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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就第二份報告所載建議  

提出的方案摘要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

委 員 會 ( 下 稱 “ 小 組 委 員 會 ”) 就 第 二 份 報 告 ( 載 於 附 錄 I 的 立 法 會

AS347/04-05號文件 )所載建議提出的方案。小組委員會曾於 2006年 5月
26日及 6月 2日的會議上討論上述方案，並將於 2006年 6月 6日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

會 ”)會晤有關方案。  
 
 
方案 
 
2.   小組委員會建議的方案如下：  
 
 
議員酬金 

 
背景  
 
3.  隨着前立法局推行直選，現行包括薪金和一般開支津貼 (即現

時的辦事處營運開支 )的議員薪津架構於 1991年 10月訂立。每月酬金的

發放目的， “是讓那些將立法局工作視為正職的議員，獲得足夠維持合

理生活水平的收入；同時，亦希望藉此鼓勵收入不多的人士，參與立

法局選舉 ”。當時的每月薪金為 36,000元，一般開支津貼為每月 3萬元。

當年如何釐定這些金額，現已無從稽考。這個薪津架構曾於 1994年予

以調整，並一直沿用至今。自 1993年開始，曾多次改善議員的薪津安

排，主要改善措施分別於 1995年、1996年、1999年及 2001年實施。1976
年至 2006年的議員薪津安排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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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4年，當時的檢討立法局議員津貼事宜工作小組由內務委

員會委任成立。工作小組 “經評估議員在處理立法局事務方面的責任水

平和工作承擔後，認為議員的薪酬應適當反映該等因素，並應訂於與

香港公務員架構內首長級人員的薪幅相若的水平 ”。  
 
5.  當時的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 (即現時的獨立委員會 )並不接

納工作小組的論據。該委員會的委員認為， “由於立法局的工作並非一

份職業，我們認為沒有可能將立法局議員的酬勞，與公務員薪級表或

私營機構的薪酬水平掛鈎。因此，我們遂轉而考慮現時的酬勞是否合

理。我們知道，關於如何釐定酬勞一事，市民很難有一致的意見。但

我們相信，參加立法局選舉的候選人，並非純粹考慮酬勞有多少而決

定是否參選，而且亦不應憑此下決定。 ”  
 
6.  2000年 10月 20日，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了立法會議員酬金及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負責研究與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

支償還款額有關的事宜。  
 
7.  2000年 12月 8日，內務委員會通過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促請獨

立委員會就議員的薪津安排進行全面檢討。該小組委員會當時並無提

出具體方案。  
 
8.  獨立委員會於 2003年 10月發表《第三屆立法會議員薪津安排

檢討報告》，就小組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作出回應。獨立委員會認為，“目
前每月 55,220元的酬金，可把立法會議員列入全港受薪人士之中的前

2.7%(按 2003年第二季計算 )。獨立委員會認為目前的酬金水平合理，並

且足以達到上述目的。 ” 
 
9.  在第三屆立法會任期內，內務委員會轄下再次成立該小組委

員會。  
 
現行建議  
 
10.  小組委員會認為，由於政治環境轉變，立法會議員的工作現

已被視為一門需要以全職方式應付的專業工作。過去多年來，與立法

會事務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事務及工作與日俱增。至於責任方面，議員

在制衡政府制度，以及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所

訂明的立法會職權方面，均擔當重要角色。由於立法會議員責任繁重，

為立法會議員提供相稱的薪金，以吸引及挽留能力卓越並對香港社會

極具承擔感的人才參選立法會議員，是對香港有利的做法。小組委員

會以選定海外立法機關的議會成員酬金水平 (載於附錄 III的立法會

FS17/05-06號文件 )作為參照基準，認為議員的每月酬金應與首長級公

務員的薪酬掛鈎 議員早於 1994年已曾提出此事。現在是適當時

候，全面徹底檢討釐定議員薪津安排的下述主要基本原則：擔任立法

會議員並非一項職業，而是服務市民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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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雖然自由黨的議員並不反對上文第 10段所載建議，但由於議

員的薪金水平可能會由現時的每月 54,390元大幅增加至每月 92,650元
(即首長級薪級表的最低薪點 )，因此，他們對上述建議持保留意見。  
 
 
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第二份報告第 4段 ) 
 
12.  小組委員會亦建議提高現行的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

增幅以 20%為限。小組委員會基於下述事實而提出此項建議：議員處理

的事務範圍更廣泛，內容亦更繁複，而議員服務的選民人數大幅增加，

選區範圍亦大幅擴大。凡此種種，令現時為議員提供的資源水平既不

足以讓議員在其服務地區設立合理數目的辦事處，亦無法聘請到所需

的職員在辦事處任職。此外，要招聘有經驗和高質素的職員，協助議

員處理日趨繁複的事務，即使並非不可能，亦相當困難。  
 
13.  由於現時每個地方選區的居民人數超過 100萬人，不少均居於

公共屋邨，因此，亦應考慮讓議員在公共屋邨範圍內免費租用辦事處。 
 
14.  在截至 2005年 9月 30日止的過去 3年，議員每年使用可償還金

額的平均比率超過 90%，而經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的平均使用率更高達

97%。雖然這些年來，只有數名議員向秘書處匯報超逾償還款額上限的

開支，但必須注意，大部分議員可能一直致力避免超支，而不少議員

亦未必有財政資源補貼其立法會的工作。因此，償還款額的使用率這

樣高，已經證明現有的償還款額水平不足以讓議員為其選民提供服

務。(有關議員使用經常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統計數據的資料便覽 (立法

會AS204/05-06號文件 )現載於附錄 IV。 )  
 

 

