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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引言及背景  

 
本報告旨在載述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

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近期就有關立法會議員的酬金及工作開

支償還款額進行檢討所得的結果。小組委員會於 2012年 10月由內務

委員會成立 1，負責研究有關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水平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  
 
2. 根據慣常做法，小組委員會須於新一屆立法會開始前最少

一年，檢討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及發還開支安排。經檢討後，任

何有關更改新一屆議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建議將會

提交政府當局，以供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

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考慮。  
 
3. 為確定應否向政府當局提出任何有關更改第六屆議員的酬

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建議，小組委員會進行了一項調查，

徵 詢 全 體 議 員 的 意 見 (下 稱 "該 項 調 查 ")。 該 項 調 查 的 問 卷 載 於

附錄 II。 70位議員中有 41位議員就該項調查作出回覆。該項調查的

結果載於本報告的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  
 
4. 除了透過問卷從議員收集所得的意見外，議員工作人員協

會亦於 2015年 3月 26日向全體議員提交意見書，就議員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的相關事宜提出意見。該意見書的副本載於附錄 III。概括

而言，該協會呼籲議員支持提供該項調查所要求的資料和意見，並

與政府當局跟進此事，以期為議員助理爭取合理的薪酬福利條件。  
 
 
第二部分  ⎯⎯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A) 由第四屆立法會轉至今屆處理的 9項尚待落實的建議  
 
5. 2011年 3月，第四屆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通過第四屆立法

會的小組委員會就 "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討 "提交的  
報告 (下稱 "上一份檢討報告 ")。該報告其後轉交政府當局，以供

獨立委員會考慮。報告所載的部分建議獲政府當局採納，並反映在   

                                            
1  由第二屆立法會起，每屆立法會均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有關議

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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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立法會實施的議員酬金新訂金額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上限

中。當中 9項建議不獲政府當局支持，有關建議綜述於附錄 IV。

議員工作人員協會呼籲議員跟進該等建議。回應該項調查的 41位
議 員 全 部 認 為 應 繼 續 與 政 府 當 局 跟 進 該 9項 建 議 。 有 關 建 議 的    
詳情，將於本報告的相關部分作進一步闡述。  
 
(B)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  職員開支  
 
支付職員開支的款項  
 
6. 根據發還開支安排，薪酬部分佔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的 70%(在 2013-2014年度的調查期間為每月 130,790元 2)。議員亦可

調撥不多於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的 50%(即每月 7,984元 )用作僱

用職員。換言之，在 2013-2014年度，可供議員用作支付職員開支

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合共為每月 138,774元。在 2014-2015年度，此

款額跟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按年作出調整後，增加至每月

144,048元 ， 即 135,761元 (辦 事 處 營 運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的 70%)另 加

8,287元 (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的 50%)。為確定此撥款額是否足

以支付議員職員的開支，秘書處邀請議員提供相關資料以供分析。  
 
調查期間的人手編制  
 
7. 在 41位回應的議員中， 36位議員提供了有關職員開支的資

料及意見。該 36位議員在 2013-2014年度共僱用 415名職員 (320名全

職職員及 95名兼職職員 3)。每位議員平均僱用 9名全職職員及 2名兼

職職員。議員僱用的全職及兼職職員人數，分別為 3至 20名及 0至 11
名不等。該 36位議員各自僱用的職員的分項數字載於附錄V。  
 
8. 議員僱用的 320名全職職員當中，約 50%(157名職員 )的月

薪介乎 1萬元至少於 15,000元，而 21%(67名職員 )的月薪介乎 15,000元
至少於 20,000元。約 60%(200名職員 )每年加薪少於 10%。這 60%  
職員當中，約 35%(117名職員 )獲加薪少於 5%，約 25%(83名職員 )獲
加薪 5%至 10%。所有 320名全職職員的薪幅歸納於下表：  
 

                                            
2  2013-2014年度是指涵蓋 2013年 10月 1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期間第五屆立法會的第二個

發還開支年度。本報告引述的所有年份均指涵蓋每年 10月 1日至翌年 9月 30日期間的

發還開支年度。  
 
3  兼職職員在此情況下是指每星期工作少於 30小時或以臨時形式為議員工作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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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幅  全職職員  % 
5,000元至少於 10,000元  34 10.6% 
10,000元至少於 15,000元  157 49.1% 
15,000元至少於 20,000元  67 20.9% 
20,000元至少於 25,000元  30 9.4% 
25,000元至少於 30,000元  13 4.1% 
30,000元至少於 35,000元  9 2.8% 
35,000元至少於 40,000元  7 2.2% 
40,000元或以上  3 0.9% 

