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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作相關津貼暫緩批核期及

未來檢討機制

6.1 本章載述我們對於實施工作相關津貼暫緩批核期

（以下簡稱暫緩期）、在此期內執行檢討及批核職權的機

構組織及未來檢討機制的意見及建議。

暫緩批核期

6.2 我們在第四章曾建議為使部門首長有時間根據員

工的最新職責說明及薪常會在是次檢討中所建議的管制發

放工作相關津貼的新原則對在他們轄下部門內支取工作相

關津貼的員工進行徹底檢討，當局應考慮實施暫緩期，在

此期間內，所有新的津貼項目申請將不被受理。有關暫緩

期的詳情如下。

時限

6.3 為使有關人士明白檢討工作相關津貼的迫切性，

我們建議當局頒告由指定的日期起計，不超過六個月的暫

緩期。在此期間內，部門首長須完成對轄下所有工作相關

津貼項目的檢討以便決定應否繼續支付該等津貼。視乎個

別部門首長的檢討進度，暫緩期可因應不同情況而短於六

個月。除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批准的特殊情況外，暫緩期

絕不可以延長。

適用

6.4 就我們在第四章所建議的四種新津貼類別來說

（即額外職務津貼、辛勞津貼、輪班工作津貼和颱風及黑

色暴雨警告津貼等類別）只有額外職務津貼及辛勞津貼兩

類別須在暫緩期間被檢討。由於輪班工作津貼和颱風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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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暴雨警告津貼均與工作模式及特殊天氣情況有關而這些

模式與情況均是清楚界定的，所以這兩類別可獲豁免在暫

緩期內的檢討。

6.5 在暫緩期內，申請成立新津貼項目將不會得到受

理，而在現有的津貼項目內亦不會接受新的申請。但若因

緊急政務的需要，部門首長可在獲得有關政策局局長及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批准後作出特殊的安排。

支付津貼

6.6 我們曾考慮應否在暫緩期間終止支付所有的現行

津貼，但在確定那些津貼項目可繼續存在後，讓受影響的

員工從暫緩期開始日起計補回應得的津貼額。終止支付津

貼會彰顯檢討的迫切性和加速檢討的進度。

6.7 這種安排的負面是會引起員方廣泛的不滿，令當

局難以推進檢討。員方會反駁說在當局未確立新的制度及

未決定如何處理個別津貼項目前，終止支付津貼是不合理

的安排。單方面決定終止支付津貼亦會令公眾產生錯覺以

為目前的津貼制度是錯誤及沒有理據的。這與事實不符。

6.8 經權衡後，我們建議在暫緩期內可繼續支付現行

所有工作相關津貼，但在部門首長經檢討後確認某些津貼

沒有足夠理據繼續存在時，必須立即停止支付該等津貼。

在暫緩期結束時，除非有足夠理據支持某類津貼項目繼續

存在，否則有關津貼應即時取消。

津貼額

6.9 我們建議在暫緩期內，凍結現時所有的津貼額，

而部門首長應借此機會，視乎情況需要，對現時津貼額的

參差情況，作出調整和統一。在檢討個別津貼額時，我們

建議，除非部門首長有強烈理由提高數額，否則津貼額的

上限應以現時的上限為準。經確認後的津貼額將會與總薪

級表脫 ，而該津貼額日後的調整將會跟隨公務員低層員

工每年的薪酬調整幅度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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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首長的角色

6.10 在進行檢討時，部門首長應依據有關員工的最新

職責說明及薪常會在是次檢討中就管制發放工作相關津貼

所訂定的新原則，重新審議有關的額外職務津貼及辛勞津

貼的批核是否仍然適當。檢討的 眼點包括該等津貼自上

次批核後部門內所出現的情況的改變、工作環境的改善、

創新技術的應用及培養員工具備多種技能的發展趨勢等因

素。部門首長必須緊記雖然工作相關津貼是有效的管理工

具，可協助部門提高服務質素，但津貼的發放應以職務為

依歸及受職務時間的長短所限制。至於甚麼是適當的職務

時間，只能由部門首長就職務需要及提供服務的不同需求

來自行決定，因為在不同的情況下需求是不一樣的。為確

保所有工作相關津貼項目的批核都能得到定期的檢討，我

們建議每項津貼的有效期最長不得超過兩年。此建議同樣

適用於那些在最初批核時，部門首長未能就期限長短作出

明確決定的津貼項目。在期滿後，有關的工作相關津貼將

會自動取消或經部門首長檢討後在有新的理據支持下繼續

存在。

6.11 部門首長在進行檢討時須讓員工參予當中過程，

以確保員工清楚理解檢討的目的及明白取消某類工作相關

津貼的理由，是至為重要的。由於工作相關津貼是與工作

有密切關係，必須讓員工有機會就如何改善工作環境，以

便提高生產力和增加效率提出意見，從而減少對工作相關

津貼的倚賴。

6.12 根據檢討的結果，及在諮詢公務員事務局後，部

門首長應自行決定現行的津貼項目是否具備足夠理據繼續

存在，抑或須立即終止。

政策局的角色

6.13 由於工作相關津貼與政府服務息息相關，所以有

關政策局必須要知悉轄下部門發放津貼的情況及該等津貼

的存在能否配合該局轄下的政策綱領內所定的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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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因此，我們建議部門首長在將檢討結果呈交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核准前須將結果呈有關政策局局長尋求支