議員的醫療福利 

(小組委員會第二份報告第 14段 ) 
 
背景  
 
15.  1994年，當時的檢討立法局議員津貼事宜工作小組認為， “議
員應如公務員一般，可獲提供醫療及牙科診療福利。 ” 當時的立法局

議員薪津委員會於 1994年 9月發表的報告中就此作出回應，指委員會的

委員 “不認為這項建議符合我們於較早時得出的結論，即立法局工作並

非一份職業，並相信議員應從他們的薪津中自行支付醫療及牙科診療

費用。 ”然而，到了 1995年 6月，新委任的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在研

究過社會各界對前委員會報告提出的意見後，提出了略有不同的看

法。委員會委員認為， “立法局工作小組建議，議員應享有與公務員相

同的醫療及牙科診療福利，我們對這項建議的實際價值表示懷疑，並

認為此項建議會對資源運用產生較重大的影響。不過，我們認為議員

應獲准以每月開支津貼支付醫療及牙科保險費用，而非如前委員會所

建議一樣，以其酬金支付這些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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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建議  
 
16.  在 2004至 05發還工作開支年度內，只有 6名議員申請發還其個

人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險費。有關的發還開支總額為 22,705元。這情況反

映出，現時由議員在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項下申請發還個人醫療及牙科診

療保險費的安排，對議員的用處不大。鑒於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已經不

足，議員連支付必不可少的開支 (例如聘用更多及質素較佳的職員 )亦見

捉襟見肘，更遑論有餘款為自己投購個人醫療及牙科診療保險。此外，

在投購保險方面，受保人的若干既有傷病狀況通常不在醫療保險的保障

範圍內。有見及此，議員要求當局向議員提供與高級公務員相若的醫療

福利。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立法會秘書處的高級職員亦獲提供此等福

利。無論情況如何，立法會議員作為香港居民，其實已可享有當局為公

務員提供的若干醫療福利，因此，多讓 60名議員享有與高級公務員相若

的醫療福利，不會對公務員醫療設施造成負擔。此外，此項建議亦較政

府當局提出為議員投購公司醫療保險計劃的建議更具成本效益，涵蓋範

圍亦更全面。議員早於 1994年已曾提出此事，現在是重新探討此問題的

適當時候。 (有關政府及立法會秘書處為首長級人員提供的醫療福利的

資料 (立法會AS205/05-06號文件 )現載於附錄V。 ) 
 
 

議員的退休福利 

(小組委員會第二份報告第 15至 16段 ) 
 
背景  
 
17.  獨立委員會曾經提出以下看法：“只有在擔任立法會議員屬全

職職業的前提下，才有充分理據為立法會議員設立涉及政府供款的退

休計劃。根據這個理念，立法會議員應與一些主要海外司法管轄區的

議員看齊，申報他們在立法會以外受僱的職業及收益，並接受政府當

局對這些職業和收益所施加的限制 ”。   
 
現行建議  
 
18.  全職立法會議員的數目越來越多，證明越來越多人以擔任立

法會議員作為其事業。 (在第三屆立法會的 60位議員中，有 14位申報為

全職議員 )。為認同他們對社會長期作出的貢獻，當局應為他們提供退

休福利。  
 
19.  根據載於附錄VI的資料便覽 (立法會 FS15/05-06號文件 )，該研

究所涵蓋的所有選定立法機關 (即美國眾議院、英國下議院、加拿大眾

議院，以及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立法院 )均有為議員提供退休福利。在加

拿大及新南威爾士州，為議員而設的退休福利一般都被視為較高級公

務員的退休福利優厚。考慮到這些選定海外立法機關的做法，議員認

為當局應為議員提供退休福利，並應以按合約條款聘用的首長級高級

政府人員所獲待遇為基準。當議員不再擔任立法會議員時，有關議員

應獲發放一筆酬金，金額相等於其任期內薪金總額的 15%。有關新聘任

高級政府人員的退休福利的資料現載於附錄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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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小組委員會將會請獨立委員會特別留意，行政長官曾在 2006
年 1月 12日舉行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就一項關乎為各級參政人士設立

一套退休保障計劃的質詢作出回應。行政長官表示：“我們 (指政府當局 )
亦深深明白，以往參政是一份業餘工作，但現時看到有關的工作量及

議員對工作的投入，可見議員對這份工作已有不同的態度。就這件事 (即
曾於 1983年至 1991年擔任市政局議員的林澤飄先生的事件 )，我亦會因

應議員實際的情況，在這方面採取一些更正面及更積極的做法。劉議

員，或許我們先從立法會開始，慢慢考慮這個問題。”(立法會會議過程

正式紀錄的相關節錄本現載於附錄VIII)。  
 

21.   行政長官的上述答覆清楚顯示，政府當局接納，當今的議員

並非以業餘工作的方式處理立法會事務。有見及此，小組委員會強烈

促請獨立委員會徹底檢討釐定議員薪津安排的下述主要基本原則：擔

任立法會議員並非一項職業，而是服務市民的一種方式。  
 
 
實施調整議員薪津安排的時間  
(小組委員會第二份報告第 10至 12段 ) 
 
背景  
 
22.  長久以來，立法會的既定做法是當某一屆立法會議員的薪津

安排 (包括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 )有任何重大調整，只應在下一屆立

法會任期才實施。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於每年 10月按丙類消

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予以調整。  
 
現行建議  
 
23.  考慮到海外立法機關的做法，議員認為，小組委員會就議員

薪津安排建議作出的任何調整，均應盡快實施 (最好由 2006至 07年度立

法會會期開始 (即 2006年 10月 )起生效 )。  
 
24.  雖然自由黨的議員不反對此項建議，但他們認為，為與自由

黨就區議員酬金和津貼安排檢討所表達的立場一致，各項調整建議應

由下屆任期開始生效。  
 
 
 
