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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公務員隊伍是特區政府的中流砥柱，也是維持政府良好管治的重要

元素。他們對有效執行與落實政府決策，以及爭取公眾信任，從而促進

社會發展和有效管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公務

人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重要部分。《基本法》亦規定，公務

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1。公務人員包括政府的

公務員。 

 

近年，特區政府公務員人數維持在 16萬多，而政府當局近年收到有

關公務員職位的申請表，每年均有數十萬份，在 2011/12 年度，數字更

高達近 88萬份。不過，數字亦顯示，年輕一輩青年公務員辭職人數近年

呈上升現象，39歲或以下公務員辭職人數，由 2012/13年度的 519人，

逐漸增至 2015/16年度的 787人。 

 

隨著社會急促發展，市民對公共服務的期望不斷提高。近年社會與

政治環境愈趨複雜，政府威信受到衝擊；公務員在工作上不僅面對巨大

壓力，他們站在服務市民的前線，與市民大眾的互信亦深受考驗。這些

現象，令人對公務員隊伍所面對的挑戰，及其對政府管治效能的影響，

感到關注。 

 

本研究從青年角度，了解青年對近年公務員隊伍表現的觀感評價，

從而探討公務員在現今社會及政治環境中所面對的挑戰，並嘗試以前瞻

的視角，就改善現狀提出可行建議。 

 

研究透過幾方面蒐集資料，包括全港青年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3

位 18-39歲青年、20位青年個案訪問，以及 4位學者與專家訪問。 

 

 

 

 

 

 

                                                 
1
 參見《基本法》第九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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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發現 

 

1. 近五成七受訪青年認為公務員屬理想的工作，最多受訪者視公務員

最大貢獻在於服務市民。另有四成四受訪者想做公務員。 

 

全港青年意見調查顯示，在受訪的 523名青年中，近五成七(56.5%)

同意公務員是一份理想的工作。接近四成六(45.9%)視服務市民為公

務員最大的貢獻。受訪者對公務員整體表現平均給 5.94 分(0 至 10

分計，10為最高，5為合格)；另有四成四(44.0%)表示想做公務員。 

 

青年公務員個案訪問結果顯示，受訪者對自己作為公務員的角色亦

予以肯定，包括執行及落實政府決策。但部分市民側重消費者心理，

加上社會風氣傾向少欣賞、多投訴，這令一些受訪個案表示在工作

中感到「受氣」，甚至有忍辱負重的感覺。 

 

 

2. 五成七受訪青年信任公務員多於政治問責官員，另有四成半相信公

務員在履行職務時，會如實闡述事情。 

 

青年意見調查顯示，五成七(57.3%)受訪者表示信任公務員多於政治

問責官員。此外，近四成半(44.9%)受訪青年相信公務員在履行職務

時，會如實闡述事情；表示不相信者，佔約三成九(39.4%)，表示不

知道者佔近一成六(15.8%)。 

 

不過，有受訪青年公務員個案反映，隨著資訊科技發達、公眾對監

察政府、知情權以及主動作出查詢的意識日漸增加等因素，一些公

務員擔心市民容易作出「抽秤」，因此傾向採取保守做法，例如在

陳述事情時點到即止。 

 

 

3. 逾三成受訪青年對公務員表現最大印象是墨守成規，而最缺乏的是

責任承擔，佔近兩成七。 

 

青年意見調查顯示，三成二(32.1%)受訪者對公務員工作表現最大的

印象，是墨守成規，其次是少做少錯(22.6%)；而公務員最缺乏的是

責任承擔，佔近兩成七(26.8%)，另分別有一成多認為缺少應變能力

(16.2%)、服務精神(14.7%)及創新動力(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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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青年公務員個案表示，他們重視工作指引及程序，惟市民不太了

解有關情況，容易被視為只按本子辦事。有受訪個案表示，在他們

的工作文化中，只要沒有嚴重違反工作守則或出現嚴重錯誤，其職

位通常會得到延續；這是社會一般所說的「鐵飯碗」，當中包括公

務員不需要承擔責任的看法。 

 

 

4. 受訪青年對公務員恪守幾項價值信念表現的評分，平均分為 6分左

右，在合格水平以上。 

 

