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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

果報告書已於 2017 年 4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委員會 ")撰寫的報告書 (第六十八號報告書 )亦隨後於 2017 年
7 月 12 日提交立法會，因此符合《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 條的
規定，在審計署署長提交報告書後 3 個月內，將其報告書提交
立法會。  
 
 
2. 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六十八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17年 10月 18日提交立法會。當局於 2018年 10月 25日就政府
覆文中有待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

委員會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 至 13 段。  
 
 
監察慈善籌款活動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2 章 ) 
 
3. 石禮謙議員申報，他是誇啦啦藝術集匯的董事、建造業關

懷基金創辦成員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成員，該等機構均

或曾進行籌款活動。謝偉俊議員申報，他曾參與慈善籌款活動。

何俊賢議員申報，他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成員，該黨或曾進行

籌款活動。林卓廷議員申報，他是民主黨成員，該黨或曾進行

籌款活動。邵家輝議員申報，他是自由黨關懷基金審核委員會

的委員，該基金或曾進行籌款活動。陳淑莊議員申報，她是

公民黨成員，該黨或曾進行籌款活動。  
 
 
4. 委員會獲悉：  

 
管理慈善籌款活動的公開籌款許可證  
 
─  社會福利署 ("社署 ")自 2018 年 7 月起已將《公開籌款

許可證涵蓋範圍一般指引》上載至社署網頁，讓公眾

及有關機構了解在甚麼情況下，需要申請根據《簡易

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 )第 4(17)(i)條發出的公開籌
款許可證 ("許可證 ")進行慈善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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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屢次 /嚴重遲交審計報告個案  
 
─  除了透過訂立申請資格準則和許可證條件等行政措施

以監管慈善籌款活動外，社署已對在 2018 年 8 月 1 日
或以後提交許可證申請而及後被發現出現嚴重或重複

違反許可證條件的機構實施新的阻嚇措施，包括：  
 

(a) 在社署的網頁上公布該違規機構的名稱及違規
事項 (為期最少 6 個月 )，並取消該等違規機構的
申請許可證及 /或舉辦賣旗日的資格 (包括其候補
資格 )；及  

 
(b) 暫緩處理違規機構的許可證申請最少 6 個月；  

 
一般慈善籌款活動的開支/"行政費用 " 
 
─  社署已對在 2018 年 8 月 1 日或以後就下列兩類一般

慈善籌款活動提交許可證申請的機構訂下自願遵守

的 "開支與總收入比例參考上限 "的 "基準 "：  
 

(a) 開支佔總收入 10%的參考上限，適用於設置捐款
收集工具而不涉及安排籌款人員進行募捐的籌款

活動；及  
 

(b) 開支佔總收入 15%的參考上限，適用於只舉行慈善
義賣的籌款活動 (義賣的收入應以扣除物品成本
後的淨收支計算 )；  

 
完善會計規定  
 
─  社署已對在 2018 年 8 月 1 日或以後提交許可證申請

的獲發許可證機構實施以下措施，以加強在會計規定

上的要求：  
 

(a) 獲發許可證的機構須在最後一個活動日期起計
60 天內或開展審計工作前 (以較早日期為準 )將捐
款餘額存入相關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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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籌款活動的收支結算表須按 "應計制 "擬備。另
外，收支結算表的備註須註明捐款數額及存入銀

行帳戶的日期；  
 

(c) 獲發許可證的機構須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最新
發出的實務說明第 850 號 "有關獲發社會福利署
公開籌款許可證的賣旗日和一般慈善籌款活動之

報告 "的基準，擬備核數師報告 /獨立執業會計師

鑒證報告；及  
 

(d) 籌款活動的收支結算表 (連同核數師報告 /獨立執

業會計師鑒證報告 )正本及其 PDF版本，須在最後
一個活動日期起計 90 天內遞交予社署。PDF 版
本會被上載至 "香港政府一站通 "，為期 12 個月，
供公眾查閱；  

 
管理涉及街頭販賣籌款活動的臨時小販牌照  
 
─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已

就臨時小販牌照實施新的發牌處理程序及行政措

施，以進一步提高街頭賣物籌款活動所收款項的財務

問責性。新措施包括：  
 

(a) 要求持牌人展示通告/橫額以說明籌款目的，以及

提醒申請人須提供堅固密封收集箱以便收集、貯

存和妥善保管賣物籌款所得款項；及  
 

(b) 規定任何免稅慈善機構及非牟利機構如在 12 個月
內已獲簽發 12 個臨時小販牌照而欲申請第 13 次
牌照，在遞交有關申請時，該機構須一併提交經

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的會計師審核的財務報告，

向食環署披露過往 12 次牌照所涵蓋的賣物籌款
活動的收支結算帳目報告。否則，其遞交的新申請

將暫時不獲考慮。上述規定亦適用於其後繼續向

食環署提交的臨時小販牌照申請；  
 
─  3 個發牌/發證部門 (即社署、民政事務總署及食環署 )