 
 
立法會秘書處  
200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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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文件的附錄 I，已載於獨立委員會報告書的附件C。  



附錄II
(第一頁)

立法局非官方議員的酬金及償還款額安排

立法局非官方議員的酬金／償還款額 91年10月 至 92年10月 至 93年5月 至 93年10月至 94年10月至
76年 至 85年 85年 至 87年 87年 至 91年 92年9月  93年4月  93年9月 94年9月 95年9月

每月酬金

立法局主席 78,800 86,500 97,050

立法局副主席 72,000 78,800

立法局代理主席 59,100 64,875 72,790

議員 36,000 39,400 39,400 43,250 48,525

議員酬金 8,500

兼任行政局議員的立法局議員 24,000 26,270 26,270 28,830 32,350
(並非兼任行政局議員的立法局議員所得數額的三分二)

與對上一年比較的增幅／減幅(%) (約數) +9.77% +12.2%

每月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無須憑單據證明的一般開支津貼 4,000 4,000 21,300 30,000 32,700
(津貼與議員酬金合併為一

整筆津貼)
一般開支津貼，包括 73,000 73,000 81,905

•  須憑單據證明的辦事處及職員開支 -63,000 -63,000 -70,685

•  無須憑單據證明的酬酢及交通開支 -10,000 -10,000 -11,220

立法局主席每年須憑單據證明的酬酢津貼 120,000 120,000 134,640

立法局副主席每年須憑單據證明的酬酢津貼 60,000 65,400

每屆立法局任期向立法局議員提供的其他財政支援

開設新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100,000 100,000 100,000

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73,000 73,000 81,905

註：自1993年2月首次由立法局全體非官方議員推選立法局主席後，立法局副主席一職即告失效。在此之前，總督兼任立法局的當然官守主席。

註

註

每屆任期/一筆過

酬
金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立法會議員的酬金及償還款額安排

立法會議員的酬金／償還款額

直至96年
4月12日

由96年
4月13日起

直至97年
1月9日

由97年
1月10日起

97年10月至
98年9月

直至99年
6月30日

由99年
7月1日起

01年10月至
02年9月

02年10月至
03年9月

03年10月至
04年9月

04年10月至
05年9月

05年10月至
06年9月

酬金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

主席 121,650 125,180 118,800 116,420 113,740 110,440 108,340 108,770

代理主席 91,250 93,890 89,100 87,320 85,310 82,840 81,270 81,600

議員 60,830 62,590 59,400 58,210 56,870 55,220 54,170 54,390

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 40,550 41,730 39,600 38,810 37,910 36,810 36,110 36,260
(並非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所得數額的三分二)

與對上一年比較的增幅／減幅(%) (約數) + 6.1% - 2% - 5.1%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用以支付辦事處營運開支，包括 98,440 103,360 103,360 101,290 96,120 1,430,370       1,397,470       1,356,940       1,331,160 1,336,490

•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84,380 -88,600

•  地區辦事處償還款額 -14,060 -14,760

酬酢及交通開支，包括 12,340 12,340 14,060 14,760 14,760 * 1 14,460 * 1 13,720 * 1 161,350 * 1 157,640 * 1 153,070 * 1 150,160 * 1 150,760 * 1

•  無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 -3,702 -6,170 -7,030 -7,380 -14,760 -14,460 -13,720 -161,350 -157,640 -153,070 -150,160 -150,760

•  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 -8,638 -6,170 -7,030 -7,380

總額 112,500 115,750 109,840 1,591,720 1,555,110 1,510,010 1,481,320 1,487,250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立法會主席的酬酢償還款額，包括 168,760 173,660 164,800 161,500 157,790 153,210 150,300 150,900

•  無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 -50,628 -52,100 -49,440 -48,450 -47,340 -45,960 -45,090 -45,270

•  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 -118,132 -121,560 -115,360 -113,050 -110,450 -107,250 -105,210 -105,630

每屆立法會任期向立法會議員提供的其他財政支援 每屆任期/一筆過 每屆任期/一筆過 每屆任期/一筆過 每屆任期/一筆過 每屆任期/一筆過 每屆任期/一筆過 每屆任期/一筆過 每屆任期/一筆過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2，包括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  秘書處提供的辦事處 -50,000 -50,000

•  地區辦事處 -100,000 -100,000

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包括

 •  一筆固定的數額；另加 180,000 92,780 98,440 101,290 96,120 119,198 116,456 113,078 110,930 111,374

 •  不設上限的遣散費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實際數額

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營運資金 (即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貸款)

225,000 231,500 219,680 265,287 259,185 251,668 246,887 247,875

•  開設辦事處開支 (不得超過此項下尚未申領的餘額 )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  資訊科技 (不得超過此項下尚未申領的餘額 )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 1 可將50 %的數額用以聘請職員，但須憑單據證明。
* 2 再度當選的議員如在上屆任期內曾申領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只可申領最高達償還款額上限的50%。然而，在若干情況下，例如轉換選區或租約期滿，議員可申領償還款額上限的100%。

附錄II
(第二頁)

