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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版《公務員守則》  

 
常見問題  

 
 

公務員是政府的骨幹，是政府提升治理水平的關鍵。隨著社會對政府和

公務員的期望和要求日益提高，政府更新了《公務員守則》（《守則》），

述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和秩序、公務員的憲制角色和責任，以

及現今公務員應恪守的基本信念和操守準則。  

 
公務員事務局已在 2024 年 6 月向全體公務員發出通告，頒布更新版《守

則》。  

 
問 1：  更新版《守則》適用於哪些僱員？  

  
答 1：  所有公務員和其他政府僱員（包括受聘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計劃、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及其他非公務員聘用條款的僱

員）均需遵守《守則》，這是聘書或合約中的要求。  

 
至於在政府工作的中介公司僱員（例如 T-合約員工），視乎

合約條款的要求，他們或會受《守則》規管。  

 
問 2：  《守則》是否只適用於公務員執行職務的時候？  

 

答 2：  《守則》的要求大多與履行公職有關，但其中「維護憲制秩

序及國家安全」和「堅守法治」兩個基本信念及有關的操守

準則是任何時候都適用的。此外，「廉潔守正」和「政治中立」

兩個基本信念及有關的操守準則要求公務員在私人事務上

也要顧及其中的要求。事實上，公務員經常面對大眾，個人

行為操守或會令人聯想到其公職（包括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

忠誠、其行使的公權力），因而或多或少受到公眾監察。因此，

公務員須時刻謹慎留意個人言行，以免令政府的誠信或聲譽

受損。  

 

問 3：  我是一名基層的員工，我只是跟從指引和上司的指示工作，

《守則》部分的要求（例如勇於創新、具承擔、思考如何為

服務增值）是否不適用於我？  

 
答 3：  《守則》對行為和工作態度的要求適用於各層級的公務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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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僱員。公務員職位越高，責任越大。對於高層人員需要

注意的地方，《守則》已有特別列明。至於基層人員，市民對

他們也有期望，例如在前線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員，也須具備

承擔和熱心地服務市民、了解他們的需要和積極解決問題。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前線人員更是市民最常接觸的公務員，

市民對政府及其所提供的服務的觀感，與員工的行為和工作

態度有直接關係。  

 
在落實指引和上司的指示時，基層員工如對實際運作或其他

工作範疇內的事宜有提議（例如如何精簡工作流程、善用科

技提升工作效率／質素），應與上司反映和商討，尋求其指示

或協助。  

 
問 4：  我是否可以在社交媒體、討論區或其他社交場合（例如在朋

友聚會）討論或評論政府政策？   

 
答 4：  公務員有責任擁護《憲法》及《基本法》，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及主要官員。公務員不可以公務員身分批評（包括在網上及

社交媒體或以其他方式）任何政府政策（特別是與其本身公

職有關的政府政策）或支持其他人的反對意見。  

 
至於公務員以私人身分發表意見（例如在社交媒體）和進行

活動時，也應避免令人誤把其意見視為官方立場或與公職身

分扯上關係。即使公務員在發表言論和進行活動時沒有刻意

表明公務員的身分（例如以匿名身分或有關意見只預備給有

限人士知道），公眾亦可能從其他渠道知悉其公務員身分，從

而認為其言行與公職有衝突，質疑該人員能否不偏不倚地執

行職務，或令人對該名人員、所屬部門或職系以至整個公務

員團隊所持守的原則、信念產生質疑。此外，一些私人的言

行也有可能被轉達和公開。若接獲投訴，部門必定會嚴肅處

理。  

 
有違《守則》要求的行為可能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並會視

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故不能盡列和逐一評論。一般而言，

公務員應注意的事項舉例如下：  

 
 公務員應視乎場合和對象拿捏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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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級愈高的人員愈需要警惕；以及  

 
 相關議題如屬於自己部門的工作範疇，會十分容易與公

職身分扯上關係。  

 
有關公務員發表言論或進行活動的指引詳見《守則》第 46 至

48 段。  

 
問 5：  我是工會成員，更新《守則》會否妨礙工會為公務員爭取薪

酬福利（例如就加薪幅度表達不滿）？   

 
答 5：  工會的職責是就僱員的薪酬福利、服務條件和職業安全等議

題提供意見。在這些議題上，工會與政府有不同的意見實屬

正常。政府一直有就這些議題徵詢職方的意見，在頒布更新

版《守則》後，工會仍然有充分空間繼續擔當應有角色，工

會可一如以往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至於就其他與工會工作無關的議題發表意見時，工會成員與

