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CB(2)28/05-06(01)號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5年 10月 14日的情況 ) 

 
 建議的  

討論時間  
 

1.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 )若干條文對行政長官

的適用問題 

 

事務委員會在 1999年 2月 9日的會議上首次討論此

事，其後亦在多次會議上作出跟進。秘書處為 2005
年 3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擬備了一份背景資料簡

介 (立法會 CB(2)1091/04-05(01)號文件 )，概述議

員以往進行的討論。  
 
在 2005年 5月 30日的會議上，委員不滿政府當局就

此事的進展所作的交代，並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

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研究有關制訂

適用於行政長官的適當法定防止賄賂架構的問

題，特別是包括《防止賄賂條例》的檢討。 

 
小組委員會在 2004至 05年度立法會會期舉行了 4
次會議。小組委員會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

部 (下稱 “研究部 ”)就 “選定地方如何防止政府首

長貪污及彈劾政府首長 ”進行研究。  
 
行政長官在 2005至 06年施政報告中表示，他同樣

接受防賄規範。政府將盡快向立法會提出法律建

議，在《基本法》框架內訂立必要的法律規管程

序。  
 
 

 

 

 

待小組委員會

商議  

2.  修改《基本法》的機制  
 

自 1998至 99年度立法會會期以來，事務委員會不

時討論此事。  
 

事務委員會在 2001年 7月 17日的會議上最後一次

討論此事時，政府當局表示正繼續與中央討論所

確定的各個事項，尤其是牽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下稱 “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 (下稱 “常委會 ”)、國

務院、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基本法委員會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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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在 2005年 10月 5日表示，政府當局一經

準備就緒，便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交代。  
 
 

3. 《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載 “重要法案 ”一詞的問題  
 

在 1999年 12月 20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要求政

府當局澄清《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載 “重要法案 ”
一詞的涵義。政府當局在 2000年 6月 19日的會議上

表示，鑒於在決定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時涉及複

雜的事宜及因素，當局需要更多時間研究此事，

才可得出成熟的意見。  
 

秘書處為 2005年 7月 1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擬備

了 一 份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2)2255/ 
04-05(01)號文件 )，概述議員以往進行的討論。政

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行政長官在決定某項法

案是否 “重要法案 ”時，會考慮個別情況及香港的

整體利益。部分委員不同意由行政長官充當決定

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的當局。部分委員要求，如

行政長官決定某項法案是 “重要法案 ”，政府當局

應預先告知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同意，日後如認

為有需要，應進一步討論此事項。  
 
 

 

 

事務委員會容

後決定 

4.  政制發展  
 

在 2004年 1月，行政長官委任一個由政務司司長領

導、律政司司長和政制事務局局長為成員的專責

小組，負責推展與政制發展有關的工作。專責小

組分別在 2004年 3月、 4月、 5月及 12月發表了 4份
報告。專責小組應委員的要求，就 2007年行政長

官和 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下稱 “產生辦法 ”)
提供概括工作計劃 (立法會 CB(2)215/04-05(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在 2005年 10月 5日表示，專責小組會在

2005年 10月發表第五號報告，闡述政府對 “產生辦

法 ”的修改建議。  
 
 

 

 

持續討論  

5. 區議會的檢討  
 

 

行政長官在 2004年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在適

當時候檢討區議會的職能和組成。  
 
 

政制事務局容

後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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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要求上述檢討涵蓋多項事宜，其中包括區議

會的角色、職能和組成、選區劃界、區議會的委

任議席，以及區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是否可

取等事宜。  
 
政府當局在 2005年 10月 5日表示，政制事務局與民

政事務局已成立工作小組，為檢討進行預備工

作。當局預期會在 2006年首季展開有關檢討，屆

時會發出諮詢文件。  
 
 
6. 行政長官的報酬及離職後安排  
 

秘書處為 2005年 6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擬備

了 一 份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2)1958/04-05 
(03)號文件 )，概述議員以往進行的討論。  
 
在董建華先生請辭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報酬及離職後安排獨立委員會於 2005年 4月 7日成

立。該委員會於 2005年 6月 9日發表報告書。政府

當局在 2005年 6月 20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當局的建議。  
 
政府當局在 2005年 10月 5日表示，當局會在 2005
年 11月 徵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在

2007年 7月 為 第 三 任 行 政 長 官 實 施 新 的 薪 酬 安

排，並請財委會察悉為前任行政長官提供離職後

服務的財政影響。政府當局的文件已於 2005年 10
月 14日隨立法會CB(2)54/05-06(01)號文件送交委

員參閱。  
 
 

 

 

事務委員會容

後決定  

7. 政黨的角色及發展  
 

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2月 21日的會議上討論是否

需要制定政黨法的事宜，並在 2005年 2月 26日的特

別會議上，就政黨的角色及發展聽取團體代表發

表意見。  
 
政府當局的立場是，制定政黨法會窒礙政黨的發

展。政府當局表示，專責小組在制訂政府對 2007
年及 2008年 “產生辦法 ”的建議時所遵從的指導原

則之一，就是擴闊公眾及政治團體在選舉過程中

的參與。政府當局亦會探討其他促進政黨發展的

財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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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組成、職能和運作  
 

在 2004年 6月 21日，研究部就 “選定地區規管選舉

事務的機構的運作 ”擬備的研究報告 (RP04/03-04)
提交事務委員會。  
 
委員同意日後進一步探討研究報告所提出的事

宜。政府當局在 2004年 11月以書面形式表示，當

局樂意在日後的會議上聽取委員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容

後決定  

9. 與中止立法會會期有關的憲制問題  
 

內務委員會在 2004年 4月 23日的會議上，應議事規

則委員會的建議，同意把與中止立法會會期有關

的憲制問題轉交本事務委員會考慮。事務委員會

在 2005年 2月 21日及 7月 18日的會議上跟進此事。

秘書處為 2005年 7月 1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擬備

了 一 份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2)2255/ 
04-05(03)號文件 )，概述議員進行的討論。 

 

事務委員會曾考慮香港大學佳日思教授、香港大

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以及政府當局

對該等意見書的回應。政府當局的立場是，現行

安排恰當，應維持不變，即行政長官仍然有權中

止立法會會期、決定立法會每個會期開始及結束

日期，以及在會期中止期間召開立法會緊急會議。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5年 11月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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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0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