-2.9%

酬
金

+ 10%

35,590

98年10月至99年9月

127,730

95,810

+ 5%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現
金
周
轉
支
援

-50,000

-100,000

150,000

-44,430

180,000

86,390

每月

每屆任期/一筆過

236,240

150,000

-50,000

-100,000

103,360

實際數額

每月

148,100

13,250

-6,625

-74,050

-12,340

159,060

96年10月至97年9月

114,660

86,000

95年10月 至 96年9月

每月 每月

106,760

80,070

每屆任期/一筆過

53,380

+ 7.4%

-6,625

106,03098,730

每年 每年

57,330

-47,718

99年10月至
00年9月

00年10月至
01年9月

38,220

-13,250

42,580

92,780

-79,530

每月

63,870

每月

每屆任期/一筆過

- 2%

每年

177,200

•  辦事處營運和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 (流動結餘不得超過相等於兩個月可申領發還款項的總和 )

+0.4%-1.9%

-103,670 -111,342 -124,040

-53,160

-2.3%

150,000

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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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選定海外立法機關 1和政府 2的主要人員年薪 3 (截至 2006年 5月 ) 
 

 
香港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新南威爾士州  
立法機關  
議員  

652,680港元  165,200美元  
(1 ,280,000港元 )  
 

59,095英鎊  
(850,000港元 )  

147,700加元  
(1 ,035,000港元 )  

110,650澳元  
(650,000港元 )  

立法機關  
主席 /議長  

1,305,240港元  208,100美元  
(1 ,614,000港元 )  
 

133,997英鎊  
(1 ,930,000港元 )  

218,500加元  
(1 ,530,000港元 )  

173,721澳元  
(1 ,020,000港元 )  

立法機關  
代理主席 /  
副議長  

979,200港元  不適用  97,949英鎊  
(1 ,410,000港元 )  

184,500加元  
(1 ,293,000港元 )   
 

143,845澳元  
(846,000港元 )  

政府首長：  
行政長官 /  
總統 /首相 /  
總理  
 

2,934,780港元 (不包括
所有其他津貼 )  

400,000美元  
(3 ,100,000港元 )  

183,932英鎊  
(2 ,650,000港元 )  

295,400加元  
(2 ,070,000港元 )  

215,768澳元  
(1 ,270,000港元 )  

內閣成員  主要官員： 4  
3 ,219,660港元 (包括薪
金及所有其他津貼 )  

180,100美元  
(1 ,400,000港元 )  

133,997英鎊  
(1 ,930,000港元 )  

218,500加元  
(1 ,530,000港元 )  
 

173,721澳元  
(1 ,020,000港元 )  

立法機關議員

就退休計劃支

付的法定供款

率  

議員不獲退休福利  ! 根 據 公 務 員 退 休 制
度，議員的供款率為

其薪金的 8%；或  
! 根 據 聯 邦 政 府 僱 員
退休制度，議員的供

款 率 為 其 薪 金 的

1.3%。  
 

議員薪金的 10%  議員薪金的 7%  議員無須供款，政府供

款 率 為 議 員 薪 金 的

12.5%。  

1  選定立法機關指美國眾議院、英國下議院、加拿大眾議院及新南威爾士州立法院。  
2  選定政府指美國聯邦政府、英國中央政府、加拿大聯邦政府及新南威爾士州政府。  
3  不包括所有其他津貼。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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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包括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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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資料便覽  

 

有關議員使用經常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統計數據  

 
 

目的  

 
  本資料便覽匯報，在截至 2005年 9月 30日止的過去 3個發還工
作開支年度內，議員使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下稱 “辦事處償還款
額 ”)和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 (下稱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 ”)的情況。  
 
 
統計數據  

 
2.  下述統計數據載於各附錄：  
 

(A) 有關下述償還款額的全年平均償還款額及使用率：  
 

(i) 辦事處償還款額 (附錄 I) 
 
(i i)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 (附錄 II) 

 
(B) 根據議員使用下述償還款額的比率而將議員劃分的分布情

況：  
 

(i) 辦事處償還款額 (附錄 III) 
 
(i i)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 (附錄 IV) 

 
(C) 因超逾償還款額上限而不獲發還的開支 (附錄V) 

 
 
觀察所得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3.  下述綜合列表顯示，平均而言，經地方選區獲選的議員使用

辦事處償還款額的比率約為 97.0%，而經功能界別獲選的議員使用辦事
處償還款額的比率約為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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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至 03年度 2003至 04年度 2004至 05年度  
千元  % 千元  % 千元  % 

全年申領限額  1,397 100 1,357 100 1,331 100 
平均申領款項              

整體平均  1,280 91.6 1,229 90.6 1,218 91.5 
選舉委員會的平均  1,266 90.6 1,179 86.9 —  —  
功能界別的平均  1,206 86.3 1,183 87.2 1,144 86.0 
地方選區的平均  1,375 98.4 1,299 95.7 1,291 97.0 

 
4.  過去 3年來，經功能界別獲選的議員與經地方選區獲選的議員
使用辦事處償還款額的平均比率的變動幅度，只在 3個百分點內。  
 
5.  下表顯示使用辦事處償還款額的比率高於 99%的議員數目：  
 

2002至 03年度  2003至 04年度  2004至 05年度  

整體  
 

選舉

委員

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整體

 

選舉

委員

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整體

 

選舉

委員

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31  2  9  20  27 1 10 16 24 —  6  18 

 
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  
 
6.  下述綜合列表顯示，平均而言，經地方選區獲選的議員使用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的比率約為 95.2%，而經功能界別獲選的議員使用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的比率約為 89.5%：  
 

2002至 03年度 2003至 04年度 2004至 05年度  
千元  % 千元  % 千元  % 

全年申領限額  158 100 153 100 150 100 
平均申領款項              

整體平均  148 93.6 141 92.1 137 91.2 
選舉委員會的平均  157 99.7 139 90.5 — — 
功能界別的平均  143 90.5 137 89.4 133 88.5 
地方選區的平均  151 96.0 147 95.8 141 93.8 