已由 2018 年 1 月開始，每半年一次分享 /交換與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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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關的訊息，有關訊息包括但不局限於 "欠缺合
理原因重複沒有到場 "的個案；  

 
未來路向  
 
─  政府當局推出一系列行政措施，並自 2018 年 8 月 1 日

起生效，該等措施包括：  
 

(a) 共同制訂一份新的《慈善籌款良好實務指引》，
以取代《慈善籌款活動最佳安排參考指引》。該

份新指引已上載至 "香港政府一站通 "，以供市民
參考及評估慈善機構舉辦籌款活動的表現，以及

了解捐款者的權益。3 個發牌 /發證部門亦會加強

宣傳和鼓勵慈善機構自願採用該指引；  
 

(b) 推出電話專線以供市民查詢或投訴有關團體在
公眾地方舉行的慈善籌款活動；  

 
(c) 推出一站式服務一併處理涉及在政府土地舉辦的

慈善籌款活動，以方便慈善機構申領各類型籌款

活動的相關許可證或牌照時，而無須另行向地政

總署申請暫時佔用政府土地；及  
 

(d) 推出一站式服務處理公開籌款許可證慈善義賣籌
款活動所涉及 "豁免臨時小販牌照 "的申請；及  

 
─  政府當局將於 2019 年上半年就慈善籌款活動推出

一個標誌，供慈善籌款活動的牌照及許可證持有人在

進行慈善籌款活動期間展示，以方便市民識別。  
 
 
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寮屋及持牌構築物的管理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3 章 ) 
 
6. 邵家輝議員申報，他是香港房屋委員會的非官方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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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會獲悉：  
 
監察寮屋及持牌構築物  
 
─  地政總署已完成視察現時在九龍相關海旁全部 136間

被佔用作商業用途的已登記寮屋。經考慮佔用人會否

有實際困難及了解當區的民情後，地政總署現正制訂

處理違規個案的行動策略；  
 
─  各區寮屋管制辦事處 ("寮管處 ")的新巡查和視察制度

自 2017 年 12 月起已正式推行；  
 
─  地政總署自 2017 年 8 月起展開試驗計劃，把大約 1 萬

個寮屋登記紀錄轉為數碼檔案，預計於 2018 年 9月底
或之前完成。地政總署將於兩年內，把全港各區 60 萬
個寮屋登記紀錄，全面轉為數碼檔案。地政總署亦正

計劃設立中央資料庫，以及開發地理信息系統，用以

儲存和管理寮屋及牌照的數碼檔案，以便在巡查和視察

時識別違規之處；  
 
─  地政總署一直研究利用手提電子裝置輸入相關土地

資訊和已登記寮屋資料，以此作為試驗計劃，目標是

利便各區寮管處巡查和視察。地政總署將會採購更多

手提電子裝置，以協助寮管處的巡查和視察工作；  
 
─  地政總署於 2017 年 12 月發出指示，要求各區地政處

應設立分區檢討委員會，以考慮下列各項：  
 
(a) 檢視持牌人是否去世，以及如分區地政處已知悉

持牌人去世而相關政府土地牌照未獲批准轉讓，

就該等牌照採取的跟進行動作出決定及監察；  
 

(b) 依據現有人手資源制訂巡查計劃，以便每個持牌
構築物在指定期限內均被巡查；及  

 
(c) 就實地巡查時發現違規情況的政府土地牌照，檢

視執管行動的優次，並予以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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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總署已着手把政府土地牌照的主要資料，上載至
測繪處的土地信息系統；及  

 
寮屋及持牌構築物的差餉、地租及牌照費  
 
─  自 2017 年 7 月起，根據地政總署所提供的資料，差餉

物業估價署已進行較廣泛的抽樣調查，並發現從衡工

量值的角度來看，沒有充分理據優先處理檢查 26 萬
間寮屋的工作以找出未經評估的個案，因為此舉所需

的人力成本可能遠超從未經評估個案中能夠收回的

應課差餉。  
 
 
8. 委員會於 2019 年 1 月 4 日致函地政總署署長，查詢有何
措施核實和確定該等存在已久的寮屋及持牌構築物的紀錄準確

無誤；將寮屋登記紀錄轉為數碼檔案的最新進展；以及設立中央

資料庫和地理信息系統的時間表和進展。地政總署署長的回覆

載於附錄 3。  
 
 
9.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啟德郵輪碼頭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5 章 ) 
 
