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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年二月二十日會議  
資料文件  

立法會CB(1)1028 /11-12(03)號文件

 
 

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入職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調查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當局將會按照更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

整機制，進行入職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調查。  
 
 
背景  
 
2. 政府的公務員薪酬政策，是提供足夠的薪酬以吸引、挽留和

激勵具合適才幹的人，為市民提供有效率和成效兼備的服務；並

透過保持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若，讓公務員和他們

所服務的市民都認為公務員薪酬是公平的。公務員薪酬政策的政

策考慮因素載於附件 A。  
 
3. 為落實上述公務員薪酬政策，行政會議於二零零七年通過更

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在二零零三至二零零七年期間，當

局透過委員會會議，向委員闡述有關制訂該機制的討論過程。按

照機制，三項不同的調查會定期進行，以比較公務員薪酬和私營

機構薪酬。這三項調查分別為： (i)每年一次的薪酬趨勢調查，以

確定私營機構在年度之間的薪酬調整； (ii)每三年一次的入職薪酬

調查，以比較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入職薪酬與資歷要求相

若的私營機構職位的入職薪酬；以及 (iii)每六年一次的薪酬水平

調查，以確定公務員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若。上一次

的入職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調查分別在二零零九年及二零零六年

進行。根據機制下的時間表，下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

調查應於二零一二年進行。  
 
 
入職薪酬調查  
 
4.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薪常會 )應當局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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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了上一次 (二零零九年 )的入職薪酬調查，該次調查涵蓋公務

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基本職級。當局在二零一零年三月和五月

的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闡述調查結果和薪常會就如何把調查結

果應用於有關公務員職系所提出的建議，並徵詢委員的意見。有

見該次調查的成功經驗，我們已邀請薪常會進行下一次的入職薪

酬調查，並就如何把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

基本職級，向當局提出建議。  
 
5. 一如上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下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不會涵

蓋紀律部隊職系的基本職級。但由於該等職系是公務員體系不可

或缺的一部分，故此在過往的入職薪酬調查，當局都在聽取紀律

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紀常會 )的意見後，把調查結果

適當應用於紀律部隊職系的基本職級。根據既定的做法，當我們

收到薪常會有關入職薪酬調查的結果和建議後，我們會就應否及

如何把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紀律部隊職系的基本職級，徵詢紀

常會的意見。有鑑於此，我們已向薪常會建議，在進行下一次的

入職薪酬調查時，邀請紀常會適當參與。  
 
 
薪酬水平調查  
 
6. 上一次 (二零零六年 )的薪酬水平調查涵蓋公務員非首長級文

職職系，由公務員事務局在專業顧問協助下進行，並在過程中諮

詢職方意見。在二零零三年底至二零零七年期間，當局透過公務

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 1，就進行薪酬水平調查時採用的架構

及調查結果的一般應用原則的相關建議，與職方代表磋商。在過

程中，我們亦有向委員闡述相關討論。當局其後把二零零六年薪

酬水平調查的結果和當局建議的應用方法提交薪常會、紀常會和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首常會 )，以供參閱和徵詢意

見。在二零零七年五月，我們向委員闡述了二零零六年的調查結

果、把有關結果應用於公務員隊伍的方法，以及日後進行薪酬水

平調查時採用的一般架構和應用調查結果的一般原則，並徵詢委

員的意見。  
 
7. 為了提高薪酬水平調查的公信力，並考慮到薪常會在進行私

營機構薪酬相關的調查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以及對公務員體系有

深厚認識，我們亦已邀請薪常會進行下一次的薪酬水平調查，該

                                                 

1   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成員包括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代表及四個主要跨

部門公務員工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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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將涵蓋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我們亦邀請薪常會就如何