 
7.  過去 3年來，經功能界別獲選的議員與經地方選區獲選的議員
使用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的平均比率的變動幅度，亦只在 3個百分點
內。  
 
8.  下表顯示使用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的比率高於 99%的議員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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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至 03年度  2003至 04年度  2004至 05年度  

整體  
 

選舉

委員

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整體

 

選舉

委員

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整體

 

選舉

委員

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52 6 24 22 46 3 21 22 47 —  20 27 

 
超逾償還款額上限的開支  
 
9.  在最近一個年度，只有 3名議員向秘書處匯報超逾償還款額上
限的開支。對於有關超額開支的統計數據，對釐定議員履行立法會職

務所需資源水平是否有用，部分議員過往曾就此提出下述保留意見：  
 

(a) 人手不足，以致難以匯報不會獲得發還的開支；  
 
(b) 議員可能致力避免超支；以及  
 
(c) 部分議員未必有財政資源補貼其立法會的工作。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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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397,470 100 1,356,940 100 1,331,160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279,684 91.6 1,228,764 90.6 1,217,721 91.5
職員薪酬及開支 909,176 65.1 879,123 64.8 911,869 68.5
辦公地方 121,539 8.7 120,276 8.9 103,294 7.8
設備及傢具 14,643 1.0 9,725 0.7 19,575 1.5
其他工作開支 234,326 16.8 219,640 16.2 182,983 13.7

選舉委員會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397,470 100 1,356,940 100 — —
平均申領總額 1,265,873 90.6 1,179,468 86.9 — —
職員薪酬及開支 899,952 64.4 828,356 61.0 — —
辦公地方 177,089 12.7 175,617 12.9 — —
設備及傢具 17,811 1.3 2,177 0.2 — —
其他工作開支 171,021 12.2 173,318 12.8 — —

功能界別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397,470 100 1,356,940 100 1,331,160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206,167 86.3 1,182,768 87.2 1,144,362 86.0
職員薪酬及開支 857,155 61.3 849,181 62.6 866,099 65.1
辦公地方 92,083 6.6 86,806 6.4 79,274 6.0
設備及傢具 10,539 0.8 5,288 0.4 11,258 0.8
其他工作開支 246,390 17.6 241,493 17.8 187,731 14.1

地方選區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397,470 100 1,356,940 100 1,331,160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375,032 98.4 1,298,582 95.7 1,291,080 97.0
職員薪酬及開支 976,509 69.9 929,243 68.5 957,639 71.9
辦公地方 144,470 10.3 148,278 10.9 127,314 9.6
設備及傢具 18,982 1.4 17,157 1.3 27,893 2.1
其他工作開支 235,071 16.8 203,904 15.0 178,234 13.4

附錄 I

每位議員申領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
全年平均數額及使用率

2004年10月
至

2002年10月
至

2003年9月 2005年9月

2003年10月
至

2004年9月

2002年10月

2003年9月

2003年10月 2004年10月
至 至 至

2004年9月 2005年9月

2002年10月 2003年10月 2004年10月
至 至 至

2003年9月 2004年9月 2005年9月

2002年10月

2003年9月
至 至

2004年9月 2005年9月

2003年10月 2004年10月
至



整體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57,640 100 153,070 100 150,160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47,579 93.6 140,945 92.1 136,878 91.2
酬酢及交通開支 142,354 90.3 135,404 88.5 130,720 87.1
職員薪酬 5,225 3.3 5,541 3.6 6,158 4.1

選舉委員會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57,640 100 153,070 100 — —
平均申領總額 157,218 99.7 138,577 90.5 — —
酬酢及交通開支 147,833 93.8 138,577 90.5 — —
職員薪酬 9,385 5.9 — — — —

功能界別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57,640 100 153,070 100 150,160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42,677 90.5 136,846 89.4 132,925 88.5
酬酢及交通開支 141,074 89.5 134,709 88.0 130,575 87.0
職員薪酬 1,603 1.0 2,137 1.4 2,350 1.6

地方選區

元 % 元 % 元 %
申領限額(全年) 157,640 100 153,070 100 150,160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51,296 96.0 146,660 95.8 140,831 93.8
酬酢及交通開支 142,585 90.5 135,479 88.5 130,865 87.2
職員薪酬 8,711 5.5 11,181 7.3 9,966 6.6

附錄II

每位議員申領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的
全年平均數額及使用率

2002年10月
至

2003年9月

2004年10月
至

2005年9月

2003年10月
至

2004年9月

2002年10月

2003年9月

2003年10月 2004年10月
至 至 至

2004年9月 2005年9月

2002年10月 2003年10月 2004年10月
至 至 至

2003年9月 2004年9月 2005年9月

2002年10月

2003年9月
至 至

2004年9月 2005年9月

2003年10月 2004年10月
至



100 26 (43.2) 1 (16.7) 7 (23.3) 18 (75.0) 20 (33.3) 1 (16.7) 7 (23.3) 12 (50.0) 13 (21.7) — 3 (10.0) 10 (33.3)

99 至 <100 5 (8.3) 1 (16.7) 2 (6.7) 2 (8.3) 7 (11.7) — 3 (10.0) 4 (16.7) 11 (18.3) — 3 (10.0) 8 (26.7)

90 至 <99 13 (21.7) 1 (16.7) 9 (30.0) 3 (12.5) 12 (20.0) — 8 (26.7) 4 (16.7) 19 (31.7) — 11 (36.7) 8 (26.7)

80 至 <90 4 (6.7) 2 (33.2) 2 (6.7) — 8 (13.3) 4 (66.6) 2 (6.7) 2 (8.3) 9 (15.0) — 5 (16.7) 4 (13.3)

