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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鄧兆棠議員獲選為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II. 討論應否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及調整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應否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及調整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應否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及調整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應否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及調整事務委員會的

現有工作現有工作現有工作現有工作，又抑或只是調整事務委員會的現有工作，又抑或只是調整事務委員會的現有工作，又抑或只是調整事務委員會的現有工作，又抑或只是調整事務委員會的現有工作

(就 1999年 12月 1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提交的立法會
CB(2)631/99-00號文件及立法會 CB(2)713/99-00號
文件 )

2. 主席就在 1999年 12月 1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
出的 4項方案 (立法會CB(2)713/99-00號文件 )徵詢議員的
意見。該等方案是關於應如何重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

職責，以監察與提供市政服務有關的事宜。議員亦察悉

在會上提交的下列文件   

(a) 1999年 12月 1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紀要擬稿的摘
錄，當中載述由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監察與提供

市政服務有關的事宜；

(b) 有關在 1998年 7月至 1999年 12月 24日期間舉行
的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統計數字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及

(c) 政制事務委員會及 生事務委員會在本屆立法

會任期內討論的事宜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及及及及 III)。

3. 主席講述有關現時 17個事務委員會自本屆立法
會任期起舉行的會議的統計數字時表示，環境事務委員

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及 生事務委員會舉行的會議次數

最多。他請議員在研究應否由該等事務委員會監察與提

供市政服務有關的事宜時考慮此點。

4. 楊孝華議員不贊同成立一個新的事務委員會，

負責監察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他認為，

該項工作可由現時的環境事務委員會負責。楊議員進一

步表示，雖然環境事務委員會舉行的會議次數最多，在

45個會議中，事實上共有 14個是與其他事務委員會一同
舉行的聯席會議。助理秘書長 2解釋，該等聯席會議大多
與交通事務委員會及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舉行。

5. 黃容根議員關注到如擴大環境事務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把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包括在

內，該事務委員會的工作量或會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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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席贊成現在成立一個新的市政事務委員會，

負責監管所有現時由兩個臨時市政局負責的事宜，因為

為提供市政服務而設的新的政府架構在運作上仍在初步

階段。主席表示，有關這個新的事務委員會的經驗，可

供立法會新一屆的議員在考慮有否必要另外成立兩個事

務委員會，分別處理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以及康樂、

文化及體育事宜時，用作參考。

7. 何秀蘭議員認為，與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有關

的事宜，應交由民政事務委員會或其轄下的一個小組委

員會負責，因為該事務委員會現時的職權範圍已包括文

化藝術發展、公眾娛樂、體育及康樂事宜。何議員補充，

如擴大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把與提供康樂及文

化服務有關的事宜包括在內，應再度邀請其他議員加入

該事務委員會。

8. 楊孝華議員贊同何議員有關不會另外成立一個

康樂文化及體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楊議員認為，民政

事務委員會因監察與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有關的事宜而

增加的工作量未必會很多，因為政府有意加強區議會在

地區層面對提供此類服務進行監察的職責。就有些議員

對民政事務委員會的工作量會過重所提出的關注，楊議

員回應時表示，一位議員提出一項值得考慮的建議，就

是把民政事務委員會現時職權範圍內有關監察人權事宜

的工作轉交政制事務委員會處理。

9. 黃容根議員表示，他原則上同意何秀蘭議員的

建議，即在民政事務委員會下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負

責處理與提供文化及康樂服務有關的事宜。至於與食物

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黃容根議員認為，或有必

要成立一個新的事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此類事宜。

10. 楊孝華議員澄清，雖然他不強烈反對成立一個

新的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和一個康樂文化及

體育事務委員會，但他認為較為恰當的做法是，擴大現

時環境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以處

理與提供市政服務有關的事宜，因為距離 2000年 6月 30日
今屆立法會任期屆滿前只有 6個月。楊孝華議員建議，應
徵詢環境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11. 何秀蘭議員贊同楊孝華議員有關不必成立一個

新的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但她認為

與食物安全有關的事宜應交由 生事務委員會處理。她

建議，應請 生事務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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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明應由哪個事務委員會接手處理與食物安全及環

境 生有關的事宜。

12. 助理秘書長 2解釋，各事務委員會的職責劃分，
是按照各自對應的政策局局長或其他主要官員所負責的

政策範圍而訂定。立法會CB(2)631/99-00號文件所載的一
項建議是，應由一個新的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與食物安全

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而環境事務委員會則會繼續專

注於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事宜，即與該文件附錄 II所載新
設環境食物局A科及B科的工作劃分大致相同。同一文件
所載的另一項建議，是把現有的環境事務委員會的職權

範圍擴大至包括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

13. 關於何秀蘭議員在第 11段所提出的建議，助理
秘書長 2指出，由於設立新的環境食物局的目的是領導及
協調政府在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的整體工作，如與食物

