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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基本概念

1. 政治委任 Political Appointment
~源自19世紀“分肥制度”(spoils system)。

~總統勝選後，分配政府部門的職位給支持者，作為回饋。

2. 問責性 Accountability
重要性

~促進良好管治

~提升官員的表現

~建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促進政府對社會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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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元素
~質問及回答 (answerability)
~執行獎罰 (sa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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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 香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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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十六局

第一屆特區政府
1997-2002年

第二屆特區政府
2002-2007年

政治委任制度
正式實施。

三司十一局

(主要官員：
司長及局長)

進一步發展
政治委任制度，開設
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

三司十二局 (增設勞工及福利局)

第三屆特區政府2007-2012年

現屆政府
第四屆特區政府
2012-2017年

三司十三局
(增設創新及科技局)

以2016年12月1日計算，特區政府
政治委任制度職位共有43個，當中
41個有官員出任。

第五屆特區政府
2017-202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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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 香港概況

政治委任團隊
以合約方式聘用，任期不會超逾提
名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

主要官員統領部門的工作，為政策
的成敗向行政長官負責。

公務員經由常任秘書長直接向局長
負責和請示。

公務員隊伍
以常任制方式聘用。

不論個人信念如何，須全力支持有關
主要官員的決定。

負責執行及落實政府決策。副局長和
政治助理與常任秘書長之間，沒有直
接從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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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問題

(1) 對官員的期望？

(2) 對官員的觀感？

(3)  對制度成效的評價？

(4) 對政治人才培育的意見？

6

從青年角度看政治委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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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017年1月至2月：四場聚焦小組訪談
20名~ 16－30歲青年

2017年1月：隨機抽樣全港青年意見調查
532名~ 15 - 34歲青年

2017年1月：個別專訪
5位~專家及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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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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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主要官員個人方面最需要具備那三項條件？(最多三項)

9

57.7% 55.2%

41.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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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N=531

(1) 受訪青年對主要官員的期望：
a. 能夠掌握民意、有承擔精神、對政策有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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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機會可以同主要官員進行溝通，你會唔會參與？

1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1) 受訪青年對主要官員的期望：
b. 28.4%表示會參加能夠與主要官員溝通

的機會。

不參與原因 (只選一項)
1. 對政策缺乏認識 30.9%
2. 沒有需要/無嘢需要溝通 26.3%
3. 政治騷，沒有效果 25.6%
4. 對主要官員印象不好 14.7%
N=304

希望透過那一種形式參與 (只選一項)
1. 會見/約見 25.1%
2. 網絡社交平台 20.7%
3. 講座/論壇 20.5%
4. 諮詢會 19.8%
N=149

會

28.4%

不會

58.5%

唔知／難講

13.2%

N=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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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時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表現有幾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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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受訪青年對官員的觀感：
a. 69.8%表示對近年官員表現不滿意。

滿意 23.2%

不滿意 69.8%

唔知／難講

7.1%

N=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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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以下的說法？「你信任特區嘅主要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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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受訪青年對官員的觀感：
b. 64.8% 不認為自己信任特區主要官員。

N=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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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經加權統計

受訪青年是否同意：「你信任立法會」
(N=527)

受訪青年是否同意：「你信任特區政府」
(N=527)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參考：2016年另一項同類型調查，受訪青年
是否同意自己信任特區政府/立法會)

調查於2016年4月15日至26日進行，以電話隨機抽樣透過訪問員成功訪問全港
539名年齡介乎18至34歲的青年。見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青年看立法會
的職能與運作」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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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受訪青年不同意自己信任
主要官員/特區政府/立法會的百分比)

64.8% 66.4%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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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主要官員 2016年4月特區政府 2016年4月立法會

N=527

N=527

N=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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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制度於以下幾方面的成效有幾多？
(0=完全無成效，10=非常有成效，5=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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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4.49

4.59

4.65

4.67

4.71

4.7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令施政更能回應社會需要

為有志之士提供更全面的從政機會

促進特區政府與市民聯繫和溝通

加強特區政府領導層理念一致

令香港更廣泛地吸納政治人才

加強行政立法關係

促進特區政府施政效能 N=522

N=523

N=522

N=515

N=518

N=518

N=524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3) 受訪青年看制度的成效：
a.   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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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制度的最大問題有那些？(最多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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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35.2%
30.1% 29.1% 28.6% 25.8%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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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3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3) 受訪青年看制度的成效：
b. 制度的最大問題包括官員表現缺乏監察、

