本法》附件二所載的表決程序只適用於立法會處理
的議案、法案及對法案提出的修正案。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表

決程序，須由立法會決定。在 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委員會作
決定時只點算參與表決的議員數目，放棄表決或沒有表決的議

員不會計算在內。第一屆立法會的委員會採用了相同的表決程

序，並一直沿用至今。  
 
7.129 《議事規則》中關乎委員會表決的唯一一項新訂條文，
是關乎委員會主席表決權的第79A條。《議事規則》第 79A條訂
明，凡《議事規則》規定，委員會的主席須在贊成與反對票數

相同的情況下作決定性表決，但他不可使待決議題因而獲得過  

                                                                                                                                
 
165 《議事規則》第 58(11)條。根據《議事規則》第 58(1 )條，任何條文的編號一經讀
出，將該條文納入該法案的待議議題，即當作已提出；如擬撤回在辯論過程中已

被讀出編號的條文，須符合《議事規則》第 58(11)條的規定。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8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8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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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該條規則亦規定，若委員會的主席享

有原有表決權，而他擬行使其表決權時，其表決權應與該委員

會其他委員的表決權同一時間行使。  
 
 
立法會會議的紀錄 

 
7.130 根據《議事規則》第 6條，立法會秘書負責製備立法會會
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的紀要。他亦負責製備立法會及全體委員

會所有會議的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雖然兩份會議紀錄均為同

一次會議製備，但目的並不一樣。會議過程的紀要載有出席名

單、所作決定、每次進行點名表決的詳情，以及《議事規則》

規定的其他紀錄。 166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般稱為 "立法會議事
錄 ")則是在會議上所作發言的逐字紀錄本。  
 
7.131 有關須為每次立法會會議製備會議紀要的規定，可追溯
至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第一次會議。在早年時，每次會議的紀
要經宣讀及修正 (如有此要求 )後，會在下次會議有足夠法定人
數而開始時隨即付諸表決。自 1912年起 167，會議紀要無須在立

法局會議上宣讀便獲通過，但有關紀要開始把所有發言逐字記

錄下來。 1968年 10月 9日，立法局通過以新訂的一套《會議常
規》取代 1929年的《會議常規》。根據新訂的《會議常規》
第 4條，立法局秘書的職責擴大至不僅包括須製備會議紀要，
還須製備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容錄載辯論過程中的全部發

言。根據新訂的《會議常規》第 4(2)條，立法局秘書須把每次
會議過程的紀要提交立法局主席簽署，以及在下次會議開始前

把紀要的副本分發予各位議員。雖然現時的《議事規則》並無

訂明通過該份紀要的方式，至今仍採用相同做法。  
 
7.132 立法會議事錄是以逐字記錄的方式，如實報道立法會會
議上講者主要在辯論過程中的發言，但按照一貫做法，在立法

會會議過程中所作的全部發言均會記錄在立法會議事錄內。由

於與會者在會議上大多以粵語發言，在製備立法會議事錄時，

                                                                                                                                
 
166 請參閱《議事規則》第 53(3)及 54(2)條。  
167 在會議紀要記錄發言的做法始於 1912年 3月 7日的立法局會議。《會議常規》亦在
同一會議上作出修訂。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3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
http://www.legco.gov.hk/1912/h120307.pdf
http://www.legco.gov.hk/1912/h1203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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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人員要把粵語口語轉化為書面語才記錄下來，當中涉及口

語和書面語在句式及詞彙上的對應轉換。編輯和謄錄人員在處

理過程中均嚴謹審慎，務求立法會議事錄內容完整準確。  
 
7.133 製備立法會議事錄一貫參照的原則，在厄斯金梅中闡述
如下： "(議會議事的正式紀錄 )雖然並非全然字對字的謄錄，但
卻是一份實質逐字記錄的報道，而在其過程中會把無意義的重

複、冗贅刪去，把明顯的錯誤更正；另一方面，在語意上及在

理論闡述上均不作增減。 " 168 立法會議事錄的草擬本備妥後會

送交全體議員及獲委派官員置評，若有任何建議改動，只有性

質不涉重大內容修改者，方會獲接受納入確定本內。立法會議

事錄的確定本隨後會由現場發言的語言翻譯為另一語言，編

製成為備有中、英文本的會議過程完整紀錄，供公眾閱覽。有

關製備立法會議事錄的更多詳情載於第4章。 169 
 
7.134 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以中、英文發
表，並存放於立法會圖書館及立法會網站，供公眾閱覽。  
 

                                                                                                                                
 
168 請參閱厄斯金梅 (第 24版 )，第 130頁。  
169 請參閱第 4章，第 4.17至 4.18段。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4/chapter_4c.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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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方式

7.1 立法會的決定是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雖然香港特區立法機關主要採用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運作模式處理事務，但此模式亦因應香港特區成立後的一些發展而有所改變。不過，立法會仍沿用一貫的商議形式處理主要事務。本章會詳細闡釋立法機關在每個會期處理事務的周期、立法會在每次例會上處理各類事項的次序及如何作出決定。本章亦會載述各類立法會事務的歷史背景和性質，以及處理立法會議程每一事項的程序，包括表決方法。

每個會期處理事務的周期


7.2 每4年一屆的立法會共有4個會期。一如第2章所述
，每個立法會會期開始及結束的日期，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決定。
 自第一屆立法會第二個會期開始，
 每個會期按一貫安排由10月開始，至翌年7月結束。

7.3 按原來慣例，立法會每個會期的事務是以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開始。此慣例安排在2002年至2005年期間，以及在2012年有所改變。自2012-2013年度會期以來，施政報告是在1月發表，即在會期於10月開始之後3個月。
 一如第5章解釋
，政府認為縮短發表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預定於2月底發表)的時間差距，會有助確保施政報告公布的新措施得以迅速推行。由於此項改變，現行做法是由1月開始討論政府未來一年的新措施，而致謝議案辯論則在2月進行。在財政預算案於撥款條例草案在2月底提交立法會時公布後，立法會便進行審議開支預算，並於4月底前恢復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餘下的立法程序通常另需舉行數次會議才完成。在此期間，為實施財政預算案內收入措施的立法建議，會提交立法會審議，使立法過程得以在可容許的時限內完成。由行政長官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120章)
作出的《公共收入保障令》中所涵蓋的立法建議，必須於有關命令在生效當天(通常是行政長官批准把撥款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後簽署該項命令當天)起計的4個月內，完成制定成為法律的立法程序。至於須透過新法例或修訂現行法例而實施的收入措施，立法時間表則由政府決定。

7.4 由於所有法案均會在每屆立法會完結時失效
，在首3個會期內提交審議的法案可於隨後的會期繼續審議。常見的情況是，法案委員會會利用立法會在夏季休會期間，繼續進行法案的審議工作，以便在立法會於10月復會時，可在立法會會議恢復有關法案的程序。

7.5 立法會通常在1月至5月或6月的期間內，處理該周期所涵蓋的施政報告、致謝議案和撥款條例草案(均屬《議事規則》載列的固定事務項目)，同時亦在10月至7月的各次例會上亦須處理恆常的立法工作及其他事務。

會議

立法會會議

7.6 一如第2章解釋，除了公眾假期、長假期和審議財政預算案期間，立法會會議在會期內逢星期三舉行
。立法會各次會議的日期及時間由立法會主席決定
，新一屆立法會首次會議的日期除外，該次會議日期由行政長官指明
。每屆立法會首個會期各次會議的日期，會於在首次會議上選出立法會主席後公布，而隨後各個會期的會議日期，則會在每一會期完結前(通常在7月初)通知議員及政府。立法會主席在決定會議時間表後，可隨時將會議的日期及時間押後或提前。
 立法會每次會議的書面預告，須由立法會秘書於會議日期最少14整天前發給各議員；但遇緊急情況，立法會主席可免卻此預告。


7.7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須另擇一天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可命令於另一天繼續舉行會議。
 根據《議事規則》第14(5)條，立法會主席可隨時將會議暫停，或宣布休會待續。


7.8 按照自2005年4月以來的慣例，每次立法會會議由上午11時開始
，一直進行至該次會議議程上所有項目處理完畢。倘若會議不大可能在午夜前結束，立法會主席在2015年3月之前的做法是在晚上10時左右暫停會議
，並於另一天上午9時或下午2時30分復會，恢復進行餘下的程序。紀錄顯示，自第五屆立法會開始以來，有超過一半的立法會會議為時多於一天。為了讓議員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處理其他立法會相關職務，以及促進為立法機關工作提供支援服務的人員在工作及生活方面有健康的平衡，內務委員會於2015年1月30日決定向立法會主席作出建議，即議程上的事項若不大可能於會議當日晚上10時前完成，立法會會議暫停的時間調整至晚上8時。此建議獲立法會主席接納，並於2015年3月付諸實行。

7.9 按照自2011-2012年度立法會期開始的慣常做法，如在下次例會前不能在其他日子繼續舉行會議
 
，上次會議尚未處理的事務便須延擱至下次例會處理，並按《議事規則》第18條所載各類事項的次序列入議程內。


7.10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四)及(五)項(反映於《議事規則》第15條)，立法會主席在休會期間可召開特別會議
，以及應行政長官的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如緊急會議須在立法會當屆任期完結或立法會解散後召開，《議事規則》第15(1)條訂明，該次會議必須於指明舉行選出立法會議員的換屆選舉的日期前的期間內舉行。


全體委員會

7.11 在載述立法會會議程序時，亦有需要說明立法會與全體委員會如何在同一次會議上進行工作。在香港的立法機關，全體委員會是由全體立法會議員組成，由立法會主席擔任主席
。香港立法會主席兼具雙重主席身份是獨特的安排，因為在其他採用英國議會模式的立法機關，全體委員會主席並非由議長擔任，而是由另一位主席擔任。
 此項獨特安排沿用自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是權宜方便多於基於任何特別原則。由於立法會與全體委員會在同一會場舉行會議，而所處理的事務列於同一議程內，旁聽立法會會議的人士不易區分立法會與全體委員會兩者的程序。

7.12 全體委員會有權對法案作出修正，包括增訂新條文及新附表，但此等修正必須獲接納可由兼任全體委員會主席的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予以考慮。
 根據《議事規則》所訂的三讀立法程序，二讀法案的議案獲立法會通過後，該法案即告付委予全體委員會(或按立法會決定或立法會主席命令將該法案付委予專責委員會)。


7.13 在全體委員會中，議員被稱為"委員"，而主席被稱為"委員會主席"。幾乎所有載於《議事規則》H部(發言規則)、I部(會議規程)及J部(表決)中關乎發言規則、舉止及秩序、表决及其他程序而適用於立法會的規則，同樣適用於全體委員會。唯一分別是，在全體委員會中委員可發言多於一次
，而不受議員只可就每項議題發言一次此項一般規則所規限。此點會在第8章中加以解釋。

