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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21 年 5 月 17 日的會議  
 

有關公務員編制、實際員額、退休、辭職、  
年齡和性別分布概況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公務員編制、實際員額、退休、

辭職、年齡和性別分布概況的背景資料，並綜述公務員及資助

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以往討論此議題時
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背景  
 
編制與實際員額  
 
2.  在 2000 年代，隨着當局推行提升效率措施、在 2000 年
和 2003 年先後推出兩輪全面自願退休計劃、為特定職系推行
針對性自願退休計劃，以及推行為期 6 年至 2007 年 3 月結束
的暫停公開招聘措施， 1公務員人數逐步縮減。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公務員編制和實際員額分別為 159 400 個職位及
153 800 人。  
 
3.  近年，為應付市民對新服務或經改善服務的需求，公務

員人數穩步增長。在 2017-2018 年度至 2020-2021 年度，公務員
編制增加約 19 600 個職位 (11%)；推算至 2021 年 3 月底的編制
為 197 845 個職位。為了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下維持公共財政的

                                                 
1 暫停公開招聘措施的實施期為 1999-2000 年度至 2006-2007 年度，
但不包括 2001-2002 年度及 2002-2003 年度。在暫停公開招聘期間，少數
職系因有極大運作需要而獲特別批准進行公開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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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性，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21-2022 年度落實公務員編制
零增長，藉以控制編制開支增長。載於 2021-2022 年度開支預算
的公務員編制為 197 646 個職位。  
 
人手流失  
 
退休  
 
4.  退休一向是公務員離任的主要原因。現行的公務員退休

年齡在退休金法例和《公務員事務規例》訂明。當局對在 2015 年
6 月 1 日或之後新入職的公務員採用新的退休年齡，文職職系
為 65 歲，紀律部隊職系 (不論職級 )則為 60 歲。  
 
5.  當局預計 2021-2022 年度約有 6 300 名人員達正常退休
年齡，與 2020 年 6 月底的公務員實際人數相比，因退休而導致
的流失率約為 3.5%。當局亦預計，由 2020-2021 年度至 2024-2025
年度的 5 年間，每年平均約有 6 200 人達正常退休年齡。由於
大多數在 2000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期間入職政府的
現職公務員 ("合資格公務員 ")會在 2030 年至 2040 年左右陸續
達到其現時的退休年齡，為配合增加勞動力的目標和回應現職

公務員的訴求，政府當局在 2018 年 7 月推出一項方案，讓合資格
公務員選擇在 65 歲 (文職職系 )或 60 歲 (紀律部隊職系 )退休
("選擇延遲退休方案 ")。選擇期已在 2020 年 9 月 16 日屆滿，
在約 56 000 名合資格公務員當中，約 47 000 名 (或 83%)合資格
公務員選擇延遲退休方案。  
 
6.  此外，為了更妥善應付未來數年公務員自然流失率的

周期性變動，當局已推行靈活的人力資源工具 (包括根據退休後
服務合約計劃按合約條款聘用已經退休 /即將退休的公務員，

以及調整繼續受僱機制 )，讓部門/職系首長應付個別職系/部門

不時會改變的不同運作和繼任需要。再者，個別部門如因其特定

的人力需要而要求在延長部門公務員的服務年期方面作其他

安排，可提出建議。在獲得相關政策局的支持後，公務員事務局

會審視有關部門的運作需要和提出的理據，考慮有關部門是否

仍有空間運用現行的延長服務年期措施，或是否有實際需要為

有關部門作特別安排。 2 

                                                 
2 鑒於香港警務處 ("警隊 ")有需要加強人手，同時面對招募人數嚴重不足的
問題，警隊向保安局和公務員事務局建議推出一項計劃，讓所有在 2000 年
6 月 1 日前加入政府的現職非首長級警務人員申請達退休年齡後延長服務
至 60 歲。行政長官已批准上述建議，而有關計劃已於 2021 年 4 月 1 日
推出。行政長官亦已原則上同意讓其他紀律部隊探討推行類似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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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職  
 