持。

公務員事務局的角色

6.15 除負責工作相關津貼的批核外，公務員事務局亦

須在暫緩期內就下列事項負起中央監察的責任：

（甲） 為部門首長提供支援及意見；

（乙） 解決問題及確保各部門採用統一標準；

（丙） 確保部門首長遵守暫緩期的指令如期完成檢討；及

（丁） 在暫緩期結束後，編制一套在各部門內發放的工

作相關津貼的中央列表。

6.16 公務員事務局須進一步探討由今次檢討所帶來的

新的行政責任，包括是否有需要重開津貼檢討委員會或另

設統籌架構處理將來檢討時產生的問題和向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提供解決問題的合適意見。

薪常會的角色

6.17 在暫緩期內，當局須向薪常會定期匯報檢討進

度，以便薪常會可核實部門首長是根據薪常會在今次檢討

時所訂定的原則發放津貼。在暫緩期結束後一個月，當局

須將部門首長的檢討情況向薪常會提交最後報告。薪常會

會就報告內容向行政長官提出應否和如何就工作相關津貼

作進一步檢討的建議。

暫緩期之後

6.18 當局希望薪常會能提供意見的其中一項就是如

何制定一個機制以便當局可適當地監察所有津貼的行政事

宜。當局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函薪常會（見附錄

一）邀請本會進行工作相關津貼檢討時，表示現時並沒有

一套督促部門首長進行檢討的機制，而當局亦並未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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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討結果加以監察。當局認為在缺乏一套監察機制的情

況下，部門首長或不進行檢討，或為了迴避員方的反對，

而未有嚴格跟進檢討的結果。

6.19 我們覺得就當局對現時情況的總結來說，我們必

須重新考慮當局自一九九一年 將處理津貼的權力下放於

部門首長的決定有沒有修改的必要。同時，我們亦注意到，

在一九九一年以前，由當時的公務員事務科高度全權負責

統籌所有與津貼有關事宜的安排，如例行批發津貼、設立

新津貼、修訂領取津貼資格及訂立津貼額等，亦被視為並

非十分妥善的安排。

6.20 經仔細分析後，我們覺得權力下放並非目前問題

的癥結。同樣，恢復中央管理制度亦非解決困難的靈丹。

從今次檢討過程中，我們了解到，目前問題的主因在於部

門首長沒有進行定期的檢討，以致有某些津貼項目在原先

支持發放該等津貼的理由因環境轉變而不復存在時，仍然

未被取消。同時，由於缺乏有效的監察機制，未能容許當

局在有需要介入時插手處理問題，亦是造成現時制度不妥

善的原因之一。

6.21 為改善現時情況，我們已在上文為部門首長、政

策局及公務員事務局在工作相關津貼的管理架構中所應扮

演的角色重新定位。這樣做可為公務員工作相關津貼管理

制度的發展奠下穩健的基礎。除讓部門首長清楚明白進行

適時的檢討是他們的首要責任外，我們亦將最後批核發放

工作相關津貼的權力賦予公務員事務局。我們認為在暫緩

期內，這樣的安排是必需的。長遠而言，例如在暫緩期結

束後二至三年，待新安排在此期間內得以試驗成功後，公

務員事務局可考慮應否和如何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將工作相

關津貼的管理權下放予部門首長。

工作相關津貼的未來管理制度

6.22 在考慮上述各點後，我們建議，在暫緩期內實施

的檢討及監察機制在暫緩期結束後應成為未來管理工作相



-  32  -

關津貼的常設機制。日後，部門主管須負責檢討那些通過

暫緩期檢討因而得以繼續發放的工作相關津貼。部門首長

如需要繼續在一段指定的日期內發放該等津貼，必須先得

到有關政策局局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同意。部門首長

如認為有需要設立在暫緩期內並不存在的新的津貼項目，

必須先得到有關政策局局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同意才

可。

6.23 與此同時，公務員事務局應集中統籌和監察工作

相關津貼在各部門發放的標準；務使部門首長遵守既定的

檢討時限及設立一套中央檔案，詳細記錄各部門發放工作

相關津貼的事宜，包括發放的理由、津貼額及各項津貼的

檢討時限等。

6.24 在暫緩期結束後約二至三年，公務員事務局可根

據累積經驗，研究是否可以將批核權和其他行政管理責任

下放給部門首長。我們建議，在作出任何決定前，當局須

先徵詢薪常會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