70 至 <80 7 (11.7) 1 (16.7) 5 (16.7) 1 (4.2) 8 (13.3) 1 (16.7) 6 (20.0) 1 (4.2) 2 (3.3) — 2 (6.7) —

60 至 <70 4 (6.7) — 4 (13.3) — 4 (6.7) — 3 (10.0) 1 (4.1) 4 (6.7) — 4 (13.3) —

50 至 <60 — — — — — — — — 1 (1.7) 1 (3.3) —

40 至 <50 1 (1.7) — 1 (3.3) — 1 (1.7) — 1 (3.3) — 1 (1.6) — 1 (3.3) —

議員
總人數 60 -100 6 -100 30 -100 24 -100 60 -100 6 -100 30 -100 24 -100 60 -100 0 0 30 -100 30 -100

2002至03年度 2003至04年度

整體
選舉
委員會

功能
界別

整體
選舉
委員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使用率
(%)

( ) = 佔有關組別(即該欄頂端註明的選舉組別)全部議員人數的百分比

根據議員使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比率而將議員劃分的分布情況

附錄 III

地方
選區

2004至05年度

整體
選舉
委員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100 45 (75.0) 4 (66.7) 19 (63.3) 22 (91.6) 41 (68.4) 3 (50.0) 17 (56.7) 21 (87.5) 43 (71.7) — 17 (56.7) 26 (86.7)

99 至 <100 7 (11.7) 2 (33.3) 5 (16.7) — 5 (8.3) — 4 (13.3) 1 (4.2) 4 (6.7) — 3 (10.0) 1 (3.3)

90 至 <99 1 (1.6) — — 1 (4.2) 5 (8.3) 2 (33.3) 2 (6.7) 1 (4.2) 3 (5.0) — 3 (10.0) —

50 至 <90 4 (6.7) — 4 (13.3) — 6 (10.0) 1 (16.7) 5 (16.6) — 6 (10.0) — 5 (16.7) 1 (3.3)

20 至 <50 — — — — — — — 1 (1.7) — — 1 (3.3)

0 至 <20 3 (5.0) — 2 (6.7) 1 (4.2) 3 (5.0) — 2 (6.7) 1 (4.1) 3 (5.0) — 2 (6.6) 1 (3.4)

議員
總人數 60 (100) 6 (100) 30 (100) 24 (100) 60 (100) 6 (100) 30 (100) 24 (100) 60 (100) 0 0 30 (100) 30 (100)

2003至04年度

整體
地方
選區

功能
界別

選舉
委員會

選舉
委員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整體
使用率

(%)

( ) = 佔有關組別(即該欄頂端註明的選舉組別)全部議員人數的百分比

附錄IV

根據議員使用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的比率而將議員劃分的分布情況

2004至05年度

整體
選舉
委員會

功能
界別

地方
選區

2002至03年度



2004至05年度1

職員薪酬及開支 辦公地方 設備及傢具 其他工作開支 年度總額 超逾限額 酬酢開支 超逾限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千元 %

A 2 2 0.2
B 51 16 0 67 5.0
小計 51 16 0 2 69 2.6 0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2 2 0.2
小計 0 0 0 2 2 0.2 0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計 51 16 0 4 71 1.8 0 0.0

1 在悉數申領可發還的辦事處償還款額的13位議員中，只有3位向秘書處匯報其超額的開支。

2003至04年度2

職員薪酬及開支 辦公地方 設備及傢具 其他工作開支 年度總額 超逾限額 酬酢開支 超逾限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千元 %

A 124 51 6 181 13.3
B 74 18 20 112 8.3
C 70 5 2 77 5.7
D 36 19 2 57 4.2
小計 304 93 0 30 427 7.9 0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41 4 1 46 3.4
小計 41 4 0 1 46 3.4 0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計 345 97 0 31 473 7.0 0 0.0

2 在悉數申領可發還的辦事處償還款額的20位議員中，只有5位向秘書處匯報其超額的開支。

2002至03年度3

職員薪酬及開支 辦公地方 設備及傢具 其他工作開支 年度總額 超逾限額 酬酢開支 超逾限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千元 %

1331

A 1 1 0.1 10 6.3
B 132 5 6 143 10.2 7 4.4
C 100 22 3 42 167 12.0
D 5 14 19 38 2.7
E 138 3 1 142 10.2
小計 375 44 4 68 491 7.0 17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 0 0 0 0 0.0 0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計 375 44 4 68 491 7.0 17 2.1

3

附錄 V

因超逾償還款額上限而不獲發還的開支

議員

地方選區

議員

超逾限額的開支

地方選區

功能界別

辦事處償還款額

地方選區

功能界別

在悉數申領可發還的辦事處償還款額的26位議員中，只有5位向秘書處匯報其超額的開支。
在悉數申領可發還的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的45位議員中，只有2位向秘書處匯報其超額的開支。.