會議法定人數

立法會會議法定人數

7.14 《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訂明，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這項規定反映於《議事規則》第17(1)條，該條訂明該數目包括立法會主席在內。

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

7.15 第七十五條就會議法定人數訂明的規定適用於立法會。由於全體委員會會議的程序為由立法會決定的立法過程的一部分，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規定亦由立法會決定。第一屆立法會決定採納的做法是，以立法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即不少於全體議員(包括主席在內)的二分之一，作為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並反映於《議事規則》第17(1)條。


因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傳召議員


7.16 在指定的立法會會議開始時間，立法會主席如認為出席會議的議員似乎不足法定人數，會指示秘書點算在會議廳內出席會議的議員數目。如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會指示鳴響傳召鐘15分鐘，以傳召議員到場。如在15分鐘後仍未有足夠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會命令會議不能舉行。如有足夠法定人數，而會議開始進行，按照慣例，在該會議進行期間(包括在另一天恢復舉行會議時或會議暫停一段期間後)，除非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指出會議不足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不會再次點算議員人數。

7.17 在舉行會議期間，如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指出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立法會主席按規定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在15分鐘後，如仍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立法會主席按規定即須宣布休會待續。
 至於全體委員會，在傳召鐘鳴響15分鐘後，如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全體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立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7.18 在2004年11月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一位獲委派官員在辯論進行期間，向立法會主席指出會議法定人數不足，立法會主席隨後指示點算出席會議的議員人數，並命令鳴響傳召鐘。關於除立法會議員外，其他人可否在會議席上向立法會主席指出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的問題，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17(2)條的擬寫方式，認為任何出席會議的人，包括獲委派官員及任何立法會人員，可向她指出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
 2013年7月12日，內務委員會決定修訂《內務守則》第24(h)條，訂明在委員會會議進行時，如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法定人數，只有委員會的委員可向委員會主席提出此事。當時並無決定將同一原則應用於立法會會議。

7.19 在《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數位議員屢次根據《議事規則》第17(3)條要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並表明此舉旨在就程序進行"拉布"。由於屢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以致有兩次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
在2012-2013年度及2013-2014年度會期，相同的數位議員決定"拉布"，當時亦多次出現同樣的情況
。就此，立法會主席曾邀請議事規則委員會參照海外立法機關的做法，檢討《議事規則》內有關會議法定人數的條文，以期更有效地運用立法會的時間。
 
 在此項研究中，議事規則委員會曾參考海外立法機關的經驗，並研究了各個建議方案，例如把會議法定人數規定的適用範圍限於立法會會議程序的特定環節，並對議員在立法會會議進行期間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權利作出規限。委員會的結論認為，該等建議方案不是與《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的目的或意旨相抵觸，便是會構成不相稱地行使《議事規則》相關條文及《基本法》賦予立法會主席的權力的問題。

7.20 如在進行點名表決時發現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該次點名表決將會無效，而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視屬何情況而定)須按照上文所述的程序，指示傳召議員到場。
 在出席會議的議員達到法定人數後，點名表決會再次進行。實際上，如點名表決鐘鳴響5分鐘後會議法定人數不足，立法會主席會命令響鐘傳召議員。

7.21 如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須休會待續，在宣布立法會會議休會待續前正在討論或仍未處理的事宜會延擱至下次會議再行處理。


在釐定會議法定人數時如何考慮議席空缺

7.22 2010年1月25日，5位議員辭去立法會議席，而在2010年1月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詢問在計算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時，應否計入該5個議席空缺。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
，《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訂明，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在《基本法》中，"全體議員"一詞的涵義未有界定。儘管《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17條訂明立法會議席空缺並不影響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權力或立法會程序的有效性，但該項條文並無訂明議席空缺對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有何影響。因此，就主持立法會會議而言，立法會主席有需要對《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作出解釋。如採用考慮立法目的的方式解釋"全體議員"一詞在《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中的涵義，該詞可指立法會議席總數的全體議員，或在任的全體議員。

7.23 立法會主席在作出裁決前，曾就此事諮詢立法機關的法律顧問
 與一位外間大律師的意見。立法會主席亦參考了由立法會秘書處就其他立法機關在會議法定人數規定方面的做法所編纂的資料。立法會主席於2010年2月3日的會議上，即在該5位議員的辭職於2010年1月29日生效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上，宣布他的裁決。


7.24 立法會主席在其裁決中強調，他必須根據《基本法》及按照《基本法》及立法會《議事規則》主持會議。他察悉，"全體議員"一詞出現於《基本法》各項條文，以及《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他認為若他現在為要確定構成會議法定人數所需的議員數目，而就《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中"全體議員"的涵義作出解釋，這解釋可能被視為亦適用於有提述到同一詞語的其他條文，因而對這些條文的應用產生一些不能預見的影響。

7.25 鑒於牽涉的問題複雜，立法會主席決定審慎處理，並根據《議事規則》第17條，即《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對法定人數規定的轉述及補充，定出以30名議員為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立法會當時的議席數目為60席)，而無論"全體議員"應當理解為60名或少於60名，30名議員之數都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因而此決定不會與《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相抵觸。立法會主席又重申，這決定不應影響日後對"全體議員"一詞作進一步解釋。

7.26 議事規則委員會支持立法會主席的決定，但因應一位委員的要求，亦曾就此事進行研究。除參考立法會主席所考慮的意見及參考資料外，議事規則委員會亦邀請了政府就立法會的會議法定人數提供意見，尤其是《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中"全體議員"一詞究竟應指全部60個議席，還是指全體在任議員。

7.27 政府於2010年4月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供了意見。政府亦研究了立法會主席取得的法律意見，並曾進行一項有關研究，探討海外立法機關就法定人數規定所採用的原則，以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就此事的商議。政府認為，《基本法》中"全體議員"一詞應指立法會的全部認可議員，而非當時全體在任立法會議員。因此，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計算法定人數要求的基礎應是指立法會的全部認

可議員，即使在舉行立法會會議時，部分議員的席位已懸空。議事規則委員會注意到，政府的意見與立法會主席的決定及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對此事的意見一致，最終認為無須進一步研究此事。

7.28 由2012-2013年度會期起，立法會的議席增至70個，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為35名議員，包括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內。

主持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會議


7.29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立法會會議由立法會主席主持。此條文反映於《議事規則》第3(1)條，當中進一步訂明，"立法會設有立法會主席一職，主席如出席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並認為能執行主席職務，須主持立法會會議或擔任全體委員會主席"。此規則包含兩項元素：第一，如立法會主席在席，他是唯一可主持會議的人；第二，由立法會主席自行決定他是否"能執行主席職務"，即是否能主持會議。

7.30 若立法會主席缺席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或認為不能執行主席職務，以下安排將告適用：

(a)
由身為立法會代理主席的內務委員會主席主持該會議
；

(b)
如內務委員會主席缺席，或認為自己不能執行主席職務，則由同樣身為立法會代理主席的內務委員會副主席主持該會議
；或

(c)
如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同時缺席，或內務委員會副主席亦認為自己不能執行主席職務，則由在席議員互選一名議員主持該會議
。

7.31 一如第2章解釋
，立法會代理主席享有《議事規則》賦予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在該次立法會會議或全體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可行使的一切權力。

7.32 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歷史上，立法局或立法會主席曾在某些情況下認為自己不能執行主席職務，並要求立法局或立法會代理主席主持會議的相關部分：

(a)
在1993年6月2日的立法局會議上，立法局主席施偉賢爵士在議員質詢時間表示，鑒於他作為滙豐銀行董事所構成的潛在利益衝突，他請立法局代理主席杜葉錫恩議員在質詢時間中，當議員就銀行對現金存款的收費提出質詢及官員答覆時，代為主持會議；及

(b)
就2012年2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認為，由於他早前曾公開宣布會認真考慮參選行政長官，因此他不能考慮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就行政長官維護來屆行政長官選舉公平公正的責任所提出的休會辯論申請。當時立法會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行使立法會主席的權力，准許該項休會辯論列入議程。然而，由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其後宣布不會參選行政長官，他主持了該項休會待續議案的辯論。

7.33 另有一次情況，在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時任立法局主席的黃宏發議員當選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後，一些立法局議員質疑若他須就有關臨時立法會的事項作出裁決，會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當時，黃議員亦正競選臨時立法會主席一職。一名立法局議員作出預告，表示擬動議一項議案以促請政府尋求法院宣告存在該等利益衝突。黃議員以立法局主席身份，容許該議案及就議案提出的一項修正案列入1997年1月29日會議的議程，並親自主持該項辯論。立法局最終通過經修正的議案。


語文

7.34 《基本法》第九條訂明，香港特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在立法機關，議員在立法會發言，可用普通話、粵語或英語。
 立法會所有會議均設有即時傳譯及手語傳譯服務，以便公眾人士明白以上述任何語文進行的立法會會議過程。所有向立法會提交或由立法會編製的文件，均備有中文及英文本。

立法會議程

7.35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訂明，立法會主席的職權包括決定議程
，而政府提出的議案
 須優先列入議程。此條文反映於《議事規則》的下列條文：

(a)
《議事規則》第19條，當中規定立法會議程由立法會主席決定，議程上的所有事項須依照《議事規則》第18條所列各類事項的次序處理
；及

(b)
《議事規則》第18條，當中列明立法會會議各類事項的次序，政府提出的法案及議案須較議員所提出者獲優先處理
。

7.36 立法會議程由立法會秘書向立法會發出，載列由立法會主席決定的所有處理事項。由於立法會主席需要時間考慮就法案及議案提出的擬議修正案，立法會秘書會在立法會會議日期6整天前發出議程初訂本，並在會議日期1整天前發出正式議程。議程可於會議舉行前或會議進行期間作出修訂，以加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急切事項，例如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進行的休會辯論。

各類事項的次序

7.37 立法會例會的事項次序載於《議事規則》第18條。此次序基本上依循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所訂的次序，惟政府提出的法案及議案與議員所提出的法案及議案分開列出，而法案須列於議案之前。政府法案及議案列於議員法案及議案之前，是要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所載的規定
，儘管1997年前的《會議常規》也訂有相同的規定。
 在立法會會議各類事項的次序中，優先處理政府法案及議案是反映《基本法》所訂政府須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規的憲制責任
。各類事項的次序在1997年後另一改變，是新增了一類事項，即議員可就提交立法會省覽而沒有修正案的附屬法例進行辯論。此項對《議事規則》第18條的修訂於2009年12月2日獲立法會通過，在本章較後部分
 及第10章中會加以說明。

《議事規則》第18條

7.38 《議事規則》第18(1)條規定，每次會議的事項須依照以下次序處理，但行政長官根據第8條或第13條出席的會議、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以及為選舉立法會主席而舉行的會議除外：