青年意見調查顯示，受訪青年對近年公務員隊伍在恪守公務員幾項

基本信念的評分，平均分均在合格水平以上，當中評分最高的是「堅

守法治」，平均分為 6.11分(0至 10分計，10為最高，5為合格)；

其次分別是「盡忠職守」及「廉潔守正」，平均分分別為 6.01分及

6.00分。而「對所作決定和行動負責」及「不偏不倚」兩項的評分，

分別為平均 5.85分及 5.65分。 

 

 

5. 受訪青年認為公務員面對政治壓力、與問責官員之間的互信，以及

人才吸納等挑戰，達相當嚴重程度。 

 

青年意見調查顯示，在受訪青年觀感中，近年公務員隊伍所面對的

政治壓力挑戰，嚴重性平均達 6.79 分(0 至 10 分計，10 為最高，5

為一般)；而公務員與政治問責官員未能建立互信的問題，嚴重程度

平均亦有 6.31分。至於公務員隊伍未能吸納人才問題，嚴重程度平

均有 5.83分。 

 

有青年公務員個案反映，他們自感與政治任命官員的關係較割裂，

公務員只負責執行政府決策，沒有參與政策制訂，他們對特區政府

的歸屬感，以及就政府決策作辯護的動力薄弱。 

 

另有受訪青年公務員指出，他們對於向上司提出意見或反映問題存

有戒心，因一方面擔心會被視為愛生事端，或不服從制度等，另方

面擔心被視為個人能力不足。結果，問題及困難得不到有效反映；

在受訪者眼中，內部溝通不足，窒礙公務員隊伍培育及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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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討論 

 

1. 受訪青年對公務員角色及表現予以肯定。惟社會少欣賞、多投訴風

氣蔓延，一些公務員寧願因循守舊；長遠不利公共服務質素提升。 

 

要維持高效的政府管治水平，及推動有質素的公共服務，一支具熱

誠的公務員隊伍必不可少；研究反映，受訪青年對公務員的角色及

表現予以肯定。 

 

不過，從受訪個案反映，年輕公務員履行職務過程中，發現公務員

之路並不易行，包括部分市民十分側重消費者主義，在社會少欣賞、

多投訴風氣蔓延下，一些公務員因怕犯錯而引來公眾批評，變得寧

願因循守舊，甚至放棄追求更高服務水平，長遠不利公共服務質素

的提升。 

 

 

2. 社會環境急速轉變，公務員在以下幾方面的情況值得關注。 

 

2.1 市民對公共服務的回應及問責承擔有甚高期望，公務員則重視工

作指引和程序，兩者之間出現差距。 

 

公務員體系作為一支龐大的公共服務團隊，運作依據守則以維持及

確保其穩定性，有其實際需要。但現今公務員所面對的，是一個對

公共服務要求更高、需要應變能力更強，以及知識文化水平更高的

社會。公務員在工作上若只求按規則或程序，或只求妥善執行政策

等，未必能滿足現今社會對公共服務有效回應的期望。 

 

面對市民期望日益增加，公務員應如何作出適當應對和準備，包括

協助公務員體系有效回應社會訴求及加強問責承擔，值得探討。 

 

2.2 社會政治愈趨複雜多變，公務員堅守核心信念的挑戰愈來愈高，

公務員的應對能力必須提升。 

 

公務員隊伍所恪守的信念，是他們履行職務，或作出決策的重要考

慮或依據，在建立公眾的信任度方面，佔相當重要性。是項研究中，

整體公務員在恪守幾項基本信念的表現，得分不俗，顯示受訪青年

對公務員隊伍長久建立得來的根基，仍存有一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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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香港社會愈趨複雜多變，公務員在堅守及落實核心信念的難

度，相信愈來愈高，挑戰也愈來愈嚴峻，令人關注公務員在有關方

面的培訓該如何進一步做好，以協助公務員在恪守核心信念方面，

取得社會更大認同。 

 

2.3 公務員與市民之間的互信不足。市民對公共服務透明度有訴求。

政府採「擠牙膏」式的資料提供手法，未能滿足社會需要。 

 

隨著市民監察政府及知情權意識日漸增加，社會對公共服務透明度

有更高訴求，政府過去採用社會俗稱「擠牙膏」的方式提供資料，

不但未能滿足現時社會的期望，反容易帶來更多負面效果。 

 