把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向當局提出建議。

我們已把進行薪酬水平調查時採用的一般架構及調查結果應用於

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一般原則告知薪常會，該些架構及原

則是參考了二零零六年薪酬水平調查的經驗而擬定的 (有關內容

撮述於附件 B)。但為了保持薪常會的獨立性，我們已清楚表明，

如有需要，薪常會可就一般架構及一般應用原則作出修訂。  
 
8. 當收到薪常會提交的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和建議後，我們會就

應否及如何把調查結果應用於紀律部隊和首長級職系，分別徵詢

紀常會和首常會的意見。有鑑於此，我們已建議薪常會在進行下

一次薪酬水平調查期間，在適當時候邀請紀常會和首常會參與。  
 
 
職方參與  
 
9. 職方參與對進行與薪酬相關的調查至為重要。我們已就邀請

薪常會進行下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調查，並就如何把

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的相關職系提出建議一事，諮詢公務員薪

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的意見，並得到諮詢小組支持。諮詢小組同

時要求薪常會在籌備和進行調查過程中，充分諮詢職方的意見，

並讓職方參與。我們已向薪常會轉達諮詢小組的意願。  
 
 
薪常會的回應  
 
10. 薪常會已接受當局邀請進行下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和薪酬水

平調查，並就如何把該兩項調查的結果應用於公務員非首長級文

職職系提出建議。鑑於兩項調查的範疇和複雜程度不同，薪常會

將分開進行兩項調查，以期首先完成入職薪酬調查。薪常會認同

諮詢相關持份者 (包括職方代表 )的重要性，故此會在調查的各個

關鍵階段諮詢相關持份者的意見，並讓他們參與有關工作。此

外，薪常會在進行兩項調查時，也會讓紀常會及首常會適當參

與。  
 
 
未來路向  
 
11. 當局會向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聯合秘

書處提供足夠財政和人力資源，以支援薪常會進行下一次的入職

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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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在收到下一次的入職薪酬調查及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

以及薪常會、紀常會及首常會就如何把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的

建議後，會就這三個諮詢組織的建議諮詢職方。行政會議就這些

諮詢組織的建議作出決定時，會充分考慮職方的意見。  
 
 
徵詢意見  
 
13.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公務員事務局  
二零一二年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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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公務員薪酬政策的政策考慮因素  
 

 公務員薪酬政策的政策考慮因素如下：  
 

(a) 秉持公務員隊伍的基本信念：公務員必須秉持一些基本

信念，包括： (i)堅守法治； (ii)守正忘私； (iii)對在履行

公職時所作的決定和行動負責； (iv)政治中立； (v)在執

行公務時不偏不倚；以及 (vi)全心全意、竭盡所能，以

專業精神為市民服務，而且工作具見成效，達到表現指

標。以上部分 (若非全部 )信念也同樣適用於私營機構，

但兩者對恪守有關信念的重視程度或有所不同。一般而

言，公務員必須符合更高的操守標準、遵守更嚴格的行

為守則，以及避免任何真實或可能出現的利益衝突；  
 
(b) 維持一支穩定的公務員隊伍：維持一支穩定、長期提供

服務的公務員隊伍，對確保施政順利、持續和有效率地

提供各項主要公共服務，至為重要。不過，這並不表示

即使在理據充分的情況下，公務員薪酬制度也無須因應

社會轉變和市民的期望，不時加以檢討和修訂。可是，

與私營機構相比，公務員更着重隊伍的明確性與穩定

性，以及在全面諮詢員工後，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行改

革；  
 

(c) 與私營機構比較的同時，亦確認公務員隊伍與私營機構

在本質上的差異：為了與私營機構競爭，以吸引有合適

才幹的人加入並留在公務員隊伍，私營機構的薪酬水平

是政府須予考慮的因素，而公務員薪酬水平也必須且應

當與私營機構薪酬水平保持相若。兩者薪酬相若，也可

令支付公務員薪酬的市民信納公務員薪酬是公平的。由

於公務員隊伍與私營機構在本質上的差異，維持兩者薪

酬大致相若 (而非緊貼私營機構員工薪酬 )是合理和適當

的。為此，薪酬水平調查應以概括方式進行，而應用調

查結果時，也須顧及公務員和私營機構職位在工作性質

和工作要求方面的差異。除上文 (a)和 (b)項所述的差異

外，其他較重要的差異包括：  
 
(i) 某些職位的職責 (例如︰執法、法律草擬、救援工作

等 )是公務員隊伍所獨有的，因此，不可能為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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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職系和職級找到適當的私營機構配對職位，