(a)
進行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

(b)
致悼辭及其他禮節性演辭。

(c)
立法會主席宣讀各項文告及作出各項宣布。

(d)
提交呈請書。

(e)
將文件、委員會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

(f)
向政府提出質詢及由政府作答。

(g)
由獲委派官員發表聲明。

(h)
作出個人解釋。

(i)
政府提交的法案。

(j)
政府提出的議案，但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或其他文書提出者除外。

(ja)
政府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

(jb)
議員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

(k)
議員提交的法案。

(l)
議員提出的議案，但上文(jb)段所指明者除外。

(m)
處理就議員出席民事法律程序擔任證人一事及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給予許可的要求。

(n)
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提出的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7.39 上述事項可分為兩部分。(a)至(h)項為無須由立法會決定的事項，議員不容就當中任何事項進行辯論。除向政府提出的質詢及呈請書外
，議員無須就該等事項作出預告。
 (i)至(n)項屬立法會事務的主要部分，會議席上會就法案及議案進行辯論及表決。此種事項分類模式與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立法機關所作的安排相若。在這些立法機關，"其他事項"(包括沒有異議的私人事項、質詢以及若干雜類事項)一般會先於"公共事項"(主要包括須進行辯論的事項)獲得處理。
 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在1997-1998年度草擬首份《議事規則》時，經考慮後因應《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重新編排與立法程序及其他議案有關的事項。
 在(i)項下的政府法案列於所有須作辯論及由立法會決定的其他事項之前。

《議事規則》第18條的暫停執行

7.40 若須更改《議事規則》第18條所列各類事項的次序，不論是一次性或暫時安排，該條文須藉立法會根據第91條議決暫停執行。
 第18條暫停執行後，立法會主席仍須優先處理政府法案及議案。

進行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

7.41 一如第3章解釋
，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宣誓擁護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1章)指明立法會誓言的方式及形式。宣誓在新一屆任期的首次會議上進行，議員可選擇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如議員未能在首次會議上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或在該屆任期內透過補選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其宣誓會於盡可能最早的一次立法會會議開始時進行。根據《議事規則》第1條，議員如未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不得參與立法會會議或表決。

致悼辭或禮節性演辭

悼辭

7.42 按照慣例，宣讀悼辭旨在悼念於任內逝世的議員。首先會由立法會主席致悼辭，然後由其他議員致悼辭。如進行默哀，默哀通常為時1分鐘，以示對已故議員的敬意，並會在所有悼辭宣讀完畢後進行。
 此事項須先獲立法會主席許可，方可列入議程。


默哀

7.43 立法會主席可命令或容許進行默哀，通常為時1分鐘，藉以對在任議員、與立法會有密切關係的人士
 或曾對香港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的逝世表示哀悼。
 一般而言，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的在任首長，或前任立法局或立法會主席，均被視為與立法會有密切關係。至於不在此列的已故人士，立法會主席可容許議員動議休會辯論，藉以向他們致敬。
 此外，內務委員會亦可進行默哀。議員未經立法會主席許可而在立法會會議進行期間發起默哀，即屬不合乎規程。


7.44 近年，立法會主席亦容許立法會為重大事件(包括一些在香港境外發生的重大事件)中的死者默哀1分鐘。
 
 
 2010年9月2日，立法會在夏季休會期間召開特別會議，就一項與2010年8月23日於菲律賓發生的事件中罹難的香港市民有關的議案進行辯論。立法會在該會議開始時默哀1分鐘。

宣讀文告及立法會主席的宣布

歷史背景

7.45 在歷史上，就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而言，立法局主席早期由總督擔任，而在該段時期，立法局主席通常會指令一名官員宣讀英皇或國務大臣就有關皇室或立法局事務的事宜所作的文告。
 從1860年代中期開始，此等文告改為在適當的時候提交立法局省覽，例如若國務大臣的文告關乎某法案，該文告會在該法案首讀時提交立法局省覽
。立法局主席的宣布通常關乎立法局議員的更替和常設委員會委員的任命。
 除致辭歡迎新任議員加入立法局外，在此刻亦會致惜別辭，向行將退休的議員致意。立法局主席有時會以總督身份，以聲明的形式作出宣布，表明政府對備受公眾關注的迫切事宜或重大事件的立場。
 議員不得就立法局主席的宣布或聲明提出問題。

現行做法

7.46 在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立法會主席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的宣布，一般關乎與立法會有關的事宜。舉例而言，在2010年2月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主席作出聲明，就5名議員在該會議前的一星期辭職後立法會的會議法定人數陳述意見。
立法會主席有時可能會宣布某些常設會議安排的改變，或其控制立法會會議秩序的做法。舉例而言，在2014年1月15日行政長官擬發表其施政報告的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主席在會議開始時便說明他會如何處理議員對行政長官使用冒犯性和侮辱性言詞的情況。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有需要，亦可於立法會會議進行期間，宣布有關進行會議的特定安排。
 立法會主席的宣布不容辯論，但他可酌情回應議員為求澄清而提出的問題。

7.47 從外間團體接獲的信息，或一般性質的宣布，通常在立法會會議以外送交議員傳閱。此類事項如需列入會議議程作為處理事項，必須先取得立法會主席的許可。
 惜別辭現時是在立法會任期完結時，經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議案在當屆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表。

提交呈請書

歷史背景

7.48 由立法局議員提交呈請書的做法，在香港有悠久歷史。這做法最初在1858年的《會議常規》中訂立，呈請書原本是當總督開始主持會議時便向他本人提交，直至1913年才改為向立法局提交。即使如此，本身為總督的立法局主席有權按當時就呈請書訂定的準則，決定呈請書應否向立法局提交。1858年的《會議常規》只規定，呈請書應是謙恭而值得提交的。

7.49 在1884年的《會議常規》中，呈請書的提交與私人權利和訊問證人掛鈎；而且呈請書須與"立法事宜"相關。1929年的《會議常規》刪除了有關呈請書須與立法事宜相關的規定，但加入了其他準則，包括規定若呈請書要求批給公帑或解除欠公帑的債務，則須獲總督明示其薦議，以及呈請書須符合立法局不時訂明的任何其他規則。

7.50 至於呈請書的處理方式，1858年的最早期規定是訂明呈請書須由立法局通過議案後方可宣讀。呈請書一經宣讀，可由立法局本身跟進，或交付委員會處理，而且可傳召證人。在1884年，呈請書與受擬議法案影響的私人權利受到侵犯的情況掛鈎，特別訂明"所有有利害關係的各方均可在為該目的而提出呈請書，得到相關議案獲動議、附議及通過的情況下，親自或由大律師代表在立法局或其任何委員會席前陳詞。"
 提交呈請書的議員、呈請人或任何其他證人均可被傳召，證供須由立法局秘書記錄。

7.51 1912年的《會議常規》訂明，立法局主席須接受呈請書，但如他對呈請書是否符合《會議常規》所載的規定有任何疑問，須把此事轉交稱為法律委員會的委員會決定。
 然而，就呈請書是否"措辭恰當和謙恭"的問題，立法局主席的決定為最終決定。立法局主席同意接受的所有呈請書，均須提交立法局省覽，但無須付諸表決，除非提交呈請書的議員動議該呈請書須予宣讀、印載或交付專責委員會以作考慮及報告。呈請書如與某特別或常設委員會正審議的任何法案有關，應交付該委員會處理，而該委員會須把呈請書連同其報告一併呈回立法局。

7.52 有關提交呈請書及將之交付委員會處理的會議常規，在1968年大幅修訂。當時最重大的修訂是不再規定立法局須通過議案才可將呈請書交付委員會處理。《會議常規》第13條訂明，如有議員要求將在立法局席前提交的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而有不少於10名議員起立支持此要求，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在1968年，立法局議員的總數為26名。上述的新訂條文使備受眾多(但非大多數)立法局議員關注的事宜，可交由專責委員會研究。支持如此交付呈請書所需的議員人數，在1976年增至15名(當時的議員總數為42名(最多為46名)
)，並在1983年增至20名(當時的議員總數為48名(最多為58名)
)，"以反映立法局議員數目的增加"。須注意的是，在1968年，專責委員會是立法局內除常設委員會外，唯一一類具有界定職權範圍的委員會。

7.53 1968年的《會議常規》所訂的有關條文由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繼續沿用至1997年6月，其後獲臨時立法會通過採納，並納入現時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的《議事規則》內。

現行做法

內容及格式

7.54 根據《議事規則》第20條，呈請書只可由立法會議員提交。議員如擬於立法會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應於該會議日期前最少一天知會立法會主席。議員應以書面證明該呈請書是謙恭的，而且他認為值得提交該呈請書。呈請書應用中文或英文書寫。

7.55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呈請書要求訂立規定以：

(a)
徵收新稅項或增加稅款，或在政府收入或香港特區其他公帑中增添新負擔項目或增加已有的負擔；或

(b)
更改但非削減該等負擔項目；或

(c)
了結或免除欠政府的債務，

則除非已獲行政長官給予書面同意，否則不應准許提交該呈請書。上述同意應記錄在立法會的會議紀要內。


7.56 議員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時，可簡述呈請人的數目和身份，以及呈請書的要旨，但不應再作其他發言。


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7.57 呈請書提交後，如有議員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而隨即有不少於20名議員起立支持此要求，呈請書便會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一如上文所述，這項安排已納入《議事規則》內，因為這是在1997年之前訂立的機制一部分，使備受眾多立法局議員關注的事宜得以交由專責委員會研究。專責委員會如須行使傳召證人的權力，《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第9(2)條規定，專責委員會須獲立法會藉決議授權，方可行使該權力。

7.58 2013年5月8日，香港特區立法機關歷來首次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該呈請書與一名前廉政專員的操守有關，其後交付由立法會主席在2013年6月17日委任的專責委員會處理。該專責委員會舉行會議及決定調查有關事宜，並在2014年7月9日向立法會作出報告。自此以後，再有若干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研究。


7.59 在呈請書交付由立法會主席委任的專責委員會處理後，何時及如何跟進呈請書所涉的事宜須由專責委員會決定。
 若專責委員會認為應進行全面調查，而且其應獲授權行使傳召證人的權力以進行有關調查，便須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此動議議案。該議案應載述擬進行調查的範圍。專責委員會應按照《議事規則》第79條所載的程序進行工作。

將文件及委員會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

7.60 屬於《議事規則》第21條涵蓋範圍以內的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包括下列各類文件：

(a)
須根據香港法例的任何條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任何報告或文件
，例如法定團體的年報
；

(b)
須提交立法會省覽、在政府憲報刊登的任何附屬法例或其他文書；

(c)
法案委員會在完成研究根據《議事規則》第75(4)條交付其處理的法案後作出的報告；


(d)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根據《議事規則》第49D條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及

(e)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立法會任何委員會、議員或獲委派官員擬提交的任何文件。

7.61 根據《議事規則》第21條，獲委派官員和議員均可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但議員提交的文件須經立法會主席許可。
 有關文件應送交立法會秘書，而立法會秘書會將該文件分發每一名議員，並安排將該文件發表。


