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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委員會 

跟進議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目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議員考慮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委員

會，繼續研究關乎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事宜，特別是從第

三屆立法會帶至本屆立法會的待議事項。  
 
 
背景  
 
2.  在 2000年 10月 20日，第二屆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成立了小組
委員會，研究關乎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事宜 (下稱 "小組委員
會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廣泛，委員人數不設限額。小組委員會就
本身的工作及建議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在第二屆立法會，小組委

員會曾研究每年調整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機制，以及

議員的退休福利。  
 
3.  在 2004年 10月 15日，內務委員會決定在第三屆立法會再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多項事宜，包括調整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水平、退休福利，以及租用議員本人或所屬政黨擁有的物業作為辦事

處的安排。  
 
4.  在第三屆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由 9名委員組成，包括主席
劉秀成議員在內。小組委員會曾舉行 18次會議，其中 8次與政府當局會
晤，並出席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薪津獨立委

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3次會議。由於這些會議，獨立委員會同意支
持由 2006年 10月起增加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這項實報實銷的津貼，但增
幅為 10%，而非小組委員會所建議的 20%，以及由第四屆立法會起改善
議員的薪津安排如下：  
 

(a) 在 2008年 10月按物價調整立法會議員的每月酬金後，再
把款額提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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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立法會議員提供任滿酬金，款額相等於議員在立法會
任期內所得酬金總額的 15%，而這項任滿酬金須在議員完
成整屆立法會任期時支付，但某些情況除外；  

 
(c) 為在任立法會議員提供每年 25,000元實報實銷的醫療津

貼，這項津貼可用於支付議員個人醫療及／或牙科保險

的費用，或實際的醫療及牙科開支，或同時用來支付這

兩類開支；及  
 
(d) 使適用於薪津安排相關組成部分的現行按物價調整的機

制，亦適用於擬議醫療津貼。  
 

5.  上述各項建議其後獲財務委員會批准。  
 
 
須在第四屆立法會跟進的待議事項  
 
6.  小組委員會在完成工作後，於 2008年 7月 4日向內務委員會作
出報告，並建議在第四屆立法會再成立小組委員會，繼續研究下述待

議事項：  
 

(a) 提高第四屆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及  
 
(b) 共用議員辦事處及職員處理立法會事務與非立法會事

務。  
 

提高第四屆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  
 
7.  雖然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由 2006年 10月起增加了 10%，但
小組委員會仍然認為每月 127,835元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每年會按通
脹作出調整 )並不足以營運兩至三間地區辦事處，以及聘用職員為這些
辦事處提供服務和為議員提供支援。在財政撥款不足的情況下，議員

難以招聘及挽留工作能力卓越的助理，更遑論培育政治人才。  
 
8.  獨立委員會重申，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在現階段應維持在現時

的水平，但會每年按通脹作出調整。然而，獨立委員會會留意有關情

況，如認為適當，會在第四屆立法會任期內重新檢討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的水平。  
 
9.  小組委員會建議在第四屆立法會進一步跟進此事。  
 
共用議員辦事處及職員處理立法會事務與非立法會事務  
 
10.  廉政公署就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管理進行檢討後，秘書

處於 2006年 10月設立了審計監察制度，以確保議員就發還工作開支提
出的申請，均遵照《立法會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中有關利

益衝突及申報利益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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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負責進行審計監察工作的獨立審計師在提交予立法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的首份報告中指出，議員在分攤其處理立法會事務與非立法

會事務所涉及的工作開支時，分攤比例有時以議員的判斷為依據。審

計師建議採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予核實的客觀分攤基準。舉例而言，如

共用職員，應以職員的工作時間報表或工作日誌為依據；若共用辦事

處，應以樓面平面圖為依據。  
 
12.  因應審計師提出的建議，小組委員會進行了意見調查，以確

定議員對下述問題的意見：議員辦事處及職員應否與非立法會事務完

全分開，以及應否備存可予核實的紀錄，作為這類共付分擔開支可獲

發還部分的理據。  
 
13.  共有 53名議員就該項調查作出回應。他們的意見綜述如下：  
 

(a) 有關使用議員辦事處及職員的問題，  
 

(i) 超過 66%的回覆者認為，不應容許議員就私人事務
或與商業機構共用議員辦事處及職員；及  

 
(ii) 約 90%的回覆者認為，應容許議員與和所屬功能界

別相關的團體或處理區議會事務的辦事處共用議員

辦事處及職員。  
 

(b) 在容許議員共用辦事處及職員處理立法會事務與非立法
會事務的前提下，  

 
(i) 只有 40%的回覆者同意備存工作時間報表或工作日

誌，超過 45%的回覆者不同意；及  
 

(ii) 約 66%的回覆者 (包括同意備存工作時間報表或工作
日誌的部分回覆者 )認為，現時依賴議員的判斷計算
分攤比例的做法已屬足夠。  

 
14.  議員所作回應的詳細分項數字載於附錄 I。  
 
15.  小組委員會察悉，議員對整體目標表示支持，但他們關注到

採用審計師所建議的計算方法會有實際困難。小組委員會要求進一步

研究如何適當地平衡部分議員共用其辦事處及職員處理立法會事務與

私人／商業事務的需要，以及避免產生不必要誤解的需要，尤其是在

涉及公帑的情況下。小組委員會要求秘書處進一步諮詢審計師，並制

訂審計師和議員均會接受的安排。  
 
16.  小組委員會建議在第四屆立法會進一步跟進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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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7.  謹請議員考慮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上述待議事項，以及研究

關乎議員薪酬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任何其他事宜。  
 
 
 
 
 
 
 
立法會秘書處  
總務部  
2008年 10月 15日



附錄 I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  
 

就共用辦事處及職員處理立法會事務與非立法會事務進行意見調查的結果  
 

問題  可／應  否  沒有意見  

1. 可否容許議員與下列團體／機構 (或就以下用途 )共用議員

辦事處及／或職員？    

 (a) 任何私人事務／商業機構  16 + 1 (就共用
職員而言 ) 

35 + 1 (就共用辦
事處而言 ) 1 

 (b) 與議員所代表的功能界別相關的團體  46 7 0 

(c) 議員以區議員身份開設的辦事處及／或其他區議員的
辦事處  50 2 1 

2. 若容許共用議員辦事處及職員，應否備存下列紀錄？     

(a) 兼理立法會事務與非立法會事務的職員的工作時間報
表或工作日誌 (請參閱立法會AS230/07-08號文件的附

件所載的工作時間報表樣本。 ) 
21 25 7 

(b) 間中用作議員事務的共用房間 (例如共用辦事處內的
會議室 )的使用時間報表  
(註：  《發還開支指引》現時規定議員須提交樓面平面

圖，標示用作處理立法會事務及非立法會事務的

地方，作為分擔辦事處租金的理據。 ) 

21 24 8 

(c) 無須備存額外紀錄，現時以議員判斷為依據的做法已
屬足夠  35 11 7 

 
 
立法會秘書處  
2008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