總計  320 100.0% 
 
9. 大部分全職職員 (320人中的 180人或 56%)具有大學或以上

學歷，但只有 20%(63名職員 )具有 10年以上工作經驗。至於在議員

辦公室工作的經驗，大部分全職職員 (187名職員或 58%)在議員辦公

室任職少於 3年， 29%(93名職員 )任職的年期介乎 3年至 10年，只有

7%(21名職員 )在議員辦公室任職超過 10年 4。  
 
最佳人手編制  
 
10. 關於最佳人手編制，根據 35位議員的回覆，議員當中沒有

多數意見。約 29%(10位議員 )認為，為使議員在履行立法會議員角

色及責任時得到更有效的協助，合共需要 10名全職職員。至於兼職

職員， 31%(11位議員 )認為，合共需要 2名兼職職員。此外， 26% 
(34位回應的議員中的 9位議員 )認為，至少有 7名全職職員應具有  
大學或以上學歷，但議員對此組別的職員所需具備的工作經驗意見

不一。約 24%(8位議員 )認為，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全職職員應  
同時具備 2至 3年工作經驗；而 21%(7位議員 )則認為，具有大學或  
以上學歷的全職職員應同時具備 10至 13年工作經驗。  
 
11. 在薪酬福利條件方面， 44%(36位回應的議員中的 16位議員 )
認為，為確保薪酬水平具競爭力，足以留住職員繼續服務，具有  
大 學 或 以 上 學 歷 的 全 職 職 員 的 薪 金 應 介 乎 13,000 元 至 15,000 元    
不等。這 36位議員當中，除 1位議員外，其餘均認為在薪金以外，

有需要向這類職員提供其他現金福利。所建議的現金福利種類 5  

包括： 

 
                                            
4  這些百分比的總和不等於 100%，因為部分回應的議員並無提供相關資料以供分析。 

 
5  部分議員建議多於一類現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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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雙糧 (24位議員 )；  
(b) 約滿酬金 (18位議員 )；  
(c) 醫療福利 (2位議員 )；及  
(d) 進修津貼 (2位議員 )。  

 
12. 在上述 36位議員當中，大部分 (27位議員或 75%)均認為有

需要為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全職職員引入薪級表制度 (涵蓋期為

4年，以配合一屆立法會的任期 )。約 43%(14位回應的議員中的 6位
議 員 )認 為 ， 首 年 的 入 職 薪 酬 應 為 13,000 元 。 7 位 回 應 的 議 員 對    
第 四 年 的 薪 酬 水 平 意 見 不 一 ， 他 們 提 出 的 薪 金 由 18,000 元 至  
33,000元不等。共有 18位議員認為應根據以下因素調整薪酬：  
 

(a) 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 (8位議員 )；  
(b) 通脹及／或職員表現 (7位議員 )；及  
(c) 職員資歷及／或經驗 (3位議員 )。  

 
13. 根據 33位議員的回覆， 27%(33位回應的議員中的 9位議員 )
認為，除僱用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全職職員所需的金額外，他們

每月亦需要 10,000元至少於 20,000元，以僱用其他沒有大學學歷的

全職職員及不論學歷的兼職職員，而 18%(6位議員 )則認為，他們  
每月需要 30,000元至少於 40,000元作此用途。  
 
14. 如上文第 6段所述，在 2014-2015年度，可供議員用作支付

職員開支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每月合共為 144,048元。根據這個  

財政撥款水平，以及 33位回應的議員就最佳人手編制提出的意見，

大部分議員 (20位議員或 61%)認為，現時的財政撥款不足以支付   
維持最佳人手編制所需的開支。個別議員就最佳人手編制及所需 

費用提出的意見綜述於附錄VI。第 10至 13段所述有關最佳人手編制

的調查結果的進一步詳情載於附錄VII。  
 
由第四屆立法會轉至今屆處理的 9項尚待落實的建議  
 
15. 在上一份檢討報告所載的 9項尚待落實的建議 (附錄 IV)中，

第 (1)至 (6)項旨在把議員辦事處某些職位的薪酬與公務員相若職位

的薪酬掛鈎。其理據是由於議員職員的工作與公共行政有關，性質

屬公共服務，故此因應議員職員的職務、資歷及經驗要求，把他們

的職級定於與公務員隊伍中類似職級人員的相若水平，是恰當及 

公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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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根據附錄 IV第 (1)及 (2)項所載的建議，每位議員應最少有

1名相等於一級行政主任職級的職員，負責在中央辦事處統籌核心

支援服務。該名職員應由 2名屬助理文書主任職級的職員協助，   
負責提供秘書及文書支援服務。再者，假設每位議員營辦 2間地區

辦事處，每間地區辦事處應有 2名職員工作，當中 1個職位的職級應

定於二級行政主任職級，而另一個職位的職級應定於助理文書主任

職級。因此，每位議員應有合共 7名擔任上述職位的全職職員。   
其他兩項建議 (附錄 IV第 (3)及 (4)項 )關乎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