委任程序缺乏透明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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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以下的說法？
「香港有足夠人才勝任問責官員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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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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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N=53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4) 受訪青年對政治人才培育的意見：
a. 59.9%認為香港有足夠人才勝任問責官員職位

；34.4%則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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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最需要做些甚麼，以鼓勵人才加入問責團隊？(只選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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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29.9%
26.7%

6.5%

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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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31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4) 受訪青年對政治人才培育的意見：
b. 分別有逾三成及近三成認為，特區政府最需要

提高用人透明度，或實踐用人唯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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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以下的說法？「擴大問責團隊，有助培育本港政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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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4) 受訪青年對政治人才培育的意見：
c. 62.6%同意擴大問責團隊，有助培育本港政治人才。

N=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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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培育政治人才嘅工作，最應該由那一方面做？
(只選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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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4) 受訪青年對政治人才培育的意見：
d. 政治人才培育工作各方有責任肩負，主要包括政府
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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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青年訪談，及受訪專家訪問
相關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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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傳承) 「擔任過有關職位者(問責官員)，他們為官的

經驗及當中心得，對制度日後的改善，提供寶貴參考。
他們分享親身經歷，是一個傳承，成為制度更趨成熟的種子。」
(楊哲安先生/前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

(存在價值)「市民。。。。。。有責任監察
官員的表現，市民在這方面的意識比以前有提
升。從前政府做得不好，沒有公務員出來道歉
或承擔責任，現時問責官員應該會時刻提醒
自己需要承擔問責。」(編號09/女/高中生)

(體現問責) 「問責官員不一定要『下台』
，如能從中作出反思，並真誠道歉，作出改變
，吸納各方意見，提出解決方法，這連串表現
會帶來較積極的效果。」(編號07/男/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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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青年訪談相關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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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官員缺乏認識)
「我對大部分主要官員的背景感到陌生。
。。。。。社會上有很多人才，為甚麼
特首會選中他們？他們對香港有甚麼願景
？我不清楚，這令我未能信任他們。」
(編號09/女/高中生)

(認為青年由畢業到加入問責團隊之間
缺乏接駁) 「我完全沒有政治人脈網絡，即使畢業
後想申請政治助理職位，何談容易？無可能一畢業就
可以做到政治助理。兩者之間缺乏階梯接駁。」
(編號15/女/大學生)

「政府應主動到各大專院校多作宣傳，或
開設一些訓練機會，協助我們初探政治事業路向。」
(編號01/女/大學生)

(感到官員對青年缺乏信任) 「我有個很深的感受，近年有些官員在言談
間表現出對年輕人不信任，例如認為我們一定反政府，或認為我們思想
不全面。他們對年輕人有介心，我們作為年輕人，亦很難信任官員。」
(編號13/女/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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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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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官員抱有期望，重視官員與公眾的溝通及爭取公眾的信任。

2. 以理性及務實角度看官員問責體現。

3. 認為擴大問責團隊有助培育本港政治人才。惟部分青年缺乏
政治經驗的累積，亦有感離由開院校到擔任政助職位之間，
缺乏晉升或接駁階梯。

4. 儘管認為官員表現不足，惟制度對培養本港政治人才等方面
具價值和意義，亦有優化制度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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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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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擴大政治委任機制的規模。

設立政治委任官員履新施政理念分享會。

加強政治委任官員與公眾的聯繫和直接溝通。

傳承退任者的管治經驗與心得，促進制度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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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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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政治委任機制的規模，強化培養本地政治人才。

1.1 增設初階職位，完善政治委任制度梯隊，提供晉升和
接駁層級，吸納資歷較淺有志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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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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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政治委任機制的規模，強化培養本地政治人才。

1.2 當局提供相關實習機會，供大專院校學生參加，讓有志
青年盡早了解有關工作，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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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研究建議

27

設立政治委任官員履新施政理念分享會，拉近官員與公眾的距離。

~ 每屆政治委任官員履新初期，由行政長官領導向公眾介紹主要官員。各層級政治委任官員
趁此機會，闡述政策理念及工作優次等看法，增加公眾對官員的認識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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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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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政治委任官員與公眾的聯繫和直接溝通。
~ 官員善用各種渠道，包括網絡媒體，以更充分掌握民意；加強公眾參與
，也是公民社會的進步表現。

~ 到訪各中學，以輕鬆形式與學生互動，雙方透過真誠的意見表達，促進
彼此了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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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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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退任者的管治經驗與心得，促進制度的優化。

~ 參考外地例子，透過各種形式，有系統地收集政治委任
制度下各層級退任者的管治心得，傳承他們的經驗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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