就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發言

一般原則

7.62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的議員或獲委派官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就該文件向立法會發言。
 由於發言不容辯論，
 任何議員如擬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須在會議前提交其擬發表的演辭，以便立法會主席決定該演辭是否可能引發辯論。
 立法會主席可酌情准許向發言的議員或獲委派官員提出簡短問題，以求澄清該議員或獲委派官員在發言中提出的任何事宜。


就附屬法例發言


7.63 任何議員或獲委派官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在審議期
 内，就已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或其他立法文書
 向立法會發言，除非在同一會議上，另有議案藉以修訂有關的附屬法例(或文書)，或根據《議事規則》第49D條藉以察悉就有關的附屬法例(或文書)提交省覽的報告。《議事規則》第49D及49E條所載的安排是在2009年引進，在此之前議事規則委員會曾進行研究，處理議員對有關就立法會審議的附屬法例發言的限規所提出的關注。即使議員可在任何藉以修訂有關的附屬法例的議案辯論中發言，但並非所有附屬法例均會作出修訂，而議員可就相關法例發言的唯一機會，便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條向立法會發言。由於此類發言不可引發辯論，議員便難有發言機會。

7.64 議事規則委員會經研究後建議訂立一項程序，該程序於2009年12月2日獲立法會通過。根據新訂程序，負責監督審議附屬法例的內務委員會應在審議期完結前，根據《議事規則》第49D條將其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如任何議員表示有意就報告内的任何附屬法例發言，內務委員會主席將動議一項察悉該報告的議案。如就同一附屬法例，已有根據《議事規則》第29(2)條作出預告，以動議修訂該附屬法例的議案，這項察悉報告的議案則不得另行提出。同一道理，如報告內提述的某項附屬法例是立法會即將辯論的議案的主題，則根據《議事規則》第21(7)條議員不得就該附屬法例向立法會發言。至於根據《議事規則》第49E條動議的議案的辯論方式，詳情載於第10章。


就法案委員會的報告發言

7.65 法案委員會的報告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規定，是由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訂立。為確立立法會與其委員會之間的正式關係，所有委員會須在完成工作後或在有需要時，向立法會作出報告。根據《議事規則》第76(9)條，法案委員會在完成研究所獲交付的法案後，須盡快以書面知會內務委員會其商議的結果，然後再向立法會作出報告。當法案委員會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後，《議事規則》第21(4)條規定提交該報告的議員可在法案恢復二讀辯論開始之時，就報告向立法會發言。《議事規則》第54(7)條進而規定，作出此報告的議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於二讀辯論時首先發言。

7.66 《議事規則》第21(4A)條於2005年增訂，規定如有關法案將在立法會會議上宣布撤回，提交法案委員會報告的議員可在同一會議上發言。此項安排被認為屬於必要，因為法案原本只可在其恢復二讀辯論或進行三讀的程序開始時宣布撤回或押後處理。在有關法案二讀辯論中止待續後，如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過程中決定撤回法案，則宣布撤回法案的最合適時機便是法案恢復二讀辯論之時。2005年5月4日，立法會通過對《議事規則》第64條作出修訂，訂明如恢復二讀辯論的目的是為了宣布撤回某法案，負責該法案的議員或官員可在恢復二讀辯論的程序開始時，宣布撤回該法案。
增訂《議事規則》第21(4A)條，是旨在讓提交法案委員會報告的議員，於同一會議上在負責法案的議員或官員宣布撤回法案前發言。

質詢時間

7.67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立法會獲賦職權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而政府亦須按照《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政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規定，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具體而言，《議事規則》第22(1)條規定，任何議員均可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質詢，要求提供有關該事的資料，或要求政府就該事採取行動。

口頭及書面質詢

7.68 除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准許的急切質詢外，議員須就其有意在某次會議上提出的質詢作出預告。
議員須指明要求口頭答覆或書面答覆。
 關於議員如何獲分配質詢時段，以確保每位議員均有公平機會提出口頭及書面質詢，詳情載於第9章。

7.69 根據《議事規則》第23條，除第(1)款所述的會議外
，每次立法會會議可提出不多於22項質詢
，如某次會議將會就一項或多於一項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則不得有多於6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
 如某次會議並無編定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立法會主席可准許最多10項口頭質詢在該次會議上提出。
 內務委員會可向立法會主席建議某次會議上不得提出口頭質詢。
 就此方面，一如《內務守則》第7(e)條反映，內務委員會決定，在辯論撥款法案和辯論和致謝議案的立法會會議上，不可向政府提出口頭質詢。


7.70 在一般安排上，每次立法會會議均會預留2小時的時段(實際上已延長至兩個半小時)用作質詢時間，以供提出6項口頭質詢。隨着立法會會議過程在電視及網站上廣播，口頭質詢的會議過程尤其備受市民大眾注意。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已成為要求政府問責的重要工具。即使議員在會議上不獲編配質詢時段，也可提出補充質詢。輪候提問補充質詢的議員不斷增加的情況亦頗為常見。2012年5月25日，內務委員會決定，一項口頭質詢(包括任何補充質詢或跟進質詢及所有答覆)的總時限不應超過22分鐘。此規定現反映於《內務守則》第9A條。為了讓議員有公平機會提出補充質詢，立法會主席會利用電子輪候系統，記錄議員按鈕示意提出補充質詢的時間，並讓會期內提出最少補充質詢的議員及輪候名單上排前的議員優先提問。詳情載於第9章。

急切質詢

7.71 儘管《議事規則》訂明每次立法會會議准許提出質詢的最高數目
，以及有關的預告規定
，議員仍可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以事項性質急切及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為理由，請求立法會主席准許無經預告而提出質詢，惟有關議員須已經私下向政府作出充分的預告，以便政府能答覆該質詢。此安排適用於任何會議，包括《內務守則》第7(e)條所述的任何會議，
 但《議事規則》第23(1)條所述的會議則除外。倘若立法會主席准許在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就相關主題提出兩項或多於兩項急切質詢，他可請獲委派官員按該等質詢在議程上的排列次序，先依次逐一回答質詢，然後才回答所有補充質詢。有關詳情載於第9.64段。

獲委派官員發表的聲明

7.72 官員發表聲明列於質詢時間之後，如此編排有其歷史原因。在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早期，政府官員經常藉發表聲明，解釋過往會議上其就議員質詢所作答覆被誤解的任何事宜，或對先前的答覆作補充。
 舉例而言，1968年11月20日，律政司發表聲明，就先前一次會議上其就一項口頭質詢的答覆中所提供的錯誤數字表示遺憾，並就錯誤致歉。
 另一例子是律政司於1969年11月19日發表聲明，糾正一則有關立法局議員的特權的報章報道對市民大眾所造成的錯誤印象。
 一般而言，發表聲明是為了宣布新法例、政府白皮書及政府所作調查的結果。在1960年代末及整個1970年代，發表聲明的次數相對頻密，每個會期所發表的聲明有6至8項。儘管立法會一向主張政府如有任何重要的新政策，應透過在立法會發表聲明先行告知議員，但近年這一做法已較不常用。在第四屆立法會的4年任期內，只曾發表兩項聲明，而內容均與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

7.73 現行《議事規則》第28條沿用自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會議常規》第20條。根據《議事規則》第28(1)條，獲委派官員如擬在立法會會議上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發表聲明，須在該次會議開始前，知會立法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18(1)條，發表聲明列於質詢時間之後，和在立法會處理須由立法會決定的事項之前。假若有必要發表聲明，但立法會已開始處理《議事規則》第18(1)條(i)段或其後的事項，則有需要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18條。

7.74 《議事規則》第28(2)條訂明，議員不得就聲明進行辯論，但立法會主席可准許議員向發表聲明的官員提出與聲明有關的簡短扼要的問題。該款原本規定，簡短問題的目的應只是為求澄清。然而，在實際上，議員就聲明提出的問題往往並非只是為求澄清。
 在2007-2008年度，因應立法會主席的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海外立法機關就大臣／部長發表的聲明提問的規則和慣例，並建議將《議事規則》第28(2)條修訂為現行的寫法。有關修訂於2008年2月20日獲立法會通過。自此，立法會主席准許最少有1小時，盡量讓議員向發表聲明的政府官員所提出的簡短扼要問題可獲答覆。


作出個人解釋

7.75 議員如擬作出個人解釋，須知會立法會主席，並預先向立法會主席提交擬作解釋的文本。議員必須獲立法會主席同意，方可作出解釋。立法會主席批准議員作出解釋前，須確保該項解釋不會引發辯論，以及內容恰當。議員的解釋不得偏離獲同意的內容。


7.76 與其他發言或聲明類似，解釋不容辯論，但立法會主席可准許向作出解釋的議員提出簡短問題，以求澄清。


7.77 如所作的解釋是關乎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或第七十九條第(七)項動議的取消議員的資格的議案，而有意作出解釋的議員無法出席會議，立法會主席可指示將該項解釋的文本複印並送交每名議員，而該項解釋的內容須當作已予宣讀。
 


政府提交的法案

7.78 政府法案是由政府提出，每項法案均有一位官員獲指定為負責該法案的官員。法案在立法會經三讀後便獲立法會通過。法案處理程序的詳情載於《議事規則》K部，並在第11章中進一步闡釋。概括而言，包括政府法案在内的法案在刊登憲報及提交立法會後須經以下5個步驟：

(a) 法案簡稱由秘書首讀；立法會被當作已命令安排將法案進行二讀。


(b) 負責法案的官員動議“法案予以二讀”的議案，並就議案發言。立法會開始進行辯論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
 一般而言，負責法案的官員發言後，二讀辯論中止待續。
 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在內務委員會中，法案隨後可交付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如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在法案委員會就有關法案提交報告後，負責法案的官員可就法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作出預告。

(c) 法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而二讀議案經辯論後付諸表決。一旦議案獲得通過，法案便告二讀。

(d) 立法會變為全體委員會。
 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主席提出“下述各條文納入本法案”的議案。各條文編號隨後由秘書讀出，條文即當作已提出，辯論將會展開。如某條文有任何修正案，須動議議案修訂該條文，隨後進行辯論。如修正條文的議案獲得通過，經修正的條文將付諸表決，而如若再獲得通過，便會納入法案。


(e)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法案進入三讀階段。負責法案的官員動議"法案予以三讀"的議案。隨後進行辯論，議案付諸表決。議案一旦獲通過，法案便告三讀並通過。


7.79 以往曾經採用的做法是，立法會逐一處理已達同一階段的所有法案，然後再進入下一階段。
 結果，負責該等恢復二讀的法案的官員須於同一會議各階段輪候，直至各自負責的法案最終完成三讀。現行安排雖未在《議事規則》中訂明，但立法會依次處理一項法案的所有餘下階段，然後才處理議程上的下一項法案。此安排被視為處理法案的更有效方法。至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實際運作詳情，包括處理條文及附表的修正案的方式，載於第11章。