的 薪 酬 部 分 所 需 財 政 撥 款 的 計 算 方 法 。 載 列 該 4 項 建 議 詳 情 的    
上一份檢討報告的相關摘錄載於附錄VIII。  
 
17. 附錄 IV第 (5)項建議為議員的全職職員提供約滿酬金，以  
確保服務的延續性，並吸引及留住高質素的職員。根據上一份檢討

報告所載的建議，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應予提高，用以向議員

聘請擔任上文所述的 7個全職職位的職員發放 10%至 15%約滿酬金

(此做法與公務員相若職級的安排相符 )。報告亦建議，該筆專用於

支付議員職員約滿酬金的款項應存放於立法會秘書處，並由秘書處

負責管理，在職員的僱傭合約屆滿時，秘書處會按議員指示，直接

向個別職員支付所有約滿酬金。  
 
18. 此外，第四屆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認為，辦事處營運開支

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 (佔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 70%)，應按

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每年調整，因為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

不能反映勞工市場的薪金增長幅度，而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餘 下 的 30% 則 應 按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幅 度 調 整 ( 附 錄 IV      
第 (6)項 )。  
 
方案  
 
19. 雖然回應調查的 41位議員均同意應繼續跟進該 9項尚待落

實的建議，但過往曾有議員建議，應直接增加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

款額的水平，而無需與公務員薪酬架構等掛鈎，使議員在聘用職員

時能夠享有最大靈活性。視乎獨立委員會將會進行的檢討的結果，

直接對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增加某個百分比可以是其中一個  
方案，以確保議員獲得足夠資源，以招聘及挽留具經驗及高質素的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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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議員辦事處職員流失情況  
 
20. 儘 管 第 五 屆 立 法 會 的 辦 事 處 營 運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已 調 高

20%，部分議員認為，議員職員現時的薪金水平仍然不夠吸引，  
難以讓議員挽留具經驗及高質素的職員。在 2013-2014年度， 320名
受聘於議員的全職職員中， 52人在該段期間離職，平均流失率為

16% 6。此比率雖較 2012-2013年度 21%的平均流失率為低，但 16%的

流失率仍屬偏高。回應此部分調查的 36位議員中每位議員的辦事處

的全職職員流失率載於附錄V。  
 
21. 在 52名已離職的全職職員中：  
 

(a) 62%(32名職員 )的薪金介乎 10,000元至少於 15,000元，

21%(11名職員 )的薪金介乎 15,000元至少於20,000元；  
 

(b) 12%(6名職員 )每年獲 5%至 10%的薪酬調整， 4%(2名
職員 )每年獲 10%以上的薪酬調整；  

 
(c) 54%(28名職員 )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  

 
(d) 23%(12名職員 )具備 1至5年工作經驗；   

 
(e) 10%(5名職員 )在受聘 1年內離職， 54%(28名職員 )在受

聘 1至 3年內離職， 8%(4名職員 )在受聘 5年後離職；及  
 

(f) 27%(14名 職 員 )覓 得 較 高 薪 的 工 作 ， 17%(9名 職 員 )  
覓得前景較佳的工作。  

 
上述調查結果的詳情載於附錄 IX。  
 
22. 議員工作人員協會認為，議員助理現時的薪酬福利條件  
不能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就業保障，導致議員助理流失率高，亦窒礙

他們在此領域尋求事業發展。  
 
23. 事實上，部分議員在招聘和挽留具經驗及高質素的職員  
方面仍然遇到困難。儘管這些困難可歸因於多項因素，包括工作  
性質及工作壓力水平等，調查結果顯示，缺乏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

                                            
6  兼職職員在 2013-2014年度的平均流失率為 36%(在 95名兼職職員中， 34名在該段期

間離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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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和良好的事業前景，是導致難以挽留職員的主要原因。為了讓

議員更有效地履行職能，議員必須獲得足夠資源，以招聘和挽留  
能幹的職員。  

 
(D) 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  
 
24. 現時，議員向在立法會任期中離職的職員發放的長期服務

金及遣散費，不可在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項下獲得發還，而  
只可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項下獲得發還。政府當局表示，  
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的原意，是協助議員在選擇不再參選或  
因其不能控制的理由而離任時，用以支付遣散費及因結束辦事處而

引致的其他開支。  
 
25. 所有回應調查的 41位議員均認為，應容許議員靈活運用  
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以支付須在立法會任期中發放的長期  
服務金或遣散費，讓議員無須自掏腰包支付有關款項。此外，政府

當局亦可向議員另行提供撥款，供議員履行《僱傭條例》規定的  
這類責任。  
 
26. 在這 41位議員中， 7位議員提出另一項意見，認為僱主向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可用作抵銷其已支付／須  
支付予合資格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安排，應予以取消，而