其他公務員一樣，必須遵守《守則》的要求。  

 
問 6：  公務員是否享有《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保障

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答 6：  根據《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公務員和市民一樣，

享有言論自由、和平集會、自由結社等權利。《守則》不會影

響公務員的公民權利，但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一樣，這些權利

並非絕對，任何人行使有關權利時，都要兼顧國家安全、社

會安寧、公共秩序等；公務員行使這些權利時，亦要符合公

務員身分所帶來的責任和要求。  

 
問 7：  公務員是否可以參與政治／政黨活動表達訴求？  

 

答 7：  公務員作為香港市民一份子，其自由及權利受《基本法》保

障，但並非不受制約。公務員參與政治／政黨活動一直有明

確的守則及指引，規定他們參與的活動不能與其公務產生利

益衝突，並應避免參與任何可能影響或使市民誤會會影響其

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即使所表達的意見未必與其本身職務

有直接關係，但他們也應考慮該行為在觀感上會否令政府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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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等。有關公務員參與政治活動的指引詳見《守則》第 54 至

59 段。  

 
在任何情況下，公務員都不可直接或間接組織或參與阻礙香

港特區政府施政的活動。對於某些高級人員或工作性質特別

的人員（包括所有首長級人員、政務主任、新聞主任，以及

香港警務處的紀律部隊人員），按一貫的規定是不得參與任

何政治及助選活動。  

 

問 8：  公務員須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盡忠，是否代表公務員在工

作時也不可提出不同意見？  

 
答 8：  不是。政府一向重視公務員為改善政府的政策和運作而提出

的各種意見。公務員有責任基於其專業判斷提醒獲賦予法定

或行政權限的決策者及人員（包括主要官員及高級公務員），

注意不同政策方案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不管其意見與他們

的看法是否一致。只要本着真誠和專業行事，公務員在進行

內部討論時應敢於向上級進言，這是他們應有之責。  

 
不同級別的公務員對某個問題的專業判斷，有時會與政治委

任官員從宏觀政策角度作出的判斷有所不同，情況實屬正  

常。哪個政策方案對香港最合適，最終由主要官員在政治層

面作出決定。行政長官及／或主要官員會為所作的決定負起

政治責任。在作出決定後，公務員須積極貫徹執行，包括對

外推廣和解說。  

 
上述指引已在《守則》第 62 至 63 段說明。  

 
問 9：  公務員如認為受所屬部門不公平對待或有不滿，是否有投訴

或申訴機制？  

 
答 9：  政府在有關公務員事務局通告中訂定機制接收和處理員工

的投訴。各部門亦已按本身的情況及需要，制訂部門程序處

理員工的投訴。員工如認為受到所屬部門不公平對待或有不

滿，可按部門的員工投訴程序，向所屬部門提出投訴。公務

員也可按《公務員事務規例》及《公務人員（管理）命令》

的有關條款提出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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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0：  政府會如何令公務員明白《守則》的要求？  

 
答 10：  為了提升公務員對《守則》的認識，政府會加強培訓和宣傳

工作，例如在多座政府辦公大樓進行巡迴展覽、由部門首長

在各部門舉行簡介會，以及將《守則》的內容加入新入職同

事的基礎培訓等，以清楚講解更新版《守則》的內容。  

 
各局／部門聘任新員工後，須盡快向其提供《守則》，並須每

隔六個月再向員工傳閱《守則》一次。  

 
問 11：  違反《守則》會有甚麼後果？   

 
答 11：  《守則》部分的基本信念（例如堅守法治、盡忠職守、廉潔

守正、政治中立）與公務員的行為操守有關。政府極為重視

公務員的品行操守，並設有機制處理公務員的紀律事宜。如

公務員有涉及違反《守則》的不當行爲，當局會視乎個別個

案的實際情況，按既定機制，公平公正地就有關的不當行為

採取相應的紀律行動，並會在決定對違紀人員施加哪一級別

的懲處時，在考慮因素內，加入《守則》已說明公務員應遵

守的行為準則但該公務員仍然作出這些行為這一點。  

 
《守則》有部分的基本信念與工作表現和態度有關（例如以

民為本、具備團隊精神）。公務員如欠缺這些信念，必然會影

響其工作表現，並會反映在其評核報告，其晉升、職位調派

和增薪安排也會受影響；如工作表現持續欠佳，更可能被政

府基於公眾利益而着令退休；而在執行職務時嚴重疏忽，會

構成疏忽職守的不當行為而招致紀律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