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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論壇 主要官員問責制意見書 

( 16-05-2002 ) 

 

引言 

 

新世紀論壇早在 1999 年成立初期，已倡議政府應以政治任命方式，聘用具使命

感的社會各界精英，擔任主要官員。2000 年，藍鴻震先生在新論壇的支持下參

加立法會選舉時，亦以提倡高官問責制作為主要政綱之一。新論壇一直堅持這理

念的原因是： 

 

    我們察覺到，市民期望司局級官員對他們所制訂和推行的政策，以及整個社

會，都有更清晰的問責性，承擔更大的責任。而市民這個訴求，至今也是有增無

減。 

 

    香港這幾年來一直面對失業率高企、經濟低迷、市民對前景缺乏信心等問

題，市民極希望見到有一個強而有力、高效率的政府，以一致的行動對這種種問

題對症下藥。  

 

 

基於以上信念，早在行政長官於 2000 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研究加強主要官員

問責性後，新論壇已主動作出正面回應，並先後在 2000 年 12 月 16 日，以及本

年 4 月 23 日，舉辦兩次公開研討會，廣邀學者、公務員團體代表和社會人士共

同探討有關問題，新論壇也先後在多份報章中發表文章，就問責制問題表達意見。 

 

對於政府剛公布主要管員問責制方案，新論壇表示支持，原因如下： 

 

1. 滿足市民訴求和社會需要 

 

隨著香港社會進步，以及經過代議政制多年來的推行，市民的政治意識已大大提

高，社會對政府的要求也有所改變，並期望政府官員能對其所制訂的政策，以至

整個社會，負上更大責任。現在政府建議推行的問責制，正是詢眾要求，切合社

會需要。 

 

2. 組成行動一致、強而有力的治港班子 

 

市民已不接受以往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印象，並期望政府可以決斷、

有效率地解決當前香港面對種種迫切的經濟和民生問題。在問責制下，行政長官

可以政治任命方式，聘用具使命感、對香港有承擔、來自社會各界的精英，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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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局級官員，這批人與行政長官抱有相同的治港理念，讓將來的治港班子能夠一

心一意向著共同目標並肩前進。 

 

3. 司局級官員有更大承擔 

 

目前的公務員制度中，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的身分，一切有關人事管理的事

宜，甚至處分，也須按公務員制度內的既定程序辦事，即使司局級官員也不例外。

以往政府在施政失誤時，有時給予市民的印象，似乎是沒有官員會承擔責任。但

作為司局級官員，應該對本身負責的範疇擁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方案，並為其政

策落實的偏差負責。但公務員制度內的程序並未能有效地配合這些官員工作上的

需要，讓他們承擔政治責任。因此，政府必須推出一套政治問責的制度，好讓司

局級官員更能盡展所長，也讓他們肩負更大負任，滿足社會對他們的期望。 

 

4. 加強政策局之間的溝通 

 

將來的行政會議以各司局級官員為核心（即佔大部分），令政策局之間的協調和

溝通更有效，也能按整個社會利益，就各項政策推行的先後次序作更佳安排，確

保政策的制訂和推行更順暢、更有效。 

 

5. 問責制對公務員有好處 

 

5.1 對一般公務員： 

 

    公務員將可以更安心地保持中立的角色，專注地執行政策，盡力地為香港福

祉工作，至於政治責任的問題，則交由問責的司局級官員處理。 

 

    雖然目前乃未知道將來會有多少司局長會從外界招攬，但按目前政府建議的

架構，將來司局級的職位，再加上常務秘書長，總數不會少於現時首長第八級職

位數目，在可見的將來，公務員的晉升機會也不會減少。 

 

    況且，一向以來，香港的公務員都勇於面對挑戰，早在港英時代已有不少官

員是由其他殖民地、英國外交部等部門，甚至是商界抽調入港府，對公務員體係

的穩定性都沒有影響。香港的官員，包括政務主任，不應害怕挑戰。長遠而言，

公務員的形勢一定不會差。 

 

 

5.2 對於有心參與問責制的公務員： 

 

    在問責制實施初期，司局級人選的選拔方面，現任官員總有一定優勢，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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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在政府內的有志之士只要表現出色、勇於面對挑戰，擁有政治抱負，相信

他們亦會與其他人士擁有平等機會晉身司局長。 

 

 

6. 為政制發展跨前一步 

 

政府推出司局級官員問責制，可謂是《基本法》落實港人治港的重要一步，因為

可確保這些由港人出任的問責官員對香港更有承擔。事實上，市民的政治意識已

大大提高，社會對政府的要求也有所改變，並期望政府官員能對社會負上更大責

任。現在政府推出的問責制，令行政機構的運作更有效率，也令香港的政制發展

跨前一大步。 

 

然而，新論壇仍促請政府在推行問責制時，必須落實以下要求： 

 

A. 司局級官員須充分掌握民意，加強政策研究 

 

將來的問責制官員，必須更積極地向市民和立法會解釋和推銷政策，甚至到地區

作政策解釋和推銷，了解民間意見，充分掌握民意，無論是政策的諮詢、制訂和

落實都也要配合民意，並幫助政府爭取更大的民意支持。同時，各政策局也應該

進行充分的政策研究，確保司局級官員在政策制訂過程中，能根據充分的資料和

理據，作出科學化和系統化的決定。這樣才能更有效和融洽地與各政黨合作，尋

求共識，讓政府的法案更有效率地在立法會通過，政策的推行也更順暢。 

 

B. 以一致行動發展經濟、恢復信心 

 

新論壇期望在問責制下，這些與特首擁有共治港理念的司局級官員，必須一心一

意，帶領一個強而有力、高效率的政府，以一致的行動，對失業率高企、經濟低

迷等種種問題對症下藥，使香港盡快走出困境，並恢覆市民對前景的信心。 

 

C. 司局官員有責任提出不同意見 

 

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在政府還在進行內部討論時，司局級官員有責任按本身的

經驗和專業知識，包括其政治觸覺，提出不同的意見，甚至是有建設性的反對聲

音，讓特首作全盤考慮。但當作出最終決策後，這些官員便必須一心一意，全力

協助政府積極推動和落實有關政策。同時，政治中立的公務員也應本著其專業精

神，繼續作為香港安定繁榮重要支柱之一，做好自己本份，全力協助政府執行政

策。 

 

D. 問責官員須與公務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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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確保，將來的問責制官員能與公務員隊伍好好合作。因為即使最好的政

策，如果得不到執行人員的熱心推行，最終只會事倍功半，原本的好事也會變成

壞事。 

 

E. 完善配套措施 

 

問責制讓政府能以更靈活的方式，聘用商界、學術、專業和社會各界精英擔任司

局級官員，廣納賢能。然而，鑑於新制度有別於以往公務員的升遷制度，政府必

須就問責制官員制訂一套完善的利益申報、審查和離職安排的制度，確保有關官

員切斷與財團一切關係。新論壇也同意，政府須為有關官員設立品格審查制度，

審查範圍須包括個人操守，以及與財團的利益關係，而且在運作上可以快而準，

而任何最終決定都要由特首作出。 

 

結語： 

 

儘管在問責制的一些細則上，不同人士仍有不同看法，但整體而言，問責制是切

合市民期望的。對於提升政府效率、理順施政，也有一定幫助。立法機關和市民

大眾應該有一點耐性，給予這個新制度好好地運作的機會，不應動輒要求司局級

官員下台。事實上，若經常更換司局級官員，只會為香港整體社會帶來不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