議員應獲提供撥款，用作向職員發放該等款項。議員工作人員協會

亦對該項抵銷安排表示關注，因為他們在議員隨立法會任期結束而

離任時所獲得的遣散費，亦會受有關安排所影響。  
 
(E) 議員的研究需要  
 
27. 由第四屆立法會轉至而第五屆立法會議員仍希望與政府當

局跟進的 9項尚待落實建議的其中一項 (附錄 IV第 (7)項 )，是增設   
一項每年為數239,096元7的實報實銷津貼，讓議員用以聘請外間人士／機構

(包括他們所附屬的政黨 )進行研究。  
 
28. 第四屆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察悉，在聘用外間人士／機構

進行公共及社會政策研究方面，議員最常聘用的是外間顧問，例如

                                            
7  此 金 額 調 整 為 239,096元 ， 以 計 及 上 一 份 檢 討 報 告 公 布 後 在 2011-2012年 度 至 2014-

2015年 度 的 4年 間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幅 度 。 上 一 份 檢 討 報 告 的 原 來 金 額 為

204,000元 (17,000元 x12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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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以及議員所附屬的政黨、職工會及界別協會。議員的普遍意

見認為，議員不能聘請其所屬政黨或協會進行研究工作的限制不合

時宜，亦不利於香港的政治及政制發展，因此應撤銷這項限制。  
 
29. 第四屆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亦建議，這筆額外撥款應以  
獨立的基金形式存放，由立法會秘書處管理，並只可提取作研究  
之用。為確保所有其他議員及市民均能分享研究結果，以這筆撥款

進行的所有研究項目，均須在可行情況下及最遲於有關立法會任期

完結前登載於議員的網站，供公眾閱覽。  
 
(F)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  
 
30. 由第四屆立法會轉至而第五屆立法會議員仍希望與政府  
當局跟進的 9項尚待落實建議的其中一項 (附錄 IV第 (8)項 )，是將開

設   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 8的

總 撥 款 額 增 加 至 每 屆 任 期 482,500 元 9， 讓 議 員 可 營 運 2 間 地 區     
辦事處。  
 
31.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非職員開支部分 (佔辦事處

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 30%)主要用於支付辦公地方的開支、顧問   
服務費、宣傳項目及活動開支等。該 30%款額，連同開設辦事處  
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一併計算的原有

總額，是以營運 1間中央辦事處及 1間地區辦事處為基礎而計算的。  
第四屆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經檢討議員的實際需要後，認為撥款額

不足以應付營運第二間地區辦事處所需的資源。一項就辦事處傢具

及設備需求而進行的調查顯示，就開設 1間中央辦事處及 2間地區  
辦事處而言，每位議員每屆任期所需撥款總額為 482,500元。  
 
(G) 在同一屆立法會任期內調整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  
 
32. 由第四屆立法會轉至而第五屆立法會議員仍希望與政府  
當局跟進的 9項尚待落實建議的其中一項 (附錄 IV第 (9)項 )，是任何

為切合議員的實際需要而對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作出的修訂，   
均應在同一屆立法會任期內生效。  
                                            
8  由第五屆立法會起，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

已合併為一筆撥款，總撥款額為 250,000元。  
 
9  這是上一份檢討報告所載的原來金額。鑒於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

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的撥款額不是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整，故此這

金額未有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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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議員酬金  
 
(A) 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主席的酬金  
 
33. 立法會主席的每月酬金為其他議員酬金的兩倍，而立法會

代理主席 (他亦是內務委員會主席 )的每月酬金則為其他議員酬金的

一倍半。此項安排自 1993年開始實施，目的是反映立法會主席及  
立法會代理主席擁有較高地位，亦須肩負較重的責任。議員如身兼

行政會議成員，其酬金只為其他立法會議員酬金的三分之二。  
 
34. 回 應 調 查 的 41 位 議 員 中 ， 41%(17 位 議 員 ) 同 意 ， 鑒 於     
財委會處理的事務日趨複雜和繁重，由第六屆立法會開始，財委會

主席的酬金應按內務委員會主席酬金的相同基準計算 (即其每月   
酬金為其他議員酬金的一倍半 )。  
 
(B) 其他議員的酬金  
 
35. 回應此部分調查的 35位議員中， 46%(16位議員 )就此事項

提出意見。在這 16位議員中， 15位議員認為立法會議員的酬金應予

提高， 1位議員則認為議員酬金不應大幅提高。在這 15位議員中，

40%(6位議員 )認為議員酬金應予提高並與政府官員的薪酬掛鈎，而

另外 40%則認為議員酬金應按通脹調整。其他意見包括：  
 

(a) 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的議員的酬金，應較由功能界別

選舉產生的議員的酬金高 50%(1位議員 )；  
 
(b) 鑒 於 議 員 的 工 作 繁 重 ， 議 員 的 酬 金 應 予 提 高 (1 位    

議員 )；及  
 
(c) 議員的酬金應予提高，以避免令公眾認為立法會議員

的工作是兼職工作 (1位議員 )。  
 
 
第四部分  ⎯⎯ 建議及未來路向  
 
36. 從 調 查 的 結 果 明 顯 可 見 ， 所 有 回 應 調 查 的 41位 議 員 (佔  

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大多數 )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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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容許議員靈活運用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以  
支付須於立法會任期中發放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另一做法是由政府當局向議員另行提供撥款，供議員