10. 委員會獲悉：  

 
發展香港成為區內主要的郵輪樞紐  
 
─  《 2018-2019 年度發展香港郵輪旅遊業策略方向及措

施》已在 2018 年 4 月公布，並已上載至旅遊事務署
的網頁。政府當局會因應市場最新情況及業界意見，

檢視及在有需要時更新相關的策略及方向；  
 
─  政府當局在 2018-2019 年度向香港旅遊發展局額外撥

款 1,400 萬元，用以推行一系列措施以促進香港郵輪
旅遊的發展。另外，香港旅遊發展局會在華南地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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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郵輪及香港景點的優惠套票，進一步鞏固該地區

的客源市場；  
 
─  香港的郵輪停泊次數和郵輪旅客人次在 2017 年達到

新高。就啟德郵輪碼頭而言，郵輪停泊次數接近倍

增，由 2016 年的 95 次增至 2017 年的 186 次，這段
期間的出入境旅客亦由 425 000 人次顯著增加至
784 000 人次；及  

 
監察預期經濟效益  
 
─  旅遊事務署正收集 2018 年的數據，以就郵輪業所帶來

的經濟效益進行中期評估。旅遊事務署會在有關中期

評估結果備妥後，向公眾及立法會公布。  
 
 
11.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獎券基金資助項目的管理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6 章 ) 
 
12. 委員會獲悉：  

 
撥款申請的處理  
 
─  社署於過去一年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定期會面，跟進

各項改善措施的進度，並商討獎券基金的最新發展及

非政府機構於申請獎券基金時所需的協助；  
 
─  社署自 2017年年底已就非政府機構訂立了回覆查詢 /

要求提供補充資料的 "限期 "，以加快處理申請。社署
亦已檢視在處理申請及推展已撥款項目 (特別是大額
補助金的裝修工程 )所涉各方面的回覆限期，並精簡
流程。截至 2018 年首季，所有小額補助金申請及 90%
以上大額補助金申請都可分別在 4 個月及 9 個月內獲
批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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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券基金現有的電腦系統已於 2018年 9月完成優化，
以促進記錄申請流程中各不同程序所需的時間，以及

記錄已批撥款項目的進度。社署亦密切注視被識別為

久未完成的個案的進展，並協助有關的非政府機構解

決遇到的困難。社署亦把不再需要獎券基金補助金的

個案，從社署的資料庫中刪除；並把因項目範圍有重

大改動而經修訂的申請視為新申請；  
 
─  社署每半年一次向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匯報正在處

理中的申請的進度；  
 
─  有關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特別計劃 ")，

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與申請機構合共進行了 7次交流
會，並因應機構在交流會上提出的意見進一步釐清及

優化了特別計劃下的各項安排；  
 
─  政府當局自推行特別計劃以來，共 5 次向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特別計劃的推行進度。截至

2018 年 9 月底，特別計劃下有 4 個項目已經完工並
投入服務，另有兩個項目預期會在 2018-2019 年度完
成。此外，有 12 個項目已獲獎券基金撥款進行技術
可行性研究，當中一個項目已於 2016 年 11 月完成技
術可行性研究，並獲獎券基金撥款委聘顧問進行包括

詳細設計、招標及工程合約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項目推行的管理  
 
─  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於 2018年 1月通過實施額外措

施，當中包括監察各類型項目的展開日期，以跟進其

進度。社署將要求未能於時限內開展其項目的非政府

機構提供理據。假如非政府機構未能提供理據，社署

會考慮取消該撥款，及 /或向獲撥款的機構追回已發

放的款項 (如有的話 )，及 /或不處理已呈交發放款項的

申請 (如有的話 )；  
 
─  社署及建築署於 2017 年 12 月就已獲撥款的獎券基金

項目探討簡化審理進程的可行性，以期適時結算帳目；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第 3 部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第六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號報告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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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署已修訂由 2018 年 3 月開始發出的申請撥款結果
通知書，當中需要非政府機構交回已簽署的回條以確

認接納獎券基金的撥款條件；  
 
─  社署向非政府機構書面提示，要求機構就已完成或快

將完成的項目結算帳目，以便適時結算項目帳目。在

社署確認項目的最終費用後的 6 個月內，如機構仍未
呈交最終發放款項的申請，社署會考慮結算該帳目； 

 
─  社署每半年向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詳細匯報已獲撥

款項目的進度，包括已獲撥款達 5 年以上而尚未結算
帳目的大額補助金項目及已獲撥款達 3年以上而尚未
結算帳目的小額補助金項目；  

 
─  社署於 2018 年 1 月發信予所有獲批補助金的機構，

要求機構匯報分別於 2018 年 1 月至 6 月及 2018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機構管理委員會曾批准不符合獎券
基金採購程序規定的資料；及  

 
─  自 2017 年 11 月開始，獲獎券基金撥款進行有期限的

試驗計劃及補助金金額較大的項目的非政府機構，須

在項目完結後提交評估報告，相關報告將於適當時候

上載至社署的網站。  
 
 
13.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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