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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務員工作相關津貼的

申領資格和發放所依據的原則和方法

3.1 本章載述我們就薪常會於一九八六年檢討報告

（即第十五號報告書）內所載列的公務員工作相關津貼的

申領資格和發放所依據的原則和方法的意見及建議。

申領工作相關津貼的資格

3.2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領取工作
相關津貼的資格應以總薪級表第 37 點為截分點而釐定。政
務及專業職系人員應無資格領取工作相關津貼」。

3.3 在一九八六年檢討時決定以總薪級表第 37 點（即

現時第 33 點）為截分點是基於在此薪級點以上的職級，它

們的薪酬均是按廣分薪級法來釐定，因而概括了同等職級

內的不同職責，故此毋須再對該等職級發放工作相關津

貼。至於以第 37 點或低於此點為最高薪點的職級，一貫的

做法是當任何工作因素影響該職級百分之七十五或以上的

員工時，該職級的薪酬將得到調整，若不能如此做時則在

恰當的情況下以發放津貼代替。薪常會同時覺得負責管理

工作的公務員不應有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資格。因此，在

總薪級表第 37點以上主要是從事管理和政務有關而非涉及

操作事宜的高級公務員，並無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資格。

3.4 我們同意截分點應繼續存在，但對於應否繼續以

現時總薪級表第 33 點作為截分點則有所保留，原因是大部

份在此薪級點之下的公務員目前亦是從事管理的工作。隨

現時公務員的人力資源管理方針強調更靈活的調配及要

求員工具備多樣的技能，我們並不認為負責管理工作或相

同責任水平工作的公務員在執行工作時仍然墨守僵硬的職

務範圍和在接受新的或額外工作時，要求獲得津貼作為報

酬。因此，我們覺得應對工作相關津貼的申領截分點作出

修訂，以便反影該等津貼僅是為從事非管理職務的員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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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的這一原則。

3.5 在考慮如何修訂工作相關津貼的申領截分點

時，我們留意到目前該截分點與領取逾時工作津貼的截分

點並不一致。雖然後者並非列入我們是次檢討的範圍，但

因為它與公務員的工作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領取逾時工

作津貼的截分點與我們今次的檢討仍是相關的。

3.6 就兩者的截分點並不相同一事我們未能追溯到

原因。不過，我們注意到當薪常會於一九八二年為逾時工

作津貼訂定截分點時，薪常會強調擔當管理職務的公務員

是不應領取逾時工作津貼的。這與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原

則是不謀而合的。基於這一點，我們建議應在今次檢討時

重新統一申領這兩種津貼資格的截分點。即是說，只有在

職級頂薪點為總薪級表第 25 點（現時每月薪金 $32,190）

或 以 下 及 起 薪 點 為 總 薪 級 表 第 19 點 （ 現 時 每月薪 金

$24,320）或以下，即現時符合申領逾時工作津貼的公務

員，將來才有申領工作相關津貼的資格。至於政務及專業

職系的公務員，我們的建議和薪常會於一九八六年檢討時

的建議一樣，就是他們均無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資格。

3.7 經修訂後此項原則將如下述：

「申領工作相關津貼的截分點應與申領逾時工作津貼的截
分點重新統一。即是說，只有在職級頂薪點為總薪級表第
25 點或以下及起薪點為總薪級表第 19 點或以下，現時符合
申領逾時工作津貼的公務員，才有申領工作相關津貼的資
格。政務及專業職系公務員均無申領工作相關津貼的資
格。」

間中執行輕微額外職務

3.8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除非額外
或特殊職務佔用一位職員相當多時間，否則不應獲發工作
相關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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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上述原則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極難為「相當多

時間」作出實際及一致的定義；其二是究竟工作相關津貼

應該以執行職務次數的多寡還是以職務的性質作為發放的

依據。

3.10 在一九八六年檢討時，薪常會經考慮後決定不為

「相當多時間」一詞作出定義，原因是極難找到一個可適

用於各種情況的定義。因此，薪常會的建議是政府當局應

確保部門間的做法大致一樣。自從九零年代初當局將發放

津貼的批核權下放給部門後，在執行此一原則時就逐漸出

現不一致的做法。事實上，現時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公務

員所執行的額外職務，佔他們的工作時間最低為 30%，而最

高則超過 60%。根據公務員事務局所提供的資料，我們留意

到有些部門對「相當多時間」一詞的定義亦懷有疑問。由

於執行此原則時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令人懷疑此一原則是

否仍然能有效地作為管制發放工作相關津貼的原則。

3.11 撇開執行職務次數的問題，我們認為公務員工作

相關津貼的制度應具備靈活性，以便應付在某些情況下（例

如：危機情況）必須進行的緊急和重要的工作，而不應計

較該等工作佔去公務員工作時間的多寡。簡單來說，設立

這個制度的目標就是為了幫助部門首長利用工作相關津貼

來作為對員工的一種激勵，以便提供快捷及高效率的公共

服務。

3.12 有鑑於在執行這原則時不能做到一致性的種種

問題，及為使部門首長能靈活運用工作相關津貼以提高工

作效率，我們建議撤銷此項原則。日後發放津貼的大前題

應放在部門首長能否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而非拘泥於硬

性計算執行有關職務所需時間的多寡。

固有職務

3.13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除非有關
職系的薪級結構令致其薪級表未能反映全部固有職務，否
則不應為固有職務發放工作相關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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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在審議此項原則時，我們留意到兩個問題。第