議員

超逾限額的開支

辦事處償還款額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

功能界別

超逾限額的開支

辦事處償還款額 酬酢及交通償還款額



附錄V 
立法會AS205/05-06號文件  

檔號：AM 12/01/19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政府及立法會秘書處為首長級人員提供的醫療福利  
 

I:\YR05-06\060530_F_S\MA\MA0206AS-214(APPV)-C.DOC 

醫療福利  資格  詳情  收費  

在香港接受醫療服務  

A. 門診福利  由政府或醫院管理局提供的醫療意見及診治、X 光檢驗和藥物。 免費   

B. 入院留醫  公務員可按照意願選擇入住病房的等級，但亦要有關病房有病

床可供分配，而有關醫院的主管醫生又認為適合，才會獲准入

住有關病房。  

病床等級      每日收費  

頭等病床  304元   
二等病床  226元  
特別病床  197元  

公眾病床：  
 西餐  147元  
 特別中餐  99元  

 中餐  49元  

C. 牙科福利   

在2000年6月1日前受聘的
公務員  
公務員及其家屬 *在該名
人員擔任公務員期間及退

休後，均可享有此等福

利。  
 
在2000年6月1日或之後受
聘的公務員  
公務員及其家屬 *只可在
該名人員擔任公務員期間

享有此等福利。  
 

可前往政府牙科診所獲取牙科診療服務。政府牙科診所在正常

辦公時間內，也會應求診者的要求提供緊急診療服務。  
預防性的牙科治療免收費用，但假

牙、口腔裝置及其他修復服務則須

收費。  

D. 每年健康檢查  只限於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及以上的在職人員。  

這項檢查計劃包括病歷、體格檢查及各類檢驗，例如驗血、驗

尿、胸肺 X 光檢驗及心電圖。  
 
可在香港公務員診所預約進行每年健康檢查。  

免費  

在香港以外地方接受醫療服務  

在符合《公務員事務規例》所訂明情況的規限下，正在公幹或放取有薪進修假期、例假或年假的公務員如身在香港以外地方，可申請發還該名公務員或其合資

格陪行家屬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醫療費用。   
*   “家屬 ”一詞指該人員的配偶及未滿 19歲的未婚子女，也包括年滿 19歲但未足 21歲，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或職業訓練或因身體有缺陷或精神不健全而需依賴該
人員供養的未婚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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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有關選定海外立法機關的議員退休及醫療福利的  
初步觀察所得  

 
 
1. 引言  
 
 
1.1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06年 1月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
服務部研究海外立法機關的財政預算安排。該項研究將於 2006年6月前
完成，其涵蓋的事宜之一，乃海外立法機關的議員是否獲退休及醫療

福利。本資料便覽旨在提供該項研究就有關事宜的初步觀察所得，以

便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商議。  
 
1.2 該項研究涵蓋的海外立法機關計有美國眾議院、英國下議

院、加拿大眾議院，以及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立法院 (Legislative Assembly)。 
 
 
2. 退休福利  
 
 
2.1 研究發現，全部選定的立法機關均有為議員提供退休福利。 
 
 
美國眾議院  
 
2.2 在美國，議員的退休安排由國會制訂但由聯邦政府管理。議

員受以下其中一項退休安排保障：  
 
(a) 公務員退休制度 (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與社會保

障制度 (Social Security System)的全面保障；  
 
(b) "公務員退休制度抵銷計劃 "("CSRS Offset" plan)：該計劃

包括公務員退休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但公務員退休制

度的供款及福利，會因應社會保障制度的供款及福利而

扣減；  
 

(c) 聯 邦 政 府 僱 員 退 休 制 度 (Feder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及社會保障制度；或  

 
(d) 只有社會保障制度。  

附錄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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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會保障制度的經費由議員與聯邦政府共同支付，而上述退

休安排所包含的所有其他計劃的經費則由議員與國會共同支付。鑒於

議員的國會服務任期不定，公務員退休制度和聯邦政府僱員退休制度

均規定，議員與負責當局的供款額須高於大部分其他聯邦政府僱員的

供款額，以便議員可獲較多退休福利。根據公務員退休制度，聯邦政

府僱員的供款率為其薪金的 7%，而其任職機構的供款率為薪酬開支
的 7%。議員的供款率則為其薪金的 8%，而國會的供款率為薪酬開支
的 8%。根據聯邦政府僱員退休制度，聯邦政府僱員的供款率為其薪
金的 0.8%，而其任職機構的供款率約為薪酬開支的 10.7%。至於議員
的供款率則為其薪金的 1.3%，而國會的供款率為薪酬開支的 15.8%。  
 
 
英國下議院  
 
2.4 在英國，所有議員均可參加由英國國會提供的議會供款退休

基金 (Parliamentary Contributory Pension Fund)。該基金既是議員亦是政府大
臣 (government ministers)的退休計劃。參加者與政府須向該基金供款。議
員的供款率為其薪金的 10%，政府的供款額則按政府精算師不時建議
的比率釐定。該基金由一信託小組管理。該小組共有 9名成員，其中 8
名為議員。  
 
 
加拿大眾議院  
 
2.5 在加拿大，所有議員須參加按《國會議員退休津貼法令》

(Members of Parliament Retiring Allowance Ac)而設立的退休計劃。議員的供
款率為其薪金的 7%。政府的供款率每年不同，視乎退休計劃的財務
表現而定。國會表示，為議員而設的退休福利一般都被視為較高級公

務員的退休福利優厚。  
 
 
新南威爾士州立法院  
 
2.6 在新南威爾士州，議員可參加由新南威爾士州議會設立的議

會供款公積金 (Parliamentary Contributory Superannuation Fund)。新南威爾士
州政府每月向該基金供款，數額相等於議員薪金的 12.5%。議員亦可自
願供款。該基金由一信託小組管理，其大部分成員為立法院議員。立

法院表示，為議員而設的退休福利一般都被視為較高級公務員的退休

福利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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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療福利  
 
 
3.1 研究發現，美國和加拿大的議員均獲醫療福利，作為他們薪

津組合的一部分。在英國，議員只可在國會工作期間，獲國會提供醫

療服務。在新南威爾士州，議員不獲立法院或州政府提供任何醫療福

利或服務。  
 
 
美國眾議院  
 
3.2 在美國，議員與在職及退休的聯邦政府僱員一樣，可自願參

加 聯 邦 政 府 僱 員 醫 療 福 利 計 劃 (Federal Employees Health Benefits 
Program)。該計劃設有多個具不同福利水平及保費金額的醫療福利方
案，可供議員選擇。在任何一個參加者所選的方案中，聯邦政府所支

