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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問題



政策局架構安排
存在缺陷

問題 未足以把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趨勢，缺乏長遠和全面的發展規劃

政策解說未夠到位

部門分工未能對焦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

未能配合新定位，難以推動文化藝術發展

忽略產業發展，難以優化產業結構



問責團隊規模
未足以應付新形勢

問題 編制只有部門首長、副首長和政治助理，規模有限

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大增至90名，增幅接近三成，政府與議員的溝通
和遊說工作將大增。現時問責團隊規模顯得不足

按部份海外地區的做法，政治委任制度要發揮效果，必須具備一定
的規模



缺乏職效考核指標
(KPI)

問題 主要官員和核心公務員團隊缺乏具體可行的職效考核指標(KPI)

很多時官員不作為反而民意上升，推動爭議性政策反而令民望下跌

可能令部份官員避事減少作為，因循守舊，缺乏創新動力，令施政
水平下降



缺乏完善的
交接和培訓制度

問題 官員入職時並不熟悉政府架構，需要花大量時間熟習政府運作以及
政策內容，降低了施政效率

問責官員並無接受入職培訓，及後更少有接受持續培訓，難以較全
面認識政府的工作，也難以定期接收最新訊息

香港應參考國家做法，即實行集體學習制度，平均一至兩個月舉辦
一次，內容涵蓋社會保障、國家安全、法制、科技、考古、歷史、
軍事和金融等不同領域



具體改革
建議



重組及強化
政策局職能10大建議

建議 設立發展和
改革政策組

新聞統籌專員兼任政府
發言人

新增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重組發展局、運輸及房
屋局新設房屋及規劃地
政局與運輸及工務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加強
內地事務職能

強化商經局推動產業發
展角色 駐外辦要說好中

國故事

創新及科技局兼
管工業

強化食物及衞生局產業
發展角色推動中醫藥、
美容業和漁農業發展

民政事務局兼
管環境衛生

環境局兼管天文台及
保育工作



架構
重組後的
4大預期
效果

1. 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與國
家資源對接，達至雙贏局面

2. 扭轉目前見步行步、小修小補的短視施政風
格，作更長遠和全面的未來規劃

3. 減少職能分散，互相推諉的弊端，令部門可
專一事權，提高施政效率

4. 政策局有更強的意識和更多資源推動產業發
展，加快推動產業結構多元化



擴大問責團隊規模以
適應新形勢
1. 增設副政務司司長

2. 將民政事務專員納入問責制

3. 適度擴大問責團隊規模

建議



制訂職效考核指標
(KPI) 
• 為問責官員制訂一套嚴格的職效考核指標(KPI)，客觀評估
施政表現，以提升施政水平

• 職效考核指標(KPI)必須具體、可行，與各部門的工作目標
緊密連結，而且除了針對犯錯行為，亦應針對避事不作為
等消極行為

• 參考新加坡的做法，主要官員須定期落區及網上交代施政，
聽取民意及回應質詢，增加官民溝通，加強官員歷練

建議



為問責團隊交接
提供制度化支援
• 由行政長官辦公室制訂清晰完善的交接工作計劃，要求部
門提前整理一份全面、精簡而且重點突出的「部門簡介」

• 由發展和改革政策組訂立及統籌入職培訓工作，提供全面
且具針對性的入職培訓，介紹整個政府的重要運作機制、
方法和流程，以及中國內地的主要國情、重大國策及其與
香港的關係

• 為問責官員每月或每季度提供量身打造的培訓課程

建議



改革
問責制後
的3大
預期效果

1. 政府的問責精神得到提高，特區政府能做到
不設虛職、不養庸官，能虛心聆聽民意，令
每個崗位的工作貢獻度達至最大化，提高施
政成效

2. 問責團隊成員的綜合質素得到提高，有能力
更好地應對複雜多變的內外形勢，以及愈來
愈高的施政要求

3. 問責班子的執政能力得到提升，可更好和及
時地落實政策，以推動香港繼續發展，及回
應國家、社會各界及市民的訴求



政府架構建議圖





謝謝!
www.da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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