一，有些工作相關津貼的支出項目令我們質疑為甚麼該等

能獲取津貼的職務原先不被看作是固有職務。第二，在某

些項目中，「固有職務」應被界定為誰的「固有職務」亦有

欠清 。

3.15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由於公務員體制

不停地因應新的挑戰及公眾的需求而發展，公務員的職

責、運作模式和工作環境亦必然跟隨轉變。自從對上一次

於一九八六年進行工作相關津貼的檢討後，科技的發展及

新的人力資源管理概念的出現（例如，員工應具備多種技

能及提高工作能力等）亦為公務員的表現帶來新的標準。

在這種情況下，在一九八六年時（或對上一次獲批準時）

被列為合資格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職務，以現今的標準來

衡量可能已成為固有職務，而不能獲得工作相關津貼。為

確保工作相關津貼不會被發放予執行固有職務的公務員，

因此部門首長必須進行定期檢討，更新員工的職責說明。

3.16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們認為將「固有職務」訂明

為與部門有關的職務應可消除含糊。根據這個界定，由部

門直接招聘來擔任部門固有職務的公務員是不應得到工作

相關津貼的，除非有關職系的薪級結構未能足以反映該等

固有職務。由部門直接聘用的僱員在受聘前應清楚了解該

職位的工作範圍及工作環境，因此他們不應獲得工作相關

津貼作為額外獎勵。以發放工作相關津貼來作為解決招聘

和人手流失問題的做法原則上是錯誤的。當公務員並非由

某部門直接聘用，而他們是必須按指令而非按他們的意願

分派到不同部門工作時，當局才可考慮向他們發放工作相

關津貼以補償他們的薪級表未能反映任職不同部門時的某

些獨特的職務或工作環境。

3.17 因應上述的考慮，我們認為此項原則大致上是可

以接受的，但必須澄清「固有職務」是指部門的固有職務

而言。經修訂後，此項原則應如下述：

「公務員在執行部門的固有職務時是不應獲發放工作相關
津貼的。換句話說，由部門直接聘用的公務員在執行部門
的固有職務時不得領取工作相關津貼，除非有關職系的薪
級結構未能足以反映該等固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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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技的改進而導致職務上的更改

3.18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不應因採
用新科技或改善操作方法所導致職務上的更改，發放工作
相關津貼。」

3.19 我們認為此項原則仍然是正確，合理和沒有甚麼

大問題的。關鍵是部門首長必須定期檢討所有工作相關津

貼項目，以便確定發放津貼的理據依然存在。

在工作上使用額外技能或資歷

3.20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僅獲得或
擁有一門技能或一項資歷者，不應獲發放工作相關津貼。
如一位公務員受命使用額外技能或資歷執行職務，而此等
情況又經常發生，方可考慮發給津貼。」

3.21 我們認為此項原則仍然是正確，合理和沒有甚麼

大問題的。但我們留意到有些沒有遵從這原則而發放的津

貼項目確實存在。這些必須加以糾正。其中一個例子是中

文主任、法庭傳譯主任及警察翻譯主任不論在執行職務時

曾否使用方言都獲發放「方言津貼」。薪常會在一九九六年

及審計署署長於一九九九年發表的第三十三號報告中都曾

經提及此一個案。當局應儘快糾正此項繆誤。

固定職務

3.22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倘各職員
須定時花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時間，執行獲發給津貼的額外
職務，則應檢討該有關職位，以決定可否將其另編職系、
修改有關職位的職責說明、安排職員輪流處理這些職務、
或繼續發給津貼等，以定出何者較適合及合乎實際需要。」

3.23 我們認為此項原則仍是正確及合理的，唯一問題

似乎出在如何有效監察部門是否能嚴格執行必須進行的檢

討。為改善此情況，當局應更積極地負起監察的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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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有部門都能恰當地進行檢討。我們會在第六章探討檢

討及監察的問題。

長期發放津貼

3.24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倘調整職
員薪級表的成本效益未如理想而將該等職位另編職系或安
排職員輪流擔任這些職務等辦法均未合乎實際，則有理由
繼續發放工作相關津貼給有關職員。」

3.25 就此項原則的考慮因素與考慮前述「固定職務」

原則的因素大致相似。因此，衹要因「固定職務」原則而

發放的工作相關津貼是合乎理據的，那麼該等津貼就可長

期發放。此項原則可繼續保留。

多項津貼

3.26 在一九八六年的檢討中，薪常會建議「除經個別
考慮，認為每項津貼均符合領取有關津貼的原則及準則
外，不可發給多項津貼。」

3.27 由於工作相關津貼是因應特別的職務因素而發

放的，倘若某職務有多過一個特別因素，那麼發放多項津

貼作為補償是可以接受的。此外，袛要個別津貼的發放均

受一套連貫的原則及申領資格所規管，那麼就毋須硬性限

制可申領津貼的數目。不過，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說，

對一個職位長期發放多項津貼是不健康的做法。因此，部

門首長應經常進行檢討，研究可否作出其他安排，例如，

更新職責說明，安排職員輪流擔任該職位等，從而改善情

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