7.80 如有急切需要通過法例，政府可提交法案，在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完成三讀程序。在此情況下，在負責有關法案的官員在二讀辯論發言後，任何議員可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無經預告而動議不將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如該議案獲得通過，立法會將立即在同一會議上就法案進行二讀辯論，而如法案二讀的議案獲得通過，便直接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隨之進行三讀。有關例子包括《1982年人民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及《1985年海外信託銀行(接收)條例草案》
。

就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

7.81 處理附屬法例的法定要求及程序，載列於《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及35條，以及《議事規則》第21條和整個G部(議案)。一如第6章闡述，法例的支援技術細節通常會在附屬法例中作出規定，其名稱可以是文告、規則、規例、命令、決議、公告、法院規則或附例。除非條例另有規定，附屬法例必須經立法會以香港法例第1章第34條所述程序(須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者)及第35條所述程序(須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處理者)作出審議及介入。政府官員及議員均可動議議案，以修訂
 向立法會提交省覽或提出的附屬法例。

7.82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條，所有附屬法例在憲報刊登後必須於隨後的一次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該會省覽。
 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之後28天內，立法會可藉通過決議，修訂該附屬法例。
 這28天的審議期在屆滿前，可藉立法會決議延展至在該28天期限屆滿之日後第21天或之後舉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如審議期在會期結束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後或下一會期的第二次會議之前屆滿，《釋義及通則條例》另訂延展安排。
 動議此等決議的預告期並不相同，有關規定載於《議事規則》第29條，而詳情會在第11章再作闡明。

7.83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5條，凡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批准，則該附屬法例須呈交立法會尋求批准。立法會可藉決議，將呈交的附屬法例全部或部分修訂。此規定的描述字眼或有不同形式，但效果相同。舉例而言，措辭可以是："立法會可藉決議批准......"
，或"在經立法會批准下，管理局可......"
，或"......立法會藉決議而釐定......"
 等。凡《釋義及通則條例》的條文具有須經立法會批准的效力，則須就此向立法會提交擬議決議案。關於擬議決議案的處理，《議事規則》G部(議案)的規定適用。


7.84 就附屬法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可予修訂。任何有意修訂擬議決議案的議員應作出適當預告，除非獲主席批准免卻預告規定。修訂議案列於議程上議案所在的同一項目之下。

7.85 察悉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此一程序，在上文第7.63段已有解釋。此程序是旨在讓議員就提交立法會省覽但沒有作出修訂的附屬法例發言。
 此程序主要載於《議事規則》第49D及49E條，同時亦載於《議事規則》第21(7)、33(2A)、33(3AA)、33(3C)及38(1)(fa)條。有關詳情在第10章中闡明。

7.86 議程上就附屬法例提出的議案，是按下列順序排列：

(a) 政府根據《基本法》或任何成文法動議的議案，包括就根據第1章第35條動議或根據第34條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所提出的議案；

(b) 議員為修訂上文(a)的議案而提出的議案，列於與擬議修正案有關的議案之下
；

(c) 議員為延展根據第1章第34條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的審議期而提出的議案；

(d) 議員就政府沒作出議案的附屬法例提出修正案的議案；及

(e) 議員為察悉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而提出的議案。

7.87 上段(a)項所述的政府議案，可包括根據《基本法》或成文法動議的議案，例如同意法官任命的議案。除非政府另有建議，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此等政府議案的順序按動議議案的官員年資排名決定
。如屬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則有關議案會列於所有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包括修正案)之後處理。

議員提交的法案

7.88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議員可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按照《議事規則》第54(2)條，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一經示明，須記錄在會議紀要內。

7.89 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處理議員法案的程序，與處理政府法案的程序大致相同，不同之處主要是就在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處理的議員法案提出的所有議案
，均被視作議員議案，此類議案須分別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及地方選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立法會或委員會會議的議員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而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則須獲出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

議員提出的議案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7.90 除了就提交立法會省覽或在立法會動議的附屬法例所提出的修訂之外，立法會議員亦可動議議案通過決議，而立法會可藉決議根據法例制定或修訂根據上文第7.83段所述條例訂立

的規例、附表、守則或其他附屬法例。議案動議人須遵守《議事規則》第29條所訂的預告規定，以及按《議事規則》第30條所訂的方式就該議案或議案的任何修正案作出預告。該議案或修正案若由議員動議，亦須受《議事規則》第31(1)條規限，即若立法會主席認為該議案或修正案具有由香港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負擔的效力，必須獲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7.91 議員亦可根據《基本法》的特定條文動議另一些議案，例子包括目的如下的議案：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議案(第七十五條)
；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就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及／或瀆職行為的指控進行調查(第七十三條第(九)項)
；解除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的議員的職務(第七十九條第(六)項)
；譴責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的議員(第七十九條第(七)項)
，以及與修訂《基本法》有關的議案(第一百五十九條)
。

7.92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在立法會議程上列於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之前。根據《基本法》動議的議案列於《議事規則》第18(1)條內"(l)議員提出的議案，但(jb)段所指明者除外
"所指所有其他議案之前。議程上同類別議案的排序按接獲有關預告的時間訂定。

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7.93 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的權職之一，是"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此項載於《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六)項的職權，實際上反映香港立法機關一種行之已久的慣例，即利便議

員提出議案辯論，要求政府就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作出交代。1992年10月，為了讓個別議員享有公平機會在立法局會議動議議案或休會辯論，同時亦能較好地掌握辯論及發言的時間，內務委員會決定，立法局每次例會不得就多於兩項議案進行辯論。內務委員會又決定，立法局應訂立編配機制，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向議員編配辯論時段，讓他們在屬意的某次立法局會議上辯論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此等載列於《內務守則》的慣例安排，獲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採納，並一直沿用至今。一般而言，每位議員在4年任期內可獲編配3個辯論時段。更多有關詳情載於《內務守則》第13至18條，而在第10章內會再作闡明。


7.94 在2012年11月之前，在申請辯論時段時，議員可選擇提出一項議案辯論，或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提出休會辯論。此項選擇旨在讓擬就某項問題進行辯論，但不欲以明確字眼擬訂議案的議員，可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以便提出該項問題，要求獲委派官員發言答辯。然而，實際上，自第一屆立法會成立以來，只曾有一次例常辯論時段被用作舉行休會辯論。
 要求內務委員會支持在編配機制以外時段舉行休會辯論的次數，反而有所增加。舉例而言，單單在2008-2012年這一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便曾支持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就關乎公眾利益的問題舉行16次休會辯論。這些休會辯論是在兩項例常議案辯論以外額外進行的辯論。
 2012年11月23日，按照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建議，內務委員會修訂《內務守則》第13(a)條，訂明在編配機制下獲編配時段的辯論應全部撥作進行議案辯論。任何議員如擬動議休會辯論，以就某一問題進行辯論，則應按照《議事規則》第16條的規定提出。

7.95 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亦包括由委員會提出有關察悉其報告的議案，或事務委員會為利便議員在政府諮詢文件的諮詢期屆滿前，就該等文件發言而提出的議案。有關已獲內務委員會採納的委員會議案辯論時段的編配機制，詳情載述於第10章。這些由委員會提出的議案辯論，會編排在立法會議程內由個別議員提出的例常議案辯論之前舉行。


7.96 按照慣常安排，若某項議案經辯論後在立法會獲得通過，負責該項議案辯論關乎的政策範疇的局長，須在議案獲通過後兩個月內，匯報政府就有關議題所採取的行動。有關報告會送交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傳閱，並由該事務委員會決定應否及應如何跟進有關事宜。


根據《議事規則》第16條進行的休會辯論


7.97 根據《議事規則》第16條，議員可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就某一問題或若干問題進行辯論。此項安排旨在讓不欲以明確字眼擬訂議案的議員，可提出某一問題或若干問題在立法會進行辯論。議員可因應《議事規則》第16(2)或16(4)條的不同規定動議休會辯論，詳情在第10章中有所說明。


避免預議規則


7.98 在決定立法會議程時，立法會主席亦須顧及"避免預議規則"，該項規則經修改後已反映於《議事規則》第25(3)及31(2)條。避免預議規則依據的一般原則是，在某項事宜已委予立法機關審議的情況下，不得預先審議另一項內容實質相同，但以效力較小的議事形式提出的事宜。有關規則旨在確保在立法會席前審議的事宜會以最有效的議事形式處理，並使立法會的時間得以有效運用。一般而言，法案或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被視為較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更具效力，而議案則較質詢更具效力。
 常設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獲立法會授權進行調查的委員會的會議內容，不得以質詢或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的形式預先討論。


質詢相對於質詢

7.99 根據《議事規則》第25(3)(a)條，如質詢或其中某部分的主題，與在另一項較早時已作出預告會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中的事宜的主題實質相同，立法會主席可指示立法會秘書通知有關議員，該質詢或質詢的有關部分不合乎規程。若時間許可，即有關議員已在提交該項質詢的限期前作出預告，則該名獲如此通知的議員可在限期前提交另一項質詢，或刪除、修改與另一項質詢有重複的部分。按照一般規定，立法會主席不會准許一項較早時已作出預告的質詢被另一項質詢取代。在考慮是否出現預議的情況時，口頭質詢與書面質詢兩者之間並無區別。


7.100 至於急切質詢，若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提出的急切質詢符合所涉事宜性質急切及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準則，避免預議規則便不適用於該項質詢。換言之，儘管該項急切質詢或其中某部分可能與另一項由另一名議員提出而又獲立法會主席准許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主題實質相同，該項急切質詢亦准予提出。


質詢相對於議案


7.101 一項已獲安排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議案，不能讓一項質詢作預先討論。有關議案可能原定於某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但該次會議未必一定在擬提出有關質詢的會議之前舉行。由於議案的預告期(12整天)較質詢的預告期(7整天)為長，因此有可能出現在進行議案辯論之前，該項質詢已被提出。然而，《議事規則》第25(3)(b)條並不容許任何質詢可預先討論已

預告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進行的議案辯論。倘議員已就動議有關議案作出預告，主題內容實質相同的質詢則不會獲准提出。


質詢相對於法案


7.102 至於法案，由於議員或獲委派官員可隨時作出預告，表明有意提交法案
，他們可在立法會主席批准把主題內容實質相同的質詢列入同一次會議的議程後，才就提交法案作出預告。在此情況下並不涉及避免預議規則，因為在立法會主席考慮有關質詢可否提出之時，尚未知悉提交法案的日期。

7.103 法案恢復二讀辯論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作出預告所需的最少天數視乎情況而定
，而立法會主席可酌情免卻預告。負責法案的議員或官員一般須在擬恢復二讀辯論當天不少於12整天前作出恢復辯論的預告。然而，如法案須在為該法案恢復辯論作準備的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後9整天或以內恢復二讀辯論，則恢復辯論的預告最遲須在該次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後兩整天內作出。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就法案恢復二讀辯論作出的預告，會早於立法會主席考慮有關質詢可否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之時作出。任何以質詢形式預先討論已獲安排進行辯論的法案是抵觸了《議事規則》第25(3)(b)條。