足夠的透明度及有效的溝通，是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礎。政府部門在

公開其所管理的資料時，如能進一步表現出積極及主動性，從而減

少市民不必要的猜測，相信有助提升公眾對政府部門在資料處理上

的信任，並建立盡責的形象。 

 

 

3. 近年公務員隊伍主要面對的三個挑戰，需要尋求可行出路。 

 

3.1 政治壓力方面 

 

特區政府實行政治委任制，由政治委命官員負責政策構思、推銷、

解釋、游說等工作，而公務員隊伍則負責執行及落實政府決策，兩

者互相配合；加上公務員隊伍在政治中立原則下，理應有助減少公

務員承受不必要的政治壓力。 

 

不過在現實中，基於種種原因，公務員仍肩負面對議會、公眾及持

分者等解釋和辯護政策的重任。香港社會近年漸趨政治化，公務員

在當中面對的額外壓力，已給外界觀感上達到相當嚴重的境況，令

人一方面反思政治任命官員該如何進一步展現其政治承擔精神，另

方面亦關注公務員隊伍所承受的政治壓力，可如何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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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與政治任命官員的互信方面 

 

綜合受訪青年公務員個案訪問結果，他們自感與特區政府關係疏離，

對政府的歸屬感，以及對決策作出護航的動力薄弱。加上部分政治

任命官員並非來自公務員體系，他們對政府運作的熟識程度，以及

與公務員的合作等問題，均有待時間磨合。這對政策從構思到推行

過程，會否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不理想情況，從而影響

施政質素與效率，值得深思。 

 

此外，特區政府實行政治委任制度近 15年，公務員與政治問責官員

之間的互信和合作等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同樣值得注視。 

 

 

3.3 人才吸納方面 

 

優秀人才是每個政府均重視的資產。近年政府每年均收到數以十萬

份公務員職位申請表，反映特區政府在吸引人才入職方面擁有相當

優勢。惟近年年輕一代公務員離職的人數亦呈上升跡象。受訪青年

公務員訪問結果更反映，青年人在事業上具有愛拼搏、求表現、重

創意的衝勁，在他們的仕途中似乎未能得到有效發揮，令人思考公

務員體系在人才管理方面，除了薪酬及福利等條件之外，是否尚有

其他因素，可進一步突顯服務信念、用人唯才原則，以及強化工作

滿足感等，藉此留住及發揮人才。 

 

 

建 議 

 

基於上述結果及觀察，本研究提出以下改善建議： 

 

1. 舉辦公務員周或公務員日(Civil Service Week / Day)，拉近政

府、公務員和市民的距離，增加彼此互信。 

 

是項研究發現，一些受訪青年個案感到有市民對公務員隊伍工作不

太認識，令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倍感為難。參考海外例子，研究建

議政府當局舉辦公務員周或公務員日，提供政府、公務員和市民直

接和近距離接觸機會，增加彼此了解和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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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進行系統化意見收集，加強溝通。 

 

是項研究發現，一些青年公務員受訪者對特區政府歸屬感薄弱，對

主動提出意見或反映問題存有戒心，窒礙公務員體系的有效溝通。

參考外地例子，研究建議政府當局定期就內部及外部兩方面進行意

見收集。 

 

內部方面，以不記名方式，就公務員對個人工作狀況、對團隊的投

入度，以及對前景的期許等，進行意見收集及數據分析。 

 

外部方面，當局應進行有關社會對公共服務期望的意見收集，以持

續掌握市民的最新評價和意見，從而作出適切回應。 

 

3. 進一步強化政府部門提供資料透明度及主動性，促進公務員與公眾

之間的信任，建立負責任的形象。 

 

研究發現，有相當比例受訪青年對公務員隊伍能夠做到如實闡述事

情的信心有保留。研究建議加強政府部門資料提供的透明度和主動

性，藉此釋除公眾不必要的猜測，並協助市民理解當局作出決策的

因由與理據。 

 

4. 肯定及鞏固公務員的專業素質。 

 

研究發現，公務員的專業身分受到相當肯定，其中保持政治中立尤

其重要。在愈趨複雜多變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公務員需更加鞏固

其得來不易的專業形象，繼續發揮他們的積極角色，促進特區政府

的施政和管治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