履行《僱傭條例》規定的這類責任 (第 25段 )；及  
   
(b)  應繼續與政府當局跟進由第四屆立法會轉至今屆處理

的 9項尚待落實的建議 (第 5段、第 15至 18段及第 27至
32段 )。  

 
37. 因此，小組委員會建議，應邀請政府當局考慮第 25段所載

的擬議安排，以及重新考慮第 15至 18段及第 27至 32段所載的 9項   
尚待落實的建議。  
 
38. 小組委員會謹請內務委員會：  
 

(a)  察悉本報告；及  
   
(b)  同意將本報告轉交政府當局，以供獨立委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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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由第四屆立法會轉至今屆處理的  
9項尚待落實的建議  

 
 
(1) 最少應有 1名職級相等於一級行政主任 1的議員助理，負責在

中央辦事處統籌為議員提供的核心支援服務。該名議員助理

應由 2名屬助理文書主任 1職級的職員協助，負責提供秘書及

文書支援服務 (上一份檢討報告 2第 3.27段 )。  
 
(2) 每間地區辦事處應有 2名職員，其中最少 1名職員應具備大學

學位學歷。每間地區辦事處所設的上述 2個職位的職級，應  
分別定於二級行政主任 1及助理文書主任職級的水平 (上一份  
檢討報告第 3.28段 )。 

 
(3) 上述第 (1)及 (2)項建議所載的擬議職員人手編制的撥款額，應

以公務員相若職級的首 4個薪級點的平均數 (即涵蓋立法會 4年
任期 )計算，以及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每年須憑單據

證明的津貼額，應由2,327,330元3調整至2,632,611元4(+13.1%)，以   
實施擬議職員人手編制 (上一份檢討報告第 3.35段 )。 

 

(4) 應在 2至 3年後進一步檢討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薪酬

撥款，以評估此建議方案對挽留高質素的職員的成效。倘有

證據顯示議員的職員的平均服務年資達 4年及以上，便應採用

中點薪金 (而非首 4個薪級點的平均數 )計算辦事處營運開支  
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類似的檢討應每4年進行一次(上一份檢討
報告第 3.36段 )。  

 
(5) 為確保服務得以持續，以及吸引並挽留一班高質素的職員，

應向議員聘請的全職職員提供約滿酬金。發放該筆約滿酬金   
所需的撥款額為每年 256,994元 4，而該筆專用於向議員職員  
支付約滿酬金的撥款可列為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一部

分 (+11.0%)， 但 須 存 放 於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 並 由 秘 書 處 負 責   
管理 (上一份檢討報告第 3.37段 )。  

 
1 一級行政主任、二級行政主任及助理文書主任的薪級分別定於總薪級表第28至33點(47,280元至

59,485元)、第15至27點(25,600元至45,150元)及第3至15點(12,540元至25,600元)。 
 
2 在第四屆立法會進行的"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討"的報告 ⎯⎯ 2011年3月。 

 
3 這是適用於2014-2015年度的現行津貼額。 

 
4 有關數字已作調整，以反映2014-2015年度的薪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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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 (佔辦事處營運開支  

償還款額的 70%)應每年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予以調整，而

餘 下 30% 則 應 按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幅 度 予 以 調 整    
(上一份檢討報告第 3.39段 )。  

 
(7) 應另行提供一項為數每年 239,096元 5的新設的實報實銷津貼，

讓議員聘請外間人士／機構 (包括有關議員所附屬的政黨 )進行

研究工作。這筆額外撥款應以獨立的基金形式存放，由立法

會秘書處管理，並只可提取作研究之用。以這筆撥款進行的

所有研究項目，均須在可行情況下及最遲於有關立法會任期

完 結 前 登 載 於 議 員 的 網 站 ， 供 公 眾 閱 覽 (上 一 份 檢 討 報 告    
第 4.9及 4.10段 )。  

 
(8)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   

款額的總額應增加至每屆任期 482,500元 6，以便議員可按其  
需要營運 2間 (而非 1間 )地區辦事處 (上一份檢討報告第6.13段)。 

 
(9) 工 作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的 水 平 應 予 調 整 ， 以 切 合 議 員 的 實 際     