議案相對於議案

7.104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如已作出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預告，當中提出的事宜不得讓一項並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預先討論。至於兩項屬同一類而主題實質相同的議案，均可獲准列入該次立法會會議的議程，而在議程內該兩項議案的次序則根據接獲有關預告的時間而定，除非其中一項議案由獲委派

官員動議，則有關議案會較議員議案優先列入議程。
 若立法會已就首項議案作出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32條，第二項議案將不會進行動議程序。


法案相對於法案


7.105 雖然《議事規則》並無明確訂明，但若有兩項所載條文實質相同的法案已提交立法會而同時有待處理，在程序上並無任何問題。《議事規則》第51(7)(a)條訂明，某項法案在二讀辯論時一經立法會表決，另一項所載條文與前者實質相同的法案，將不可在同一會期內繼續進行立法程序。

立法會的決定


7.106 立法會的決定均以通過議案的方式作出。一如第7.39段所述，立法會議程內並非每個事項均旨在尋求立法會的決定。如某事項須由立法會作出決定，須為此動議一項議案。議案經提出待議後會進行辯論。在有意就該項議案發言的所有議員及獲委派官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會付諸表決。


先前所作決定 (《議事規則》第32條)


7.107 《議事規則》第32(1)條訂明，凡立法會已對有關議題作出決定並獲通過，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但如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則可動議議案，以撤銷先前的決定。
 《議事規則》第32(2)條亦訂明，若立法會對某一議題作出不通過的決定，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議事規則》第32條背後的重要原則，是同一議題不可在同一會期內進行兩次辯論和表決。這項措施旨在確保立法會的時間得以有效運用。


7.108 《議事規則》第32(1)條並不適用於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有關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及第七十九條第(七)項取消議員資格的議案。由於立法會主席會在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的議案獲通過後，隨即宣告有關議員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因此並不存在任何動議議案以撤銷立法會決定的空間。


惜別辭

7.109 在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如有議員退休，在他們退休前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致惜別辭，是一項悠久的傳統。如只有立法局主席一人致惜別辭，原初的安排是在會議開始時致辭。在有些情況下，如有較多議員表示有意致辭惜別，而立法局主席同意按照《會議常規》第11(2)條將有關演辭列入議事程序表內作為議程項目，議員會在會議完結時致惜別辭。


7.110 1997年5月30日，內務委員會決定應進行一項議案辯論，讓議員發言惜別。內務委員會主席於1997年6月23日動議一項告別議案，向英國政府道別，並祝願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安定繁榮。

7.111 1998年4月7日，在臨時立法會會期中止時，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一項告別議案，祝願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在這次議案辯論中，動議議案的議員可發言13分鐘，其他所有議員則可發言5分鐘。

7.112 自第一屆立法會以來，在每屆任期完結時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告別議案，已成為慣常安排。該議案由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所有議員可發言5分鐘。在第四屆立法會，

由於會期完結時須處理大量事務，雖然告別議案已列入立法會議程內，但卻未能在立法會會期於2012年7月17日午夜中止前動議。

表決


《基本法》附件二訂明的表決方法


7.113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訂明，立法會就法案和議案的表決程序由《基本法》附件二規定。附件二載述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該附件亦訂明，如需對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備案。一如第2.38及2.53段所述，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有關修訂附件二的程序。根據此程序，立法會於2010年6月23日通過有關修訂附件二的議案，就第五屆立法會的組成作出規定。由於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於2007年12月29日決定，立法會對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上述議案並未建議對表決程序作出修改。


7.114 《基本法》附件二所載的表決程序，反映於《議事規則》第46條。除非《基本法》另有規定外，所有提交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表決的議案(由議員提出的議案除外)，均須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由議員提出的議案(包括任何議案或法案，以及對任何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須分別獲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即經功能界別選舉及地方選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由於《基本法》有多項條文分別訂明就根據各項條文動議議案所適用的表決規定，《議事規則》第46(1)條亦列明這些例外情況。

《基本法》其他條文所訂的表決規定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及第七十九條第(七)項

7.115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立法會議員在若干情況下，會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這些情況包括：議員在香港特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以及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議案須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三分之二表決贊成，方為通過。這項規定反映於《議事規則》第49B條。


《基本法》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二條第(三)項

7.116 《基本法》第四十九條訂明，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區的整體利益，可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發回的法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布，或如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立法會被解散後，若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基本法》第四十九條就通過法案的規定，載列於《議事規則》第66條。至於《基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表決規定，則未有另訂程序，惟《議事規則》第46條已訂明此方面的例外情況。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

7.117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訂明，立法會可通過議案，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由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提出，有關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指控。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有關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

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議事規則》第46(1)條就施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的特別表決規定，訂明屬例外情況。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7.118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訂明，《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修改《基本法》的建議，須經香港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數、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區向全國人大提出。《議事規則》第46(1)條就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動議的議案，訂明屬例外情況。


《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修正案


7.119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訂明，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批准。《基本法》附件二第三條亦就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訂有相同規定。《議事規則》第46(1)條訂明上述屬例外情況，規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議案根據特別的表決規定進行表決。

其他表決程序


7.120 除《基本法》訂明的表決方法及規定外，《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亦賦權立法會自行制定《議事規則》，涵蓋表決程序其他方面的事宜。


"過半數票"的涵義


7.121 在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所有議題均以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議員的過半數決定。當立法局主席將待決議題交付立法局表決時，他先請贊成該議題的議員說"可"，然後請反對的議員說"否"。他繼而根據其所判斷可者及否者的數目，說出其認為那一方佔多。如無議員質疑其判斷，他須宣布該議題就此決定。如判斷受到質疑，立法局主席須命令立法局進行點名表決，計算"可"、"否"及"放棄表決"者數目。由於《會議常規》明文訂明，過半數是根據"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議員人數計算，在決定是否過半數時只會點算"可"及"否"者的數目。


7.122 《基本法》附件二所載的表決規定有所不同。政府法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過半數票，即為通過；而議員議案、議員提交的法案和議員對政府法案提出的修正案，均須分別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分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因此，點算票數時是以"出席會議"的議員數目，而非"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議員數目為計算依據。這項規定引起一個問題，就是計算過半數票時應否把放棄表決者點算在內。再者，鑒於《基本法》中文本在提述上述兩種情況時就"票"一詞採用的措辭並不一致，而政府對有關詮釋亦有其本身的見解，第一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遂決定對有關事宜詳加研究。

7.123 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基本法》附件二所載表決程序中就"票"一詞採用的措辭並不一致，但委員會認為這純屬行文問題。委員會贊同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和一名外間大律師的意見，即《基本法》附件二按整體涵義理解大致清晰明確。根據有關的法律意見，明顯可見，立法會須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決定。儘管不同情況的規定各有分別，但此原則在《基本法》內獲得貫徹施行。因此，文中的"票"應是指"贊成票"。由於"放棄表決"並不算投票，因此"過半數票"應指贊成議題的實際票數佔多。為消除與此有關的任何疑問，委員會建議在《議事規則》清楚訂明"過半數票"的涵義。
 《議事規則》於1999年4月28日增訂第46(4)條
。此項條文訂明，若表決贊成某議題的議員多於在進行表決時在席議員的半數，議題即獲得過半數票。

7.124 《議事規則》第47條所載的現有表決方式，與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表決方式相若，分別在於現時立法會主席會請議員舉手，以示贊成抑或反對該議題。立法會主席會根據其判斷，說出其是否認為出席會議的議員中贊成該議題者達到多數。如沒有議員質疑其判斷，他會宣布該議題就此決定。若受到質疑，他會命令立法會進行點名表決。
 如點名表決是通過裝設在立法會會議廳的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所有議員須按下表決屏上適當的按鈕，以示他們在席以及投票(或棄權)。如有議員未有在表決時示明在席，立法會主席會提醒有關議員這樣做。如因某些原因而無法使用電子表決系統，立法會秘書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9條的規定，記錄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根據出席會議的議員總數，以及表決贊成有關議題的議員總數，立法會主席宣布點名表決的結果。


立法會主席的一票


7.125 在表決時把立法會主席算作出席會議的議員，是受《基本法》的規定所支配，因為《基本法》規定必須計算所有出席會議的議員。
《議事規則》並無特定規則訂明立法會主席應如何表決，而法例或《議事規則》亦無任何條文剝奪立法會主席的投票權。儘管如此，按照長久以來的慣例，立法會主席會放棄表決以維持其中立性。在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雖然立法局主席並無行使其原有表決權，若出現贊成與反對票數相同的情況，他仍須作決定性表決。不過，香港特區立法機關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因為任何無法獲得出席會議的過半數議員表決贊成的議案，均被視作不獲通過。此規定反映於《議事規則》第46(1)及(4)條。

在無議員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作出同意


7.126 立法會亦訂有一項程序，讓立法會在沒有議員提出異議的情況下，就某項行動作出同意。在《議事規則》中訂立此項沒有異議即獲一致同意的規定，主要旨在就某項行動給予許可，亦即就某項在立法會席前處理的議題作出決定。舉例而言，《議事規則》第35(2)條規定，議案或修正案的議題在付諸表決之前，可應動議人的要求予以撤回，惟須在無議員提出異議的情況下，獲立法會許可。倘有一名或多於一名議員表示不同意，該項要求即不獲許可，而立法會亦將繼續處理該項議案或修正案。《議事規則》亦為下述情況訂定相若的安排：根據第58(11)條撤回審議法案期間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任何修正案、擬議新條文或新附表
，以及根據第26(8)(b)條撤回仍未提出的質詢。《議事規則》第89及90條另規定，立法會須當作已命令容許某議員出席民事法律程序擔任證人，以及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除非藉任何議員動議的一項無經預告的議案，決定拒絕給予許可。

在全體委員會中的表決


7.127 立法會的表決程序亦同樣採用於全體委員會。由於立法會主席亦為全體委員會主席，他亦不會就任何議題作表決，以維持其中立性。


在委員會中的表決


7.128 《基本法》附件二所載的表決程序只適用於立法會處理的議案、法案及對法案提出的修正案。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表決程序，須由立法會決定。在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委員會作決定時只點算參與表決的議員數目，放棄表決或沒有表決的議員不會計算在內。第一屆立法會的委員會採用了相同的表決程序，並一直沿用至今。

7.129 《議事規則》中關乎委員會表決的唯一一項新訂條文，是關乎委員會主席表決權的第79A條。《議事規則》第79A條訂明，凡《議事規則》規定，委員會的主席須在贊成與反對票數相同的情況下作決定性表決，但他不可使待決議題因而獲得過

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該條規則亦規定，若委員會的主席享有原有表決權，而他擬行使其表決權時，其表決權應與該委員會其他委員的表決權同一時間行使。


立法會會議的紀錄


7.130 根據《議事規則》第6條，立法會秘書負責製備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的紀要。他亦負責製備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所有會議的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雖然兩份會議紀錄均為同一次會議製備，但目的並不一樣。會議過程的紀要載有出席名單、所作決定、每次進行點名表決的詳情，以及《議事規則》規定的其他紀錄。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一般稱為"立法會議事錄")則是在會議上所作發言的逐字紀錄本。