作直接比較；  
 

(ii) 即使找到可作合理配對的私營機構職位，某些職位

的職能和工作情況 (例如︰制訂適用於全港的政策、

規例或法律；闡釋政府政策；游說相關各方、政

黨、區議會、立法會等支持政府政策 )仍是公務員隊

伍所獨有的；  
 

(iii) 公務員的事業發展較有架構和按部就班。為維持公

務員隊伍穩定，除了考慮用人唯才這個因素外，政

府也較私營機構着重員工的年資和經驗。公務員辭

職的情況較少，這有助維持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性。

私營機構僱員的事業發展一般差異較大，也較易受

市場情況 (包括所需專業範疇當時的人手供求情況 )
所影響。他們更傾向通過轉職及／或轉換僱主，以

追求更佳的事業發展。因此，私營機構的人事變

動，遠遠大於公務員隊伍；  
 

(iv) 政府和私營機構兩者的運作性質迥異。舉例來說，

政府注重市民的福祉和社會的整體利益；私營機構

則以股東的利益和盈利為目標，薪酬也難免較容易

有較大的波動。公務員薪酬如緊貼私營機構薪酬，

不但不利於維持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性和管治的成效

與效率，也不符合社會的整體利益；以及  
 

(v) 私營機構的運作環境變化較大，也較受特定時間的

整體經濟表現和行業市道影響。屬同一業務範疇的

私營機構互相競爭，因此，聘用員工的方式和薪酬

安排要較為靈活。公務員的工作環境則較為穩定，

公務員一經聘用，只要行為、工作表現良好，通常

都可以 “長期 ”聘任，直至法定退休年齡為止。兩者

環境有別，因此，公務員薪酬不宜緊隨私營機構的

薪酬變動而作出改變。  
 

(d) 參照私營機構：根據政府薪酬應參照而非帶動私營機構

薪酬的原則，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保持大致相

若。這個原則不僅在釐定公務員薪酬水平時適用，在每

年調整公務員薪酬時也適用。政府蒐集私營機構在既定

日期過去 12 個月內的薪酬數據 (為定期進行薪酬水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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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以及私營機構在上年度四月二日至當年度四月一日

這 12 個月內的薪酬調整數據 (為進行每年薪酬趨勢調

查 )，便是按照這個原則。所得資料連同其他相關的考慮

因素，有助當局釐定公務員的薪酬調整；  
 

(e) 維持公務員隊伍內部對比關係：公務員隊伍由政府中央

管理。維持內部對比關係，可確保在釐定公務員隊伍共

約 400 個職系和超過 1 000 個職級的薪酬水平時，在某

程度上保持公平一致。此舉也可解決某些職系和職級沒

有私營機構職位可作比較的實際問題。在為個別職系進

行職系架構檢討後，如有充分理據，內部薪酬對比關係

會予以調整。除非已作調整，否則應遵循現有的內部對

比關係；  
 

(f) 《基本法》和其他法律考慮因素：對現行公務員薪酬調

整機制所作的任何更改，均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並充分顧及合約方面的考慮因素、適用於香港的國際義

務，以及政府與公務員之間僱傭關係所涉及的其他法律

考慮因素；以及  
 

(g) 政府財政狀況及其他考慮因素：公務員的薪酬由公帑支

付，因此，政府的整體財政狀況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在

考慮公務員薪酬時，也須顧及香港的整體經濟狀況，包

括生活費用的變動。此外，一直以來，政府就公務員薪

酬調整作出決定時，也會考慮公務員的意見和員工士氣

等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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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進行薪酬水平調查的一般架構 1 
 

(a) 採用廣義界定的職位屬系和職位級別法；  
 

(b) 從各個職位屬系和職位級別選取公務員比較職位，這些職位

應有可供比較的私營機構職位；  
 

(c) 把公務員比較職位與私營機構相若職位配對比較；  
 

(d) 從私營機構選取穩健良好的僱主參與薪酬水平調查；  
 

(e) 從參與調查的公司蒐集基本現金報酬和現金報酬總額數據；

以及  
 

(f) 採用以機構為單位的計算方法整合從參與調查的公司蒐集所

得的數據。  

                                                 

1  行政會議在二零零七年通過日後進行薪酬水平調查時採用的一般架構，惟須就下

列三項薪酬水平調查和與薪酬趨勢調查的主要不同之處進行檢討：  
 
(a)  調查所涵蓋的公司：薪酬水平調查只涵蓋僱用 100 名或以上僱員的公司，薪酬趨

勢調查則同時涵蓋僱用 50 至 99 名僱員的公司；  
 

(b)  數據整合方法：薪酬水平調查採用以機構為單位的計算方法 (即非加權平均值計算

方法 )，而薪酬趨勢調查則採用加權平均值計算方法，並應用計算因子；以及  
 
(c)  職位級別及薪金級別的數目：薪酬水平調查把所涵蓋的僱員分為五個職位級別，

薪酬趨勢調查則採用三個薪金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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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應用於  
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一般原則  

 
(a) 根據現金報酬總額數據的上四分位值，釐定每個職位級別的

私營機構薪酬指標；  
 

(b) 以名義中點薪金，另加以現金形式提供的附帶福利的實際平

均開支，釐定每個職位級別的公務員薪酬指標；  
 

(c) 每個職位級別的公務員和私營機構薪酬指標的可接受偏差幅

度為正負五個百分點。如兩者相差不超出這個幅度，相關的

公務員支薪點無須調整。如兩者相差超出這個幅度，則須把

相關的公務員支薪點向下或向上調整至正負五個百分點的上

下限；以及  
 

(d) 根據上文 (a)至 (c)項建議應用的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會按截至

有關薪酬水平調查參照日期的內部對比關係，應用於所有公

務員薪級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