需要，而有關調整應在同一屆立法會任期內生效 (上一份檢討  
報告第 6.16段 )。  

 
 
 
 
 
 
 
 
 
 
 
 
 
 
 
 
5 此金額已作調整，以計及上一份檢討報告公布後在2011-2012年度至2014-2015年度的4年間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 
 

6 這是上一份檢討報告所載的原來金額。鑒於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 

償還款額的撥款額不是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整，故此這金額未有作出調整。由第五屆

立法會開始，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已合併為一筆撥款， 

撥款總額為250,000元。 
 



 
議員僱用的職員及 

議員職員的流失率  2013-2014 年度 
 

議員 
議員僱用的職員人數 已離職的議員職員人數 

全職職員

流失率 
兼職職員

流失率 
全職 兼職 總數 全職 兼職 總數 

地方選區 

(1) 5 2 7 0 0 0 0% 0% 
(2) 7 0 7 0 0 0 0% 不適用 
(3) 8 0 8 0 0 0 0% 不適用 
(4) 12 1 13 0 0 0 0% 0% 
(5) 9 5 14 0 1 1 0% 20.0% 
(6) 16 1 17 0 0 0 0% 0% 
(7) 10 1 11 1 0 1 10.0% 0% 
(8) 9 1 10 1 0 1 11.1% 0% 
(9) 9 2 11 1 2 3 11.1% 100.0% 
(10) 9 5 14 1 2 3 11.1% 40.0% 
(11) 8 1 9 1 0 1 12.5% 0% 
(12) 7 0 7 1 0 1 14.3% 不適用 
(13) 11 3 14 2 1 3 18.2% 33.3% 
(14) 11 4 15 2 2 4 18.2% 50.0% 
(15) 5 11 16 1 7 8 20.0% 63.6% 
(16) 9 5 14 2 2 4 22.2% 40.0% 
(17) 22 6 28 5 0 5 22.7% 0% 
(18) 8 3 11 2 2 4 25.0% 66.7% 
(19) 10 1 11 3 1 4 30.0% 100.0% 
(20) 10 7 17 3 0 3 30.0% 0% 
(21) 8 4 12 3 3 6 37.5% 75.0% 
(22) 13 7 20 8 2 10 61.5% 28.6% 

功能界別 

(23) 3 0 3 0 0 0 0% 不適用 
(24) 5 0 5 0 0 0 0% 不適用 
(25) 3 2 5 0 1 1 0% 50.0% 
(26) 6 1 7 0 1 1 0% 100.0% 
(27) 9 5 14 0 5 5 0% 100.0% 
(28) 14 0 14 1 0 1 7.1% 不適用 
(29) 9 5 14 1 1 2 11.1% 20.0% 
(30) 8 3 11 1 0 1 12.5% 0% 
(31) 7 6 13 1 0 1 14.3% 0% 
(32) 6 1 7 1 0 1 16.7% 0% 
(33) 5 0 5 1 0 1 20.0% 不適用 
(34) 8 0 8 2 0 2 25.0% 不適用 
(35) 8 1 9 2 0 2 25.0% 0% 
(36) 13 1 14 5 1 6 38.5% 100.0% 

 
總計: 320 總計: 95 總計: 415 總計: 52 總計: 34 總計: 86 平均: 

16.3% 
平均: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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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VI
議員辦公室的最佳人手編制及所需費用

議員
所需
全職
職員

所需
兼職
職員

須具備
大學或以上
學歷的
全職職員

(C)的
月薪

應不少於

有需要向(C)提供的其他現金福利

僱用具備大學
或以上學歷
的全職職員
每月所需的金額

僱用沒有大學
學歷的
全職職員及
不論學歷的
兼職職員

每月所需的金額

維持最佳
人手編制
每月所需的
總金額

(A) (B) (C) (D) (E) (F) (G) (H)

(1) 10 4 5 12,000 雙糧 65,000 33,500 98,500
(2) 10 2 7 13,000 雙糧 98,583 16,000 114,583
(3) 10 2 7 13,000 雙糧 98,583 16,000 114,583
(4) 10 2 7 13,000 雙糧 98,583 16,000 114,583
(5) 10 4 5 12,000 雙糧 65,000 70,700 135,700
(6) 16 1 8 13,000 進修津貼 104,000 60,000 164,000
(7) 8 4.5 8 15,000 雙糧 130,000 35,000 165,000
(8) 9 2 6 15,000 10-25%約滿酬金 105,750 60,000 165,750
(9) 7 3 7 17,000 雙糧及15%約滿酬金 146,767 24,000 170,767
(10) 10 2 8 15,000 10%約滿酬金及進修津貼 132,000 50,000 182,000
(11) 12 0 7 17,000 雙糧及15%約滿酬金 146,767 65,000 211,767
(12) 14 6 8 16,000 雙糧 138,667 75,000 213,667
(13) 12 0 7 17,000 雙糧及15%約滿酬金 146,767 70,000 216,767
(14) 10 3 8 20,000 雙糧及15%約滿酬金 197,333 30,000 227,333
(15) 9 10 10 17,000 雙糧及15%約滿酬金 209,667 38,000 247,667
(16) 16 4 10 13,000 15%約滿酬金 149,500 104,000 253,500
(17) 15 5 12 20,000 10-15%約滿酬金 270,000 30,000 300,000
(18) 11 8 11 25,000 雙糧 297,917 25,000 322,917
(19) 15 0 12 20,000 雙糧及15%約滿酬金 296,000 35,000 331,000
(20) 15 10 5 20,000 雙糧 108,333 250,000 358,333

