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諮文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表意文字小組」第十九次會議的討論
 
 

旨在向各委員匯報國際標準化組織轄下的

十九次會議的討論事項及其達成的議案，並

意文字基本字集，徵詢各委員的意見。 

匯報

文件

」第

一表

表意文字小組」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至十

政區舉行第十九次會議。這次會議由澳門特

件編號 2002/06 

 

事項 

 
目的  
 
1. 本 「表意文字小

組 就制