付的數額，不多於其所繳保費的 75%。此外，與聯邦政府僱員相若，
議員自動獲安排參與聯邦政府僱員團體壽險計劃 (Federal Employees' 
Group Life Insurance Program) 下 的 基 本 人 壽 保 險 計 劃 (Basic Life 
Insurance)。基本人壽保險計劃的開支由議員與聯邦政府共同支付，議
員負擔三分之二，而聯邦政府則負擔三分之一。  
 
 
加拿大眾議院  
 
3.3 在加拿大，議員與當地公務員一樣，可獲醫療福利。他們可

參加公共服務健康護理計劃 (Public Service Health Care Plan)。該計劃為議
員、其配偶及受養人就可適用服務及產品的開支提供保障。與公務員

的安排一樣，該計劃的 75%經費來自眾議院，另外 25%來自議員。議
員亦可參加公共服務牙科護理計劃 (Public Service Dental Care Plan)。議員
參加這項計劃的費用全由眾議院支付。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2006年 5月 25日  
電話： 2869 96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便覽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便覽作為上述意見。資料便覽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
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便覽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
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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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在 2000年 6月 1日或該日後獲聘為公務員的高級人員的退休福利摘要  
 
公務員聘用類別 退休福利  

A. 合約員工 (約滿
酬金 *比率不高
於底薪總額

15%) 
 
 

•  政府會按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  (下稱 “《強積金條例》”)的規定作出安排，就有關人員向一項經註冊的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 (下稱 “強積金計劃 ”)供款。  
 

•  政府會就每個供款期，  
 

 ( i )  按照《強積金條例》的規定向強積金計劃的受託人作出僱主的強制性供款 (即僱員有關入息的 5%，而計算供款的有關入息的
上限為每月 2萬元 )；及  
 

 ( i i )  按照《強積金條例》的規定從有關人員的有關入息中扣除僱員的強制性供款 (即僱員有關入息的 5%，而計算供款的有關入息
的下限及上限分別為每月 5,000元及每月 2萬元 )。  
 

•  由該計劃所產生的累算權益將依照《強積金條例》的規定 (例如年屆 65歲；逝世；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永久離開香港；在 60至
64歲之間提早退休 (即永久停止工作 ))全部即時歸屬於有關人員。  
 

B.  按長期聘用條
款受聘人員  

 (根據由 2000年
6月 1日 起 生 效
的 新 入 職 制

度，新聘用人員

會 先 以 合 約 條

款受聘 3年，才
獲 考 慮 轉 為 以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聘 )  

•  有關人員合資格獲得公務員公積金計劃下的退休福利；公務員公積金計劃是一項由《強積金條例》規管的的公積金計劃。有關
人員符合資格參加公務員公積金計劃的生效日期，為有關人員在新公務員入職制度下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日期。  
 

•  政府 (作為僱主 )和有關人員 (作為僱員 )均須按照《強積金條例》的規定作出強制性供款 (如上文A部所述 )。  
 

•  除強制性供款外，政府還會根據下述原則作出自願性供款   
 

 ( i )  文職人員的正常退休年齡為 60歲；  

 ( i i )  政府所作出的供款 (包括強制性和自願性供款 )將按累進供款率計算，由有關人員的基本薪金的 5%遞增至 25%，視乎該名人
員由最初按公務員條款受聘日期起計的無間斷服務年期而定；   

 ( i i i )有關人員由按公務員條款受聘日期起計，連續服務滿 10年或年屆正常退休年齡 (以較早者為準 )，即可享有政府自願性供款
所帶來的全部累算權益。在此之前，歸屬比率為 0%。當有關人員逝世或因永久喪失工作能力而退休時，可即時享有政府自
願性供款所帶來的全部累算權益；及  

 ( iv)有關人員可自行決定是否向公務員公積金計劃作自願性供款；這些供款的累算權益會全部即時歸屬於有關人員，但發放安
排則以有關人員所參加的集成信託計劃的集成信託契約條文為準。  
 

*  就有關合約支付的酬金加上政府向強積金計劃所作的供款，應相等於有關聘書上訂明的約滿酬金百分比。  



附錄 VIII 
 

2006 年 1 月 12 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確定版）節錄  

 

 

 

劉皇發議員：主席，行政長官，雖然政府與區議員並不具有僱主和僱員的關

係，但為了吸引及留着優秀人才投身議會工作，服務社會，請問行政長官，

政府會否考慮為各級參政人士提供一套合理可行的退休保障計劃，例如任滿

酬金或公積金等，以避免出現議員晚景淒涼的情況？（眾笑）  

 

 

行政長官：我知道劉皇發議員所說的是“飄叔”的事件，我對此心中也有歉

意。但是，從政是有很多風險的。（眾笑）我是深深感受到這一點。不過，

我們在這方面必須逐步處理。有關立法會方面，我知道立法會議員近數年來

亦不斷提出這問題，我們是一定會考慮的，並會諮詢有關立法會議員薪酬的

委員會對於這方面的意見，我自己對這問題是持開放的態度。我們亦深深明

白，以往參政是一份業餘工作，但現時看到有關的工作量及議員對工作的投

入，可見議員對這份工作已有不同的態度。就這件事，我亦會因應議員實際

的情況，在這方面採取一些更正面及更積極的做法。劉議員，或許我們先從

立法會開始，慢慢考慮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