(21) 4 0 4 19,000 76,000 0 76,000
(22) 6 1 5 14,000 70,000 10,000 80,000
(23) 6 0 6 15,000 雙糧 97,500 0 97,500
(24) 9 2.5 6 15,000 5% 約滿酬金及醫療津貼 94,500 10,000 104,500
(25) 10 2 7 13,000 雙糧 98,583 16,000 114,583
(26) 10 2 7 13,000 雙糧 98,583 16,000 114,583
(27) 6 2 6 16,000 雙糧及醫療津貼 104,000 16,000 120,000
(28) 12 5 9 13,000 雙糧 126,750 16,000 142,750
(29) 8 2 5 25,000 雙糧及15%約滿酬金 154,167 20,000 174,167
(30) 7 3 5 25,000 雙糧及10%約滿酬金 147,917 66,410 214,327
(31) 16 8 4 18,000 20%約滿酬金 86,400 160,000 246,400
(32) 9 4 10 20,000 雙糧 216,667 40,000 256,667
(33) 16 0 12 16,000 15-20%約滿酬金 225,600 48,000 273,600

平均 185,560

地方選區

功能界別

此金額超出2014-2015年度供議員用作應付職員開支的每月144,048元撥款。



 

 
 

有關最佳人手編制調查結果的進一步詳情 
 
 

所需全職職員人數 議員人數 

4 1 
6 3 
7 3 
8 2 
9 4 

10 10 
11 1 
12 3 
14 1 
15 3 
16 4 
總計 35 

 

 
 

須具備大學或以上學歷 

的全職職員總數 
議員人數 

4 2 
5 6 
6 4 
7 9 
8 5 
9 1 

10 3 
11 1 
12 3 
總計 34 

 

所需兼職職員人數 議員人數 

0 6 
1 2 
2 11 

2.5 1 
3 3 
4 4 

4.5 1 
5 2 
6 1 
8 2 

10 2 
總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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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作經驗年數 議員人數 

少於2年 0 
2年至少於3年 8 
3年至少於4年 3 
4年至少於5年 3 

5年至少於10年 2 
10年至少於13年 7 
沒有指明 11 
總計 34 

 
 

具備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全職職員 

月薪應不少於 
議員人數 

12,000元 2 
13,000元 8 
14,000元 1 
15,000元 7 
16,000元 3 
17,000元 4 
18,000元 1 
19,000元 1 
20,000元 6 
25,000元 3 
總計 36 

 
 

首年的入職薪金 議員人數 

12,000元 2 
13,000元 6 
15,000元 2 
19,000元 1 
25,000元 3 
總計 14 

 
 

第四年的薪金 議員人數 

18,000元 1 
23,000元 1 
24,000元 1 
25,000元 1 
28,940元 1 
29,500元 1 
33,000元 1 
總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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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沒有大學學歷的全職職員及 

不論學歷的兼職職員 

每月所需的總金額 

議員人數 

少於10,000元 2 
10,000元至少於20,000元 9 
20,000元至少於30,000元 3 
30,000元至少於40,000元 6 
40,000元至少於50,000元 2 
50,000元至少於60,000元 1 
60,000元至少於70,000元 4 

70,000元至少於100,000元 3 
100,000元至少於150,000元 1 
150,000元至少於200,000元 1 
200,000元至少於250,000元 0 
250,000元至少於300,000元 1 

總計 33 
 



 
 

就"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討" 
提交的報告的摘錄  2011年 3月 

 
 

* * * * * 
  

分析 

 

職員人手編制 

 

3.27  考慮到立法會核心職務的性質，小組委員會認為最少   

1名議員助理的職級應相等於 1名一級行政主任，負責統籌為議員提
供的核心支援服務。該名議員助理應由 2 名職員協助，而該 2 名職
員基本上屬助理文書主任職級，負責提供秘書及文書支援服務。這

