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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法 會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與 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1999 年 12 月 9 日 聯 席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謹 附 上 在 上 述 會 議 提 交 的 投 影 片 資 料 ， 供 議 員 存 照 。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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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秀 蘭 議 員  
李 華 明 議 員  
馬 逢 國 議 員  
陳 婉 嫻 議 員  
陳 智 思 議 員  
陳 鑑 林 議 員  
曾 鈺 成 議 員  
劉 千 石 議 員  
助 理 秘 書 長 1 
助 理 法 律 顧 問 1 



 1 

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  - 總體目的  
 

 

 制訂在香港推行的“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制訂指導性準則  

 

 制訂指標，用於決策支援工具  

 

 制訂工具及安排組織架構，將“可持續發展＂理念并入政府架構內  

 

 提高公眾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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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產品及結果  
 
 

 決策支援工具（可持續發展系統）  

 

 協助評審可持續發展性  

 

 提高公眾及關注團體認知  

 

 組織機制以達至綜合的及跨部門的決策  

 

建立一致意見，改善未來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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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可持續發展評工具  (CASET) 

 
 

 對計劃作全面，連貫一致及跨部門的審查  

 

 資料管理者：不是一個模型或計算機（沒有單一的“對／錯＂答案）  

 

 可作重複測試，逐步修訂輸入資料及達到共識  

 

 簡單的輸出配合解釋報告（可持續發展評審圖表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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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的挑選  
 

 

 採納第一階段諮詢的研究結果（超過 200 個建議）  

 

 進行可行性及重複審查（現有三十九項指標）  

 

 得到政府部門及決策局的同意  

 

 挑選工作仍在繼續進行；第二階段諮詢  

 

 主觀事宜歸納於“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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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準則  
 

 
 具代表性  

 
 科學上是準確的  

 
 簡單易明  

 
 能夠顯示一段時間的趨勢  

 
 可於預測出現不能逆轉的趨勢時盡早發出警報  

 
 容易因環境、社會或經濟的改變而變動  

 
 有足夠的檔案資料為依據  

 
 可預測的  

 
 可設定目標水平或提供指引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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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  
 

 
 可持續發展評審圖表  

以圖表演譯指標變化，以助評估有利或不利影響之程度  
 
 

 可持續發展評審報告  

對每個受影響的指標預測帶來的改變，編製報告，包括所有假設，理由及原因  

 
 

 確認，討論及忠告其他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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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組織結構  －  為什麼？  
 
 

 方便達至同一目標  

 

 使政府各決策局共同建立長遠策略  

 

 以更強的信息及架構來傳達政府的決策  

 

 透過協調的使用有關工具，在政策計劃初期提出主要關注的問題  

 

 避免政府部門間的爭論，增加效率  

 

 加強各層面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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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挑選準則  
 

 

 提倡責任感  

 
 產生承擔感  

 
 確保決策制定前有充份的資料  

 
 鼓勵融合，溝通及合作  

 
 避免官僚作風  

 
 有效率的監察及報告  

 
 政治上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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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選擇  
 
 

 行政及管理功能  
 

i) 維持現時安排  
 
ii) 可持續發展科  
 
iii) 可持續發展局  

 
 協調功能  

 
i) 可持續發展跨決策局委員會  

 
 加強諮詢功能  

 
i)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ii) 可持續發展諮詢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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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向行政長官　報  
 

 提供專家意見  
 

 監察政府就“可持續發展＂的進展  
 

 作為公眾與行攻機構的橋樑  
 

 鼓勵大眾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新計劃（撥款港幣一億元）  
 

 委員由行政長官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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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可持續發展科  

 

 確保及協助“電腦輔助評審工具＂在政府的應用  

 

 監察“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  

 

 監察各決策局在決策過程中并入“可持續發展＂事項的進展  

 

 提供支援予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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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評審工具／可持續發展系統之好處  
 

 

 使可持續發展的理想可以落實執行  

 
 融合跨部門的問題  

 
 建立政府內部的共識  

 
 加強承擔感  

 
 及早與公眾溝通及讓公眾參與  

 
結果：增加公眾的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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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確保公眾支持  

 

 於政治目標上建立共識  

 

 於政府部門內推廣可持續發展的認知  

 

 克服對改變的阻力  

 

 於政府各部門建立一個有助於推廣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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