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擬稿 
（以在立法會會議發言為準） 

 

立法會問題第四條  

(口頭答覆 ) 

 

 

提問者：  莫乃光議員  會議日期：  2016 年 11 月 23 日  

    

  作答者：  政務司司長  

 

 

問題：  

 

據悉，現時有不少先進國家已制定檔案法，就涉及社會及民

生政策的重要公共檔案的保存、管理及公開等事宜作出規

定，以確保公共檔案的完整及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另一方

面，香港政府一直只透過不具法律效力的行政指令和指引，

規管公共檔案的管理事宜。就公共檔案的管理，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鑒於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2013年 5月就檔案法及公開資

料分別成立了小組委員會進行研究，該兩個委員會的

最新研究進展及結果為何；  

 

(二 ) 鑒於政府檔案處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於去年聯

手進行研究，評估各決策局和政府部門推行電子檔案

管理的情況，該項研究的最新進展及時間表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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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哪些決策局和政府部門現正試行或已正式採用電子

檔案保管系統；當局有否就該系統的使用情況進行評

估及檢討；若有評估，有關的準則為何；當局將於何

時把該系統擴展至所有決策局和政府部門，以及有關

的預算開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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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主席：  

 

政府十分重視檔案管理，並一直致力鑑定和保存具歷

史價值的政府檔案。香港現時採用行政措施全面規管政府內

部的檔案管理。政府檔案處 (檔案處 )負責監督政府的整體檔

案管理工作，以確保政府檔案得以妥善管理，同時讓那些具

有歷史價值的檔案能被保存及供公眾查閱。雖然香港目前並

沒有實施檔案法，但國際上採用的重要檔案管理原則已經透

過一套全面的行政安排，在香港得以落實。這些原則包括頒

布檔案保管標準、訂立政府機構對開立、保管、維護和保護

政府檔案的義務和責任、銷毀檔案須經檔案管理機關事先批

准、訂明安全保管和保護歷史資料的責任，以及讓公眾人士

查閱歷史檔案等。檔案處在過去數年亦推行多項新措施，並

加強人力支援，致力改善現時政府的檔案管理制度，包括優

化檔案在開立、存廢、移交及公眾查閱各方面的安排，提供

更多培訓課程，加強監察各決策局及部門的檔案管理做法及

提供相關意見，同時發布更多有關政府檔案管理的資訊以增

加透明度。我們相信策劃及執行一套有效的檔案管理行政安

排，對完善政府檔案管理十分重要，我們現行的檔案管理制

度亦已參考不同國家和地區如英國、美國及澳洲等的檔案管

理制度，以及採取國際公認的標準做法，我們亦派員前往海

外考察及交流，以深入了解國際檔案管理的最新資訊及趨

勢。政府會繼續不時檢討現行的行政制度，並適時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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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莫議員的提問，現答覆如下︰  

 

(一 ) 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於 2013年成立了兩個小組委

員會，分別由廖長城資深大律師和高浩文資深大律師

當主席，負責研究檔案法及公開資料的議題。該兩個

小組委員會正研究現行的制度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

律，並將於稍後階段進行公眾諮詢，以便在有需要時

就可能採取的改革方案提出適當建議。政府將審慎研

究法改會提出的建議，然後制定未來路向。  

 

(二 ) 檔案處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協助下，於 2015

年2月向所有政府決策局和部門發出問卷，以了解他們

的電子檔案管理情況。檔案處其後亦進行了抽樣檢

視，並探訪有關部門以確認問卷調查的結果。有關研

究已於2015年9月完成，結果顯示決策局和部門在電子

檔案管理上並沒有出現重大問題。決策局和部門在電

子郵件檔案管理上均嚴格遵從「列印後歸檔」的強制

性要求。「列印後歸檔」是指傳送或收到電子郵件檔案

後，如決策局和部門尚未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須

把電子郵件列印並存入紙本檔案保管系統。在使用共

用磁碟貯存器設備 (Shared Drive)方面，決策局和部門

只把該等設備用作貯存非檔案資料或是有關電子檔案

的副本，以便內部分享知識和資料，而非代替正式存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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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亦顯示有三個部門需要作出一些改善措施，

包括一個部門需確保把貯存在部門共用磁碟貯存器設

備內的電子檔案盡快存放於部門的檔案保管系統內，

及兩個部門需定期傳閱「列印後歸檔」的指引以提醒

員工認識該強制性規定。有關部門收到檔案處的通知

後，已即時採取改善措施。  

 

(三 ) 效率促進組、檔案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

產業科、差餉物業估價署及渠務署是最早參與推行電

子檔案保管系統的部門。政府的電子資料管理督導小

組於 2014年就上述五個部門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進

行初步評估及檢討，準則包括推行系統的經驗、所涉

及的成本及效益回報，例如可節省的人手、紙張及貯

存檔案地方的租金等因素。結果顯示上述五個部門均

成功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有效地減省部門內各組

別雙重存檔的問題，並逐步減低耗紙量及貯存檔案的

空間。電子資料管理督導小組其後決定引入一些有較

複雜檔案管理需求的決策局和部門參與第二階段的計

劃，以確保政府能在全面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前作

出詳細的評估。  

 

 第二階段的計劃已於 2015年年底展開，涉及六個部

門，有關預算超過一億元。其中知識產權署及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已成功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其

餘的四個部門包括行政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建築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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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事處，有關系統的推行工作將陸續於 2016年年底

起分階段完成。待第二階段的計劃在 2017-18年度初步

完成後，效率促進組聯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

檔案處，將會就有關系統在這六個部門的使用情況進

行評估及檢討，以制訂長遠發展方案及預算開支，把

電子檔案保管系統擴展至其他決策局和部門。   

 

多謝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