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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即將公布司局級官員的政治問責制具體方案，概觀社會輿論對問責制普

遍也持正面的態度，並期望新制度可為政府領導層帶來一番新氣象，理順政府施

政，引領香港社會走出目前的困境。然而，要達致這目標，必須要顧及幾項重要

的原則。 

 

首先，行政長官應該廣納賢能之士，吸納具使命感、對香港有承擔的商界、學術

界，以及專業和各界精英，在問責制實施初期更應優先考慮現任司局級官員和其

他合適官員。但無論如何，這批人必須與行政長官在原則上抱有相同的治港理

念，才能確保將來的治港班子能夠向著共同目標並肩前進。而這些官員任期也不

應超出特首任期，以確保他們與特首共同進退。相反，若任用一些治港理念有分

岐，或缺乏對香港的承擔和使命感的人士，問責制最終只會落得形同虛設。但必

須強調，這些主要官員的聘用屬政治任命。 

 

當然，這並不代表特首要揀選只懂得盲目附和的人出任司局級官員。事實上，在

制訂政策的過程中，當政府內部仍在討論和辯論有關政策時，這些官員必須憑著

本身專業知識和經驗，包括其政治觸角及對民意的解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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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特首作出最終決策後，這些官

員便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趨協助政府積極推動和落實有關政策。 

 

另外，政治任命的官員應該在政策制訂和行使上應擁有更大權力，情況有如其他

國外/內的內閣成員和部長。將來他們除了要積極地向立法會爭取政策上的支持

及法案的通過外，更須向公眾解釋和推銷政策，甚至到地區就政策解答問題、面

對市民、了解民間意見，並幫助政府爭取更大的民意支持。 

 

同時，行政會議的組成也需要作出調整。以往在殖民地統治時代，由於大多數司

級官員為外藉人士，在語言和生活圈方面都與香港社會較脫節或有較大隔膜，故

而依賴行政局內的華人協助提供意見，並吸納多個大財團的代表，協助政府有效

管治。但目前香港主要官員的任命都己是按《基本法》規定辦事，吸納財團的做

法在今天已不合時宜。 

 

將來的行政會議應以政治任命的官員為核心（即佔大部分），另外亦可吸納在立

法會有大影響力的人士，讓行政機關在作出決策前，更有效地了解和吸納立法會

的意見，讓立法會能更具效率地討論和通過法案。 

 

另外，問責制的推行還需有一定配套措施，例如應為政治任命官員制訂一套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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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申報和離職安排等制度，確保這些官員切斷與一切財團的利益關係。社會

上有意見認為，問責制官員須接受品格審查。新論壇認為，如果覺得有此需要，

有關機制的審查範圍應包括個人操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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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記，這是政治任命，被委任

的官員一旦被發現在品格上有問題，特首和有關官員都要承擔政治責任。 

 

在可見的將來，特區政府也應確立一套系統化和科學化的公共決策機制，故必須

加強政策研究的基礎。其中一個可考慮的方案，是在政治任命的司局級官員轄下

設立研究室，由常駐的研究人員負責政策研究，另外也可考慮多聘請本地大學和

民間研究機構參與政策研究。主要官員也應該擁有兼職的顧問，在需要時可以向

他們諮詢專業意見。為確保各政策局的政策研究工作得互相配合，中央政策組強

化其研究工作的同時，亦應加強其協調各政策局的研究工作。 

 

另外，政治問責制只適用於《基本法》規定中的司局級官員，因為這班官員負責

政策制訂工作。其他《基本法》內指定的主要官員，包括廉政專員、海關關長、

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審計署署長，應該繼續保持現有公務員身份，不

應受政治干預，以維持其穩定性。而在現階段，副局長和署長級官員也應該繼續

由公務員出任。 

 

至於現任的司局級官員，只有特首認為合適的人選才應該留任。另方面，即使他

們得到特首賞識，他們也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政治任命。願意接受任命者可在取

得所有離職補償後，重新以合約制受聘。不過，若有關官員不獲特首挽留，又或

他本身不願接受政治任命，便可在維持現有薪酬水平的情況下，調任其他公務員

職位。 

 

(本文己刊載於 2002年 4月 9日之《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