個人手編制與政府當局 1993 年的問卷調查結果相符，當時以 1 名 

一級行政主任、1 名私人秘書及 1 名文員(後兩者相當於現時的助理

文書主任職級)的中點薪金為基礎，計算應納入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內

的撥款額。 

 

3.28  至於 2 間地區辦事處的人手編制，小組委員會察悉，地
區辦事處人員需要協助議員處理市民投訴、進行實地視察、舉辦各

類活動、擬備報告、草擬新聞稿等，而且他們的工時甚長。小組委

員會認為，每間地區辦事處應有 2 名職員，其中最少 1 名職員應具
備大學學位學歷。小組委員會認為，將每間地區辦事處 2 名職員的
職級，分別定於二級行政主任及助理文書主任職級的水平，屬恰當

的做法。 

 

3.35  若要實施上述修訂，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每年須憑單據

證明的部分將須增加 25.6%，即由現時的每年 1,654,750元增加至每
年 2,078,613元。為令議員可保留部分撥款，用以支付其 4年任期內
隨後各年的職員增薪額，小組委員會建議議員每年應得的辦事處償

還款額撥款的盈餘款項可滾存至下一年度，直至整屆立法會任期結

束為止。由於議員申領辦事處償還款額時須提交證明文件，其申請

不但按其實際支付的開支數額處理，同時亦受到市民大眾的監察，

因此，已有足夠保障措施，確保議員妥善及審慎運用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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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小組委員會察悉，議員助理關注到目前的建議未必令年

資超過 4 年的職員在第四年之後繼續獲發放增薪額。為處理此方面
的關注意見，小組委員會認為，倘上述建議獲獨立委員會接納，應

在 2 至 3 年後進行另一項檢討，以評估現行建議方案對挽留優秀職
員的成效。倘有證據顯示，議員的職員的平均服務年資達 4 年及以
上，便應考慮長遠而言採用中點薪金。 

 
 

* * * * * 
  

 



 
有關在2013-2014年度離職的議員全職職員的調查結果詳情  

 
 
薪幅 全職職員 % 兼職職員 % 
少於5,000元 0 0.0% 14 41.2% 
5,000元至少於10,000元 6 11.6% 15 44.1% 
10,000元至少於15,000元 32 61.5% 1 2.9% 
15,000元至少於20,000元 11 21.2% 0 0.0% 
20,000元至少於25,000元 1 1.9% 0 0.0% 
25,000元至少於30,000元 2 3.8% 0 0.0% 
時薪 0 0.0% 4 11.8% 
沒有指明 0 0.0% 0 0.0% 
總計 52 100.0% 34 100.0% 

 
 
每年薪酬調整 全職職員 % 兼職職員 % 
少於5% 2 3.8% 3 8.8% 
5%至少於10% 6 11.6% 1 2.9% 
10%至少於15% 1 1.9% 0 0.0% 
15%或以上 1 1.9% 0 0.0% 
沒有指明 42 80.8% 30 88.3% 
總計 52 100.0% 34 100.0% 

 
 
學歷 全職職員 % 兼職職員 % 
大學或以上 28 53.8% 6 17.6% 
大學以下 11 21.2% 14 41.2% 
沒有指明 13 25.0% 14 41.2% 
總計 52 100.0% 34 100.0% 

 
 
工作經驗總年數 全職職員 % 兼職職員 % 
少於1年 1 1.9% 4 11.8% 
1年至少於5年 12 23.1% 2 5.9% 
5年至少於10年  6 11.5% 2 5.9% 
10年至少於15年 3 5.8% 0 0.0% 
15年至少於20年 1 1.9% 0 0.0% 
20年或以上 1 1.9% 6 17.6% 
沒有指明 28 53.9% 20 58.8% 
總計 52 100.0% 3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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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員辦公室服務的年數 全職職員 % 兼職職員 % 
少於1年 5 9.6% 16 47.1% 
1年至少於3年 28 53.9% 6 17.6% 
3年至少於5年 5 9.6% 0 0.0% 
5年至少於8年 2 3.9% 1 2.9% 
8年至少於10年 1 1.9% 0 0.0% 
10年或以上 1 1.9% 0 0.0% 
沒有指明 10 19.2% 11 32.4% 
總計 52 100.0% 34 100.0% 

 
 
離職原因 全職職員 兼職職員 
(1) 找到較高薪的工作 14 4 
(2) 找到前景較佳的工作 9 2 
(3) 找到不同性質的工作 5 1 
(4) 工作壓力大 5 1 
(5) 工作環境欠佳 1 0 
(6) 繼續進修 3 6 
(7) 家庭原因 1 1 
(8) 為另一議員工作 2 0 
(9) 因工作表現或行為失當等原因而被解僱 3 0 
(10) 其他原因 5 10 
沒有指明 9 9 
總計  571 341 

 

                                           
1 部分議員的職員有多於一個離職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