7.  只有少數公務員是因辭職而離任。在 2017-2018 年度至
2019-2020 年度，公務員的辭職人數分別為 1 333 人、1 443 人及
1 571 人。超過  60% 的辭職人員是在試用期內離任。  
 
年齡及性別分布  
 
8.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務員實際員額中 3 有 28%、
25.5% 及 27.3% 分別屬於 25 至 35 歲以下、35 至 45 歲以下及
45 至 55 歲以下的年齡組別；而女性公務員的比率則為 38.5%。
在 2020 年的本港勞動人口中，整體女性比率為 54.2%。  
 
 
事務委員會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9.  下文各段撮述事務委員會委員在以往會議上提出的

主要意見和關注，以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公務員編制與實際員額之間的差異  
 
10.  委員大致歡迎政府當局提出在 2021-2022 年度實施公務
員編制零增長的建議，藉以在當前的經濟情況下控制編制

開支。不過，委員亦關注公務員編制與實際員額之間的差距，

以及有關建議對公務員工作量及公共服務的效益和效率的

影響。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重整各政策局及部門 ("局/部門 ")
的架構及運作流程，重新調配人員至人手短缺的局 /部門。  
 
11.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進行招聘工作需時，公務員編制與

實際員額之間難免出現差距，完成招聘工作平均需時約 6 個月。
為了在不增加公務員編制的情況下應付工作量，政府當局

已鼓勵各局 /部門透過訂定工作優次、內部調配及精簡程序

以提升效率，同時採用創新科技提升公共服務的質素、效率

和效益。此外，各局/部門亦會因應運作需要調配人手資源。  
 
晉升機會  
 
12.  委員關注到部分專業職系的人員缺乏在一段合理時間

內晉升的機會及長期署任的情況。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檢討

                                                 
3 不包括法官及司法人員、廉政公署人員和香港駐外地經濟貿易辦事處
在當地聘請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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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隊伍的晉升制度，包括署任安排。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

有否建立任何制度，讓表現傑出的人才更快獲得晉升。  
 
13.  政府當局表示，晉升的目的是選出最適合、最優秀，並有

能力在較高職級執行要求更高工作的人員。當局在選拔人員

晉升時，會以客觀準則 (包括品格、能力及表現等 )為依據。當局
只有在未能確定哪位合資格人員顯然最適合晉升的情況下

才考慮年資。  
 
14.  關於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及現職公務員達到退休年齡

後最後延長服務的安排，對年輕一輩公務員的晉升機會有何

影響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該套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的靈活

措施，旨在照顧不同時間的不同人手需要。對於在某個時間面對

嚴重繼任問題的職級，有關的局 /部門可考慮挽留有關職級的

現 職 公 務 員 在 達 到 退 休 年 齡 後 留 任 ， 讓 較 低 職 級 的 人 員

能有更多時間鞏固經驗。在某些其他情況下，退休後服務合約

計劃可能更為適合，既可保留有關的局 /部門的經驗，同時

又不會阻礙人員晉升。在推行選擇延遲退休方案後，政府當局

會留意整體人力狀況、員工士氣，以及各職系的繼任安排。  
 
公務員辭職  
 
15.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研究公務員辭職的背後原因。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約 60% 的辭職者在試用期內離任。政府
當局認為有關情況可以理解，因為試用人員或許仍在探索適合

自己的事業，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在政府工作。  
 
16.  委員表示，由於 2000 年 6 月 1 日或以後按新長期聘用
條款受聘的公務員並不享有退休金福利，退休後亦不會獲得

醫療及牙科福利，故相對私營機構所提供的薪酬福利條件

而言，公務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已失去競爭力。委員因此促請政府

當局擬訂措施，以保持公務員工作的吸引力和挽留公務員

人才，例如為所有公務員提供退休後醫療福利。  
 
1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多年來公務員招聘工作均接獲

大量申請，而公務員辭職率亦保持在低於實際員額 1% 的水平，
這情況反映公務員工作在勞工市場始終具有吸引力和競爭力。

2000 年 6 月 1 日或之後受聘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和條件是
在 1999 年進行公務員體制改革之後推行，並已參考私營機構的
做法來制訂。政府的公務員薪酬政策，旨在確保公務員薪酬