7.131 有關須為每次立法會會議製備會議紀要的規定，可追溯至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第一次會議。在早年時，每次會議的紀要經宣讀及修正(如有此要求)後，會在下次會議有足夠法定人數而開始時隨即付諸表決。自1912年起
，會議紀要無須在立法局會議上宣讀便獲通過，但有關紀要開始把所有發言逐字記錄下來。1968年10月9日，立法局通過以新訂的一套《會議常規》取代1929年的《會議常規》。根據新訂的《會議常規》第4條，立法局秘書的職責擴大至不僅包括須製備會議紀要，還須製備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容錄載辯論過程中的全部發言。根據新訂的《會議常規》第4(2)條，立法局秘書須把每次會議過程的紀要提交立法局主席簽署，以及在下次會議開始前把紀要的副本分發予各位議員。雖然現時的《議事規則》並無訂明通過該份紀要的方式，至今仍採用相同做法。


7.132 立法會議事錄是以逐字記錄的方式，如實報道立法會會議上講者主要在辯論過程中的發言，但按照一貫做法，在立法會會議過程中所作的全部發言均會記錄在立法會議事錄內。由於與會者在會議上大多以粵語發言，在製備立法會議事錄時，編製人員要把粵語口語轉化為書面語才記錄下來，當中涉及口語和書面語在句式及詞彙上的對應轉換。編輯和謄錄人員在處理過程中均嚴謹審慎，務求立法會議事錄內容完整準確。

7.133 製備立法會議事錄一貫參照的原則，在厄斯金梅中闡述如下："(議會議事的正式紀錄)雖然並非全然字對字的謄錄，但卻是一份實質逐字記錄的報道，而在其過程中會把無意義的重複、冗贅刪去，把明顯的錯誤更正；另一方面，在語意上及在理論闡述上均不作增減。"
 立法會議事錄的草擬本備妥後會送交全體議員及獲委派官員置評，若有任何建議改動，只有性質不涉重大內容修改者，方會獲接受納入確定本內。立法會議事錄的確定本隨後會由現場發言的語言翻譯為另一語言，編製成為備有中、英文本的會議過程完整紀錄，供公眾閱覽。有關製備立法會議事錄的更多詳情載於第4章。


7.134 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以中、英文發表，並存放於立法會圖書館及立法會網站，供公眾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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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會議法定人數在《皇室訓令》中有所規定，但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卻未有訂明，直至1968年《會議常規》首次將相關的法定人數規定包括在內。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與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當時並非完全相同。在1968年，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10位委員，不包括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內。在1985年，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增至20位委員，包括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內，此數目至1997年6月30日一直保持不變。由1869年至1969年，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為5位議員，包括立法局主席在內；由1969年至1983年，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為10位議員，包括立法局主席在內；由1983年至1997年6月30日，立法局的會議法定人數為20位議員，包括立法局主席在內。臨時立法會於1997年草擬《議事規則》時秉持一項原則，就是除非《基本法》有所規定，1997年前立法機關原本採用的規則及行事方式不應作出變更，直至香港特區將來成立的立法機關認為有需要這樣做為止。由於1997年前立法機關的立法會和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與最後一套《會議常規》所載的會議法定人數一致，《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所訂有關立法會對會議法定人數的規定，獲採納為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7"��《議事規則》第17(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7"��《議事規則》第17(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30-translate-c.pdf?page=6"��在2014年10月29日以前，原有的第17(3)條規定在15分鐘後 如仍如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全體委員會會議，立法會主席須在全體委員會回復為立法會後點算人數。然而，由於實際做法是在全體委員會回復為立法會後不會再傳召議員及點算人數，因此第17(3)條於2014年10月29日作出修訂，以反映有關做法。�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7ti-translate-c.pdf?page=140"��2004年11月17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1114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03-translate-c.pdf?page=5"��2012年5月2日的立法會會議於2012年5月3日因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而休會待續，立法會議事錄，第6409頁；��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1-translate-c.pdf?page=58"��2012年5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於2012年5月11日因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而休會待續，立法會議事錄，第6882頁。�


�	處理�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page=91"��《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及�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4-translate-c.pdf?page=72"��《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的立法會會議。


�	英國下議院訂有會議法定人數規定，但沒有因不足法定人數而傳召議員的做法。有關"點算人數"的規定已於1971年廢除。《會議常規》第41(2)訂明："在任何時間均不得點算下議院的在席人數"。根據同一會議常規，如點名表決的結果顯示出席議員少於40名，下議院會隨而處理議事程序表上的下一事項。


�	在美國眾議院的《議事規則》，規則第XX條第7款(第114屆國會)規定，議長"不可受理有關出席議員法定人數不足的規程問題，除非有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36-c.pdf?page=6"��請參閱第7.17段��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7"��及《議事規則》第17(4)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b.htm?17"��《議事規則》第17(5)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hc/papers/hc0129ls-44-c.pdf" ��法律顧問於2010年2月2日向全體立法會議員發出的資料摘要(立法會LS44/09-10號文件)。�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corg_ser/legal.htm"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是立法會秘書處的法律顧問，他亦擔任內務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議事規則》第3(2)(a)條適用。�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議事規則》第3(2)(a)條��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5"��及第5(2)條適用。�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3"��《議事規則》第3(2)(b)條適用。�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2/chapter_2c.pdf?page=28"��請參閱第2章第2.80段。�


�	該議案由黃錢其濂議員動議，並經朱幼麟議員修正。獲立法局通過的經修正議案的內容是：立法局相信黃議員加入臨時立法會之後，仍然有能力保障其職位的公正及誠信，並有助於立法局的延續性。沒有議員就黃議員主持該項議案辯論提出規程問題。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a.htm?2"��《議事規則》第2條。�


�	在1997年前的《會議常規》中所用的"議事程序表"一詞，意指立法會的"議程"。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47-c.pdf?page=28"��《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的中文本以"議案"作為英文本中"bills"的對應詞，就此而言，政府提出的議案亦包括政府法案。�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9"��《議事規則》第19(1)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議事規則》第18(1)條。�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50-c.pdf?page=28"��《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訂明，立法會主席具有的職權包括決定議程，政府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程。�


�	《會議常規》第12(3)條規定，在議事程序表內，公職人員擬動議的議案及負責的條例草案，須列於議員擬動議的議案及負責的條例草案之前。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52-c.pdf?page=27"��《基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五)項。�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53-c.pdf?page=23"��請參閱第7.63至7.64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0"��就呈請書而言，雖然並無訂明預告規定，但議員如擬於會議上提交呈請書，須不遲於該會議日期前一天知會立法會主席。請參閱《議事規則》第20(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議事規則》第18(2)條。�


�	厄斯金梅(2011)，Treatise on The Law, Privileges, Proceedings and Usage of Parliament，第24版，第329頁。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57-c.pdf?page=28"��《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訂明，立法會主席行使職權，決定議程，政府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程。�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0-translate-c.pdf?page=107"��例子之一是政務司司長於2012年6月2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18條而動議議案，目的是提前處理議程上有關政府總部架構重組的政府議案，然後才處理政府法案。立法會議事錄，第12019至12021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3/chapter_3c.pdf?page=9"��請參閱第3章第3.25至3.33段。�


�	例子包括�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1-92/chinese/lc_sitg/hansard/h920624.pdf?page=6"��在1992年6月24日就吳明欽議員致悼辭�、�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2-93/chinese/lc_sitg/hansard/h930519.pdf?page=5"��在1993年5月19日就張鑑泉議員致悼辭�，以及在1997年6月4日就黃秉槐議員致悼辭。�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24-translate-c.pdf?page=61"��2007年8月8日，馬力議員在任內逝世，當時正值立法會休會期間，議員在2007年10月24日進行致謝議案辯論��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3-translate-c.pdf?page=64"��及2008年7月13日進行惜別案辯論時，發言向馬力議員致意。�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議事規則》第18(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86-87/chinese/lc_sitg/hansard/h861210.pdf?page=3"��在1986年12月10日的立法局會議上，立法局默哀1分鐘，哀悼當時的總督兼立法局主席尤德爵士。��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88-89/chinese/lc_sitg/hansard/h881207.pdf?page=4"��立法局亦在1988年12月7日的會議上默哀1分鐘，哀悼逝世的前總督兼立法局主席戴麟趾爵士。�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63-c-a.pdf?page=6"��香港立法局在1997年2月26日默哀1分鐘，悼念已故的鄧小平先生。��HYPERLINK "mcp-part2a-ch7-n63-c-b.pdf?page=5"��當時在深圳舉行會議的臨時立法會亦於1997年2月22日在臨時立法會主席作出宣布後默哀悼念鄧先生。�


�	立法會主席准許一名議員在2005年1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動議一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趙紫陽先生逝世有關的休會辯論，但該名議員並沒有在指定期限前，就動議該項議案作出相關預告。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9ti-translate-c.pdf?page=5"��2005年1月19日，一名議員擬發起默哀悼念趙紫陽先生，部分議員站立響應，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隨即暫停會議。會議稍後恢復，但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立法會議事錄，第2203至2204頁。��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4-translate-c.pdf?page=7"��此外，在2014年6月4日，一名議員要求為1989年6月4日事件中的死者默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把會議暫停。會議於兩分鐘後恢復。立法會議事錄，第10405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512fc.pdf?page=5"��1999年5月12日，立法會主席准許在會議默哀1分鐘，悼念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事件中的死難同胞，並批准內務委員會主席在同日動議一項辯論，譴責北約的轟炸行動。�


�	立法會默哀1分鐘悼念災難受害者的例子，包括：�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5ti-translate-c.pdf?page=7"��在2005年1月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南亞海嘯死難者默哀；��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4-translate-c.pdf?page=5"��在2008年5月14日��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4-translate-c.pdf?page=7"��及2013年4月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四川地震死難者默哀；��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4-translate-c.pdf?page=6"��在2010年1月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海地地震死難者默哀；��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6-translate-c.pdf?page=6"��以及在2011年3月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為日本地震死難者默哀。�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6ti-translate-c.pdf?page=63"��2005年1月5日，立法會主席准許一名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動議一項有關南亞海嘯的休會辯論。��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6-translate-c.pdf?page=7"��2011年3月16日，立法會主席准許議員就日本地震提出急切質詢和進行休會辯論。�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866/h18660122.pdf" ��最後一次在立法局會議上宣讀國務大臣的文告是在1866年1月22日。�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866/h18660426.pdf" ��1866年4月26日的立法局會議；��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868/h18680505.pdf" ��1868年5月5日的立法局會議。�


�	例如�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929/h290124.pdf" ��1929年1月24日�及�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968/h680110.pdf" ��1968年1月10日的立法局會議。�


�	例如�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938/h380309.pdf" ��1938年3月9日�及�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88-89/chinese/lc_sitg/hansard/h890621.pdf" ��1989年6月21日的立法局會議�。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3-translate-c.pdf?page=5"��2010年2月3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3205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3-translate-c.pdf?page=15"��2013年5月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6956至6957頁；��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21-translate-c.pdf?page=62"��2014年5月21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8334至8336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議事規則》第18(2)條。�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76-ce.pdf?page+6"��《香港立法局會議常規》(1884)第47及48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6/chapter_6c.pdf?page=2"��請參閱第6章第6.4段。�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intro/hist_lc.htm" ��括號內數字為可容許的議員人數上限。�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intro/hist_lc.htm" ��括號內數字為可容許的議員人數上限。�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0"��《議事規則》第20(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01213fc.pdf?page=6"��例子包括何俊仁議員有鑒於南京大屠殺63周年而提交呈請書，呼籲議員支持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為防止任何違反人道的罪行及滅族屠殺的事件所付出的長期努力(2000年12月13日)，��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30ti-translate-c.pdf?page=6"��以及麥國風議員提交呈請書，促請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盡快為醫護人員提供全面及完善的感染預防措施(2003年4月30日)。�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08-translate-c.pdf?page=6"��2013年5月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6578至6579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5-translate-c.pdf?page=6"��一項呈請書在2014年6月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立法會議事錄，第11306至11307頁；��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41015-translate-c.pdf?page=6"��兩項呈請書在2014年10月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立法會議事錄，第6至9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minutes/hc20130614.pdf?page=12"��內務委員會於2013年6月14日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20(6)條成立但未獲授權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第9(1)條下的權力的專責委員會，在同一時間運作的數目應以一個為限。�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FA7F5E9DEB48412948257A1000113475?OpenDocument" ��這些文件(例如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第109條編製的《道路使用者守則》)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但無須在憲報刊登。�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D9D8F94C98D680504825650F000C2270?OpenDocument" ��法例一般規定接受或承付公帑的法定團體須安排將其載有帳目報表的年報提交立法會省覽。例子包括某些機構的周年財務報表，例如魚類統營處根據《海魚(統營)條例》(第291章)第23(3)條所提交的報表，��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76544F70F760CCBD482564840019D2F7/FFA9DF90577A8E084825730900287CCE?OpenDocument" ��以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根據《房屋條例》(第283章)第14(4)條所提交的報表。�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m.htm?75"��《議事規則》第75(4)條規定，在二讀辯論時動議的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後，內務委員會可於任何時間將該法案交付一法案委員會研究。�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議事規則》第21(1)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議事規則》第21(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議事規則》第21(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議事規則》第21(6)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hc/yr12-16/hc_rules.htm?2"��《內務守則》第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議事規則》第21(6)條。�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94-c.pdf?page=31"��請參閱第7.82段。�


�	此類附屬法例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除非擬修訂或廢除附屬法例，無須在立法會就有關的附屬法例動議議案。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96-c.pdf?page=35"��請參閱第10章第10.96至10.98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64"��《議事規則》第64(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4"��《議事規則》第24(1)及(4)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2"��《議事規則》第22(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議事規則》第23(1)條規定，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選舉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及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會議，不可提出質詢。�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20-translate-c.pdf?page=122"��2013年3月20日，立法會修訂《議事規則》第23(2)條，因應第五屆立法會議員人數的增加，將每次立法會會議可提出的質詢數目由不多於20項增至不多於22項。立法會議事錄，第5342至5343頁。自2013年4月17日的立法會會議開始，每次立法會會議的質詢數目由20項增至22項。�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議事規則》第23(2)及(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議事規則》第23(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議事規則》第23(4)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3"��《議事規則》第2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e.htm?24"��《議事規則》第24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29-translate-c.pdf?page=6"��例子是在2012年2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公職人員接受旅費及折扣的質詢，��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15-translate-c.pdf?page=8"��以及在2012年2月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的質詢。�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969/h690730.pdf?page=16"��1969年7月30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事錄，第446至448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968/h681120.pdf?page=11"��1968年11月20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事錄，第575至576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69-70/h691119.pdf?page=7"��1969年11月19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事錄，第161至163頁。�


�	早在1997年前的立法機關年代，立法會主席容許議員就官員發表的聲明提出較長篇的實質問題此做法，已一直存在。�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69-70/h700617.pdf?page=11"��見於1970年6月17日的立法局會議，立法局議事錄，第715至716頁。�


�	見於�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8-translate-c.pdf?page=71"��2009年11月18日的立法會會議(1小時36分鐘)��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4-translate-c.pdf?page=76"��、2010年4月14日的立法會會議(1小時48分鐘)��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04-translate-c.pdf?page=154"��及2013年12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1小時2分鐘)。�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f.htm?28a"��《議事規則》第28A(1)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f.htm?28a"��《議事規則》第28A(2)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f.htm?28a"��《議事規則》第28A(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3/chapter_3c.pdf?page=37"��請參閱第3章，第3.107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3"��《議事規則》第5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議事規則》第54(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將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屬一般程序，緊急法案可按加快程序處理。�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議事規則》第54(4)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5"��《議事規則》第55(1)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8"��《議事規則》第58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63"��《議事規則》第63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1-92/chinese/lc_sitg/hansard/h920708.pdf" ��當所有達同一階段的法案均獲處理後才進入下一階段的最後一次立法局會議，是在1992年7月8日舉行的立法局會議。�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81-82/english/lc_sitg/hansard/h820630.pdf?page=28"��《1982年人民入境(修訂)條例草案》旨在實施政府政策，設立封閉營地，拘禁1982年7月2日或之後抵達香港的越南難民。該條例草案於1982年6月30日的立法局會議首讀，並於同一會議上經三讀程序通過。立法局議事錄，第1016至1030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84-85/english/lc_sitg/hansard/h850607.pdf?page=3"��《1985年海外信託銀行(接收)條例草案》在1985年6月7日的同一會議上完成三讀程序並通過。該條例草案就政府接收海外信託銀行、因該宗接收而須支付的補償與該銀行業務的經營，以及就相關的目的訂定條文。立法局議事錄，第1181至1193頁。�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C7ED890F45EC76D1482575C800243D0B?OpenDocument"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條，"修訂"(amend)包括廢除、增補或更改，亦指同時進行，或以同一條例或文書進行上述全部或其中任何事項。�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1)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2)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4)(a)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4)(b)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E9ADBE6BF5DF75978825648C0000B11F?OpenDocument" ��《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第7(1)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AB36227BBE239C4248257E0B000D5B2F?OpenDocument"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第29(1)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CurAllChinDoc/502076EE73391ABE4825757500156392?OpenDocument"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第1115章)第23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d.htm?21"��根據《議事規則》第21(6)條，議員或獲委派官員根據第(3)、(4A)及(5)款所作的發言不容辯論。�


�	� HYPERLIN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20D4E706389C4C488825648C0000B0C6?OpenDocument" ��各項修訂根據第1章第34條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的議案，是按修訂相關附屬法例的文本的先後次序來排序，即按擬修訂文本的位置先後排序；如位置相同，則按有關議案的提交時間先後排序。�


�	� HYPERLINK "http://www.protocol.gov.hk/images/chi/precedence/prelist.pdf" ��舉例而言，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會列於局長動議的議案之前。同一職級官員的年資排名按政府排名名單上的年資排名決定。�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138-c.pdf?page=5"��請參閱第10章有關法案處理的"附屬議案"部分。�


�	�HYPERLINK "mcp-part2a-ch7-n139-c.pdf?page=12"��政府與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就《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適用問題所作討論的詳情載於第10章。�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428fc.pdf" ��1999年4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5/chapter_5c.pdf?page=22"��此等議案須由立法會全體議員最少四分之一聯合動議。請參閱第5章第5.66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909fc.pdf?page=98"��見於1998年9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1004至1015頁；��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8-translate-c.pdf?page=182"��以及2012年4月1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5742至5788頁及第5808至5843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8-translate-c.pdf?page=150"��見於2012年4月1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5710至5741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hansard/000119fc.pdf?page=96"��見於2000年1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第2394至2450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議事規則》第18(1)(jb)條所指明的是議員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i-translate-c.pdf" ��2002年2月6日的立法會會議。�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7-translate-c.pdf?page=232"��在16項獲內務委員會支持的要求中，原編排於2012年7月11日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的兩項休會辯論，最終未能在會議於2012年7月18日午夜完結前舉行。�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hc/yr12-16/hc_rules.htm?15"��《內務守則》第15(c)條。近年，要求獲優先編排辯論時段的委員會慣常會向內務委員會建議，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應只舉行另一項不具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而內務委員會通常會支持此建議，以符合在每次立法會例會上不會舉行多於兩項議案辯論的做法。�


�	請參閱厄斯金梅編著的Treatise on The Law, Privileges, Proceedings and Usage of Parliament，第22版，第334至335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pjun00c.pdf?page=9"��議事規則委員會1999年5月至2000年6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3.2至3.16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pjun00c.pdf?page=10"��議事規則委員會1999年5月至2000年6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3.7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pjun00c.pdf?page=10"��議事規則委員會1999年5月至2000年6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3.8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1"��《議事規則》第51(1)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詳情請參閱《議事規則》第54(5)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c.htm?18"��根據《議事規則》第18條，政府提出的議案在立法會議程內列於議員提出的議案之前。�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g.htm?32"��《議事規則》第32條訂明，凡立法會已對某一議題作出決定而若該議題是以通過的方式作決，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同一議題再行動議議案，但如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則可動議議案，以撤銷該項決定。若該議題是以不通過的方式作決，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可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g.htm?32"��《議事規則》第32(1)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3/chapter_3c.pdf?page=38"��請參閱第3章第3.109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2/chapter_2c.pdf?page=18"��請參閱第2章第2.51段。�


�	1997年前的《會議常規》第35(1)條。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_apr98c.pdf?page=6"��議事規則委員會1998年7月至1999年4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2.8至2.15段。�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90428fc.pdf" ��1999年4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立法會議事錄。�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j.htm?48"��請參閱《議事規則》第48條有關電子表決系統的使用的規定。�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rocedur/reports/r_apr98c.pdf?page=8"��請參閱議事規則委員會1998年7月至1999年4月的工作進度報告，第2.16至2.18段。�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8"��《議事規則》第58(11)條。根據《議事規則》第58(1)條，任何條文的編號一經讀出，將該條文納入該法案的待議議題，即當作已提出；如擬撤回在辯論過程中已被讀出編號的條文，須符合《議事規則》第58(11)條的規定。�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3"��請參閱《議事規則》第53(3)�及�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rocedur/content/partk.htm?54"��54(2)條�。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1912/h120307.pdf" ��在會議紀要記錄發言的做法始於1912年3月7日的立法局會議。《會議常規》亦在同一會議上作出修訂。�


�	請參閱厄斯金梅(第24版)，第130頁。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companion/chinese/chapter_4/chapter_4c.pdf?page=7"��請參閱第4章，第4.17至4.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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