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分開由兩個事務委員會處

理，該兩個事務委員會便須經常舉行聯席會議。

14. 何秀蘭議員表示，為免出現要舉行過多事務委員

會聯席會議的問題，她建議由 生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與

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主席指出，環境食物

局A科的某些政策範圍，例如小販及街市、簽發食肆牌照
及酒牌，與 生事務委員會所負責的政策範圍並不相

關。

15. 楊孝華議員表示，他明白何議員所提建議的邏

輯。不過，他希望重申其意見，就是不應成立任何新的

事務委員會，因為今屆立法會任期還有 6個月左右便告結
束。

16. 助理秘書長 2表示，執行食物安全的職責將於
2000年 1月 1日起由 生福利局移交新的環境食物局。如

依循目前劃分事務委員會職責的原則，與食物安全及環

境 生有關的事宜，便應由一個為此目的而成立的新事

務委員會負責；如環境事務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擴大至對應

新的環境食物局的工作範圍，亦可把有關事宜交由環境事

務委員會負責。

17. 本身亦為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蔡素玉議員表

示，她支持把現有的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擴大至包

括與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有關的事宜。她表示，過往的

經驗顯示，出席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康樂文化及

體育事宜的委員為數不多，故不必另外成立一個事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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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討論此等事宜。蔡議員亦認為，可由環境事務委員

會負責監察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

18. 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黃宏發議員不贊成成立新

的事務委員會。他認為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

宜可由環境事務委員會負責，而與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

有關的事宜可交由民政事務委員會處理。黃議員又表

示，由於今屆立法會任期還有 6個多月便告結束，不值得
對事務委員會的現行架構作出改變。黃容根議員贊同黃

議員的意見。

19. 主席在總結時表示，議員一致認為無須成立一

個新的康樂文化及體育事務委員會，而應修訂民政事務

委員會的工作範圍，以包括此方面的事宜。至於食物安

全及環境 生方面，主席的結論是，大部分議員認為，

此等事宜應交由環境事務委員會而非一個新的事務委員

會負責。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結束。

(會後補註：主席指示把對環境事務委員會及民
政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提出的修訂建議，送

交小組委員會委員及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主席考

慮。如議員並無意見，小組委員會便會在 2000
年1月7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3日



附錄 I

事務委員會會議數目事務委員會會議數目事務委員會會議數目事務委員會會議數目

(由由由由 1998年年年年 7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999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4日日日日 ))))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例會例會例會例會 * 特別會議特別會議特別會議特別會議 聯席會議聯席會議聯席會議聯席會議 非正式會議非正式會議非正式會議非正式會議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

司法及法律 17 5 0 0 22

政制 20 8 4 0 32

經濟 19 4 1 0 24

教育 20 5 1 0 26

環境 20 5 14 6 45

財經 16 9 2 1 28

衛生 19 9 5 1 34

民政 20 11 4 1 36

房屋 19 10 2 1 32

資訊科技及廣播 17 8 1 0 26

人力 23 2 3 0 28

規劃地政及工程 19 3 9 0 31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15 4 2 0 21

保安 21 6 3 0 30

貿易及工業 17 1 0 0 18

交通 19 2 8 1 30

福利 20 7 1 0 28

(*  包括事務委員會屬下的小組委員會會議 )



附錄 II

政制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政制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政制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政制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

(由由由由 1998-99年度至今年度至今年度至今年度至今 )

對行政長官適用的法例對行政長官適用的法例對行政長官適用的法例對行政長官適用的法例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 《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

- 修改《基本法》的機制

憲制會議憲制會議憲制會議憲制會議

區議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區議會選舉

- 1999年區議會選舉

擔任公職擔任公職擔任公職擔任公職

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立法會選舉

- 1998年立法會選舉
- 2000年立法會選舉

附屬法例的訂立附屬法例的訂立附屬法例的訂立附屬法例的訂立

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

區域組織檢討區域組織檢討區域組織檢討區域組織檢討

居留權問題居留權問題居留權問題居留權問題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法律適應化修改計劃

- 委派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

- 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的規定

- 解決公元 2000年數位問題的工作



附錄 III

衛生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衛生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衛生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衛生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的事項

((((由由由由 1998-99年度至今年度至今年度至今年度至今 ))))

葯物管制葯物管制葯物管制葯物管制

-  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及血液／血液製品的管制

-  對銷售藥物的監管

牙科護理政策牙科護理政策牙科護理政策牙科護理政策

食物安全食物安全食物安全食物安全

- 與食物有關的疾病及食物安全問題

- 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服務的擬議新架構

醫護制度及醫療融資安排醫護制度及醫療融資安排醫護制度及醫療融資安排醫護制度及醫療融資安排

- 本港的醫護制度及醫療融資安排

為老人提供的醫療健康服務為老人提供的醫療健康服務為老人提供的醫療健康服務為老人提供的醫療健康服務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 對私家醫院的監管

- 公營醫院

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傳染病

立法建議立法建議立法建議立法建議

精神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健康

醫療護理專業人員的註冊事宜醫療護理專業人員的註冊事宜醫療護理專業人員的註冊事宜醫療護理專業人員的註冊事宜

人手需求及資源增值計劃人手需求及資源增值計劃人手需求及資源增值計劃人手需求及資源增值計劃

- 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推行的資源增值計劃

- 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的人手需求／人員編制事宜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健康生活新紀元運動

- 健康與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 醫療激光系統及其他醫療器材的使用情況

- 解決公元 2000年數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