是公務員和市民都認為是公平的。為保持公務員薪酬與私營

機構薪酬大致相若，當局定期進行 3 類調查，即每年一次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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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調查、每三年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及每六年一次的薪酬

水平調查，以比較兩者的情況。  
 
繼任人選的策劃工作  
 
18.  委員對政府近年出現退休潮表示關注。有委員詢問政府

當局有否採取任何措施挽留即將退休的資深公務員。在 2021 年
1 月 1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對公務員領導層在繼任
方面會否出現問題表示擔憂，因為只有 52% 的首長級 /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公務員選擇延遲退休方案。  
 
19.  政府當局表示，退休人數會逐漸下降至 2037-2038 年度
的 5 年間約每年平均 2.4%。由於大部分合資格公務員要到大約
15 至 25 年後才達到原先的退休年齡，局 /部門應有充裕時間

有系統地作出繼任安排。  
 
2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當局亦已就延長服務年期制訂

靈 活 措 施 ， 包 括 以 退 休 後 服 務 合 約 計 劃 按 合 約 條 款 聘 用

退休 /即將退休的公務員，以及調整續聘機制，以便期間可按

情況所需應付個別職系或局 /部門不同的運作和繼任需要。

為配合繼任人選的策劃工作，對於有潛質執行較高級職務的

公務員，當局會為他們提供本地培訓，資助他們修讀海外的行政

人員發展課程，亦會安排他們暫駐政策局、區域及國際組織，

以擴闊他們的經驗、視野和網絡。  
 
女性公務員佔整體公務員人數的比率  
 
21.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在招聘公務員時推動性別主流化

的工作是否足夠，以及政府當局有何更佳措施可以提高公務員

隊伍中女性公務員的比例。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設定

女性公務員的目標比例。  
 
22.  政府當局表示，公務員的聘任是以公開及公平競爭為

原則。當局會按申請人的能力、表現和品格，以及因應有關職系

的工作要求而訂明的入職條件評核所有申請人，而性別在選拔

過程中並非考慮因素。  
 
23.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可參考某些私營機構協助女性僱員

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的做法，例如提供工作間託兒

服務，並在有需要時讓女性僱員在家工作或非全職工作。政府

當局回應時表示已致力為其僱員提供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

政府當局對公務員在家工作的政策持開明態度，亦願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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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機構所採取的家庭友善做法，以吸引和挽留人才。部門主管

亦會容許個別員工在特殊情況下在家工作。  
 
 
最新發展  
 
24.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5 月 17 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向委員簡介公務員編制、實際員額、退休、辭職、年齡和性別

分布概況。  
 
 
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1 年 5 月 12 日  



附錄  
 
 
有關公務員編制、實際員額、退休、辭職、年齡和性別分布的概況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工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4 月 18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2017 年 5 月 15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跟進回應  
 

2018 年 5 月 21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跟進回應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60418cb4-844-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60418cb4-84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60418cb4-84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ps/minutes/ps201604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70515cb4-99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70515cb4-99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70515cb4-99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ps/minutes/ps201705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70515cb4-146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70515cb4-146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70515cb4-146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80521cb4-1079-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80521cb4-1079-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80521cb4-1079-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ps/minutes/ps201805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80115cb4-145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80115cb4-145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80115cb4-145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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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2019 年 5 月 20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跟進回應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90520cb4-858-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90520cb4-858-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90520cb4-858-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90520cb4-858-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minutes/ps2019052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minutes/ps2019052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90520cb4-115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90520cb4-115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ps/papers/ps20190520cb4-1153-1-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