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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申訴制度的工作立法會申訴制度的工作立法會申訴制度的工作立法會申訴制度的工作

與申訴專員公署的工作會否重複與申訴專員公署的工作會否重複與申訴專員公署的工作會否重複與申訴專員公署的工作會否重複

香港申訴專員制度的歷史香港申訴專員制度的歷史香港申訴專員制度的歷史香港申訴專員制度的歷史

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 (下稱 “兩局非官守議員 ”)辦事處於
1963年成立。成立該辦事處的原意之一，是增進兩局非官守議員與市民
之間的聯繫，邀請市民前往該辦事處，就任何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提出

意見，或對政府部門提出個別投訴。為更有效處理市民的投訴，兩局非

官守議員辦事處於 1970年增加人手，其後逐漸發展了一個更具成效的制
度，以處理市民的投訴及意見，其宗旨是對任何不滿政府部門處事方式

的人士盡可能提供協助，並盡量讓市民有機會就公眾關注的事宜向兩局

非官守議員提出意見或建議。

2. 自此以後，兩局非官守議員申訴制度日益為市民所熟悉。市

民將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視為一個可供他們表達不滿的有效途徑。

3. 其後因應香港在憲制上的轉變，兩局非官守議員認為有必要

就香港已有的申訴渠道，對該制度進行檢討。有鑑於此，兩局非官守議

員專責小組遂於 1985年 7月成立，以便檢討香港的各種申訴制度。

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制度的設立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制度的設立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制度的設立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制度的設立

4. 政府根據專責小組的研究結果，於 1986年 8月發表《投訴有門》
諮詢文件。其後，政府根據 1988年 7月通過的《行政事務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章 )，設立了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制度。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於
1989年 2月正式成立，並於 1989年 3月 1日開始接受市民投訴。

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使命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使命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使命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使命

5. 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使命是 “透過獨立及公正的調查，處理及
解決因公 部門行政失當而引致的不滿及所引發的問題，藉以改善公共

行政，並促進行政公平 ”。 “行政失當 ”的定義涵蓋濫用權力或權能，包
括作出不合理、不公平或欺壓的行動，或是完全或部分基於法律上或事

實上的錯誤而作出的行動。該條例旨在為市民提供申訴途徑，市民如對

政府部門行政上的決定、行動、建議或不作為有所不滿，均可提出投訴，

有關投訴會由一位政府部門以外的獨立人士調查並作出報告。該署的設該署的設該署的設該署的設

立立立立，是為補足及加強現有的申訴途徑，是為補足及加強現有的申訴途徑，是為補足及加強現有的申訴途徑，是為補足及加強現有的申訴途徑，而不是用以取代它們，而不是用以取代它們，而不是用以取代它們，而不是用以取代它們。。。。行政事

務申訴專員公署成立初期，所有個案必須由一名兩局非官守議員轉介。



行政事務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擴展行政事務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擴展行政事務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擴展行政事務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擴展

6. 《行政事務申訴專員條例》自生效以來，曾三度作出重要修

訂，現分述各項修訂如下：

(a) 容許市民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向行政事務申訴專員提出投訴，無須由一名立

法局非官守議員轉介 (1994年 6月 )。

(b) 授權行政事務申訴專員主動展開直接調查直接調查直接調查直接調查 (1994年 6月 )。

(c) 擴展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擴展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擴展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擴展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至 6個主要法定機構，即香
港地下鐵路公司、九廣鐵路公司、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香港房屋委員會 (1994年 6月 )，其
後再擴展至另外 4個主要法定組織，即機場管理局、香港房屋
協會、土地發展公司及職業訓練局 (1996年 4月 )。

(d) 將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英文職銜更改為將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英文職銜更改為將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英文職銜更改為將行政事務申訴專員的英文職銜更改為 “The Ombudsman”，而
中文職銜 “申訴專員 ”則維持不變 (1996年 12月 )。

(e) 自從政府把《公開資料守則》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所有政

府部門後，申訴專員獲授權就申訴專員獲授權就申訴專員獲授權就申訴專員獲授權就《申訴專員條例》以往並未涵《申訴專員條例》以往並未涵《申訴專員條例》以往並未涵《申訴專員條例》以往並未涵

蓋的政府部門涉嫌違反蓋的政府部門涉嫌違反蓋的政府部門涉嫌違反蓋的政府部門涉嫌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的投訴展開調查《公開資料守則》的投訴展開調查《公開資料守則》的投訴展開調查《公開資料守則》的投訴展開調查。

這些部門包括香港警務處、香港輔助警隊、廉政公署、投訴

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秘書處及公務員 用委員會秘書處 (1996
年 12月 )。

7. 政府當局原則上同意將香港考試局、香港康體發展局及僱員

再培訓局納入該條例的涵蓋範圍，但不同意納入選舉事務委員會及香港

警務處文職人員。

8.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節錄《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章 )的有關條文：

(a) 第 7條載述申訴專員的職能；

(b) 附表 1列明該條例適用的機構；及

(c) 附表 2列明申訴專員公署不調查的行動。

立法會申訴制度的運作立法會申訴制度的運作立法會申訴制度的運作立法會申訴制度的運作

9.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八 )款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 ”。立法會申訴制度的服務範圍並無法
例訂明，亦無法規予以限制，因此與申訴專員公署這個法定機構有所不

