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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一年完成了一連八篇的「考公務員必讀系列」後，原意功成身退，卻又有點欲罷不能。

除了是報考公務員的人數節節上升，對相關知識的需求不斷增加外，最重要是我發現了在

市場上提供這方面知識的公司和機構，收費不菲之餘，不少提供的資訊更是失實和錯誤。

例如我見過有公司聲稱 JRE（Joint Recruitment Examination），即「聯合招聘考試」，是和

一般公開考試一樣，由考試及評核局主辦，由中學老師改卷。但事實是，JRE 是由公務員事

務局負責，並由 AO（政務主任）親身改卷。 

我一直相信，教育不應分貧富，你願意學，我樂意教。基於這個信念及以上原因，我決定

推出「考公務員必讀系列」的「2017 加強版」，繼續與大家分享相關的經驗和知識。  

JRE 臨近，在 12 月 2 日舉行，於是第一炮是「JRE 攻略三步曲」，幫助大家應付這個淘汰

高達九成考生的考試。 

由於是「加強版」，所以不會重覆「考公務員必讀系列」已有內容，而是要在已建立的基

礎上，精益求精，再進一步。在第一步曲上，便嘗試為大家提供一個回答問題的基本方程

式，為已熟讀之前的文章的準考生，建立綜合能力，能夠成功運用所學，創造一個充分顯

示自己分析能力的高水平答案。 

碰巧公務員事務局在自己的官方網頁中上載了模擬試題，於是不妨就地取材，把這基本方

程式，套用在這模擬試題之上，給大家作為示範。 

簡單摘要，模擬試題指有一間著名的國際航天科技公司，欲在一個亞太地區的小國生產投

資，建設「航天城」。但這公司要求小國要提供多項如免稅，免費土地，注資等直接優惠 

，而其他鄰國亦有意與這小國爭奪「航天城」計畫。考生的責任自然是分析這兩難情況的

利害，向政府提出解決方案。 

答題前，先建立大綱，記下重點。以下五步，便是組織思考來建立大綱和重點的步驟。 

第一步：停一停，想一想，聯繫題目與現實世界的難題 

在「考公務員必讀系列」中的其中一句金句是：「世上沒有什麼的考試，比公務員考試更

實際」。在 JRE 中，不會有任何虛構或科幻的試題，任何試題，無論驟眼看來是如何不着

邊際，也是暗藏一個在現實中政府要解決的真實政策難題。很明顯，題目中的小國根本是

香港，而面對的難題是政府曾處理過的數碼港及迪士尼事件的混合體。因此，聯繫題目與

現實世界的難題是第一步，使你可認清題目背後真正想問的政策範疇，及即時聯想起相關

的論據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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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認清政策難題背後的主要矛盾和對立面 

每個政策難題，也有一些主要的矛盾和對立，能夠一眼便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中的核心議題

（core issues）或癥結（crux）所在，便是 AO（政務主作）的功架和價值所在。例如，在

模擬試題中的其中一個重大議題，自然是如何平衡香港一直信奉的自由經濟下的不干預政

策，與直接干預市場來策略性地資助企業發展兩者之間的衝突。如何建立一個方案能有效

化解，及成功平衡當中的對立和矛盾，便是你在答案中的重大任務。 

第三步：列出支持及反對的論點及背後的利益 

在兩難中自然有正反論點，但除論點外，AO 更必須有政治敏感度（political sensitivity），

能認清論點背後的支持和反對的利益團體。透過這一步，才能有助你在制定最後的政策方

案上（第五步），做到無論在道理上或利益的平衡上，皆兩全其美。 

例如，支持「航天城」計劃的理據一定包括了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支持的利益團體自然

有從中得益的行業如建築，運輸和基建等。反對的最大理據之一必定是公平問題，反對者

一定包括了其他已在香港投資的類似公司，它們會認為若「航天城」可得到政府資助，它

們的項目也應一視同仁地被資助，情況如當年十大地產商聯手反對「數碼港」一模一樣。 

第四步：以香港利益及實際情況為依歸，建立決策標準 

AO 的天職是制定政策，而政策必定要建基於以香港利益及實際情況為依歸的原則和標準，

而非「因時制宜，特事特辦」等無稜兩可的空話之上，才能有效爭取社會支持，及有信服

力地為方案公開辯護。例如，其中一個標準可以是政府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干預市場，除非

能証明該企業能帶來自己盈利以外的社會利益，政府才有理據出手資助。這情況在經濟學

上稱之為「界外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y），而這標準正正是當年政府資助及入股迪士

尼的理據。 

第五步：提出立場及方案，平衡利益與政策目標 

最後一步及最重要一步，當然是基於第四步的標準，來建立一個既可平衡利益又能達到政

策目標的方案。要留意 AO 的責任是「既做到嘢，大家也 happy」，即能解決問題之餘，社

會上也不會有明顯的大輸家。所以，如何在方案下照願到在第三步中識別的不同利益便十

分重要。例如，方案可以是建立一個任何合資格的企業（例如能證明自己能带來重大「界

外效益」）也可申請的資助計劃，並為資助金額設上限封頂，便可保證其他相同情況的企

業也有機會得益，而政府及納稅人的風險也被保障。 

最後必須要提醒大家的是，方程式是死的，人才是生的，所以，雖然有方程式作為指引，

在試場上陣時仍需靈活運用，隨機應變，才能隨心所欲，發揮得淋漓盡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