同。現時，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均沒有涵蓋申訴制度

的運作事宜。 (1995年 10月之前的《立法局議員守則》載有關於 “申訴制



度 ”的章節，但其後該部分已被刪除，因為當時的議員認為該部分與規
管立法局事務的程序無關。 )立法會秘書處申訴部訂有內部工作指引，
職員會按照有關指引處理個案。

10. 根據現行制度，市民可以團體或個人形式，就政府政策、決

定及辦事程序所引起的問題提交意見書或尋求解決辦法。此外，他們亦

可就其與政府之間的事務，向議員求助。

11. 每週有 6位議員輪流當值，監察申訴制度的運作，並接見前來
請願及提交意見書的團體代表。同時，議員亦輪流於其當值的一週內 “值
勤 ”，負責接見欲與議員討論其申訴事項的個別人士，並向處理申訴個
案的申訴部職員作出指示。

12. 議員在申訴部會晤市民，若與在立法會大樓舉行的其他委員

會會議比較，此類會晤較為不拘形式。此類會晤及跟進有關事宜的個案

會議均以閉門方式舉行。若經有關各方同意，當值議員在會晤市民期間

可公開讓傳媒拍照及錄影。此類會晤不受《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
所保障。規管立法會轄下各委員會會議的規則及程序不適用於此類會

晤，即並無會議法定人數的規定、無須錄音及安排即時傳譯服務 (有需
要時會安排一名傳譯員在議員身旁提供傳譯服務 )，而且基於保密理
由，有關個案的紀錄不會存放於圖書館供市民索閱。

較近期進行的立法局申訴制度檢討較近期進行的立法局申訴制度檢討較近期進行的立法局申訴制度檢討較近期進行的立法局申訴制度檢討

13. 較近期就立法局申訴制度進行的檢討是在 1993年及 1994年進
行，當時是與立法局秘書處的重組及對秘書處各項服務的檢討一併進行

的。在該兩次檢討中，曾獲考慮的數個方案包括：

(a) 申訴專員公署在處理投訴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b) 由議員辦事處處理有關 “私人事宜 ”的投訴，申訴部只處理團體
提出的個案。

(c) 是方案 (b)的修訂版本。不公布有關 “私人事宜 ”的個案將轉介
予個別議員辦事處處理，而只是減少或停止宣傳立法局申訴

制度，不再提醒市民立法局設有申訴制度，至於前來申訴部

求助的人士，其個案會繼續按申訴制度加以處理。

(d) 由立法局議員常務小組 (現稱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接手處理
團體的投訴。

以上兩份報告中與申訴部有關的部分節錄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14. 經研究以上各方案的利弊後，議員最後採納方案 (c)。因此，



秘書處其後不再透過電視宣傳片及電台作出宣傳。申訴部重組內部編

制，將部門主管一職由首席主任降為總主任級，並刪除 7個職位 (4名一
級主任、1名電話接線生、1名打字員及 1名一級中文主任 )。此外，申訴
部的個案數量自 1994至 95年度開始大幅下降，有關資料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1993至 94年度辦理完竣的個案性質及結果的分類統計表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立法會處理的申訴個案與申訴專員處理的個案會否重複立法會處理的申訴個案與申訴專員處理的個案會否重複立法會處理的申訴個案與申訴專員處理的個案會否重複立法會處理的申訴個案與申訴專員處理的個案會否重複

15. 基於保密和保障個人資料的原則，申訴專員與立法會申訴部

並無就各自接獲的個案互相溝通。這完全視乎申訴人會否披露曾向哪個

或哪些申訴制度求助。有些申訴人士披露曾向申訴專員 (及其他申訴制
度 )求助，但不滿所得的調查結果，或希望立法會與申訴專員 (及其他申
訴制度 )同時處理其個案。若屬後者，本部會向申訴人建議，在申訴專
員的調查仍未有結果前暫不處理其個案，以免工作重複。然而，若申訴

人堅持由本部同時處理其個案，本部亦會按其意願辦理。根據本部的經

驗，大概由於公民權利的意識日漸提高，現時往往有申訴人士在同一時

間向不同層面的各種申訴渠道求助。

16. 關於立法會申訴制度所處理的工作與申訴專員的工作會否重

複一事，必須注意一點，就是政府當局已清楚表明，設立申訴專員一職，

目的是補足及加強現有的申訴途徑，而不是用以取代它們。再者，大部

分個案在未經調查之前，根本難以確定它們是否只涉及行政失當。

供議員考慮的事項供議員考慮的事項供議員考慮的事項供議員考慮的事項

17. 議員可考慮以下事項：

(a) 立法會申訴制度是否不應處理申訴專員經已或正在調查的個

案；

(b) 是否亦不應處理表面看來屬行政失當的個案；及

(c) 立法會申訴制度應否繼續 “保持低調 ”，即維持不宣傳立法會申
訴制度的做法。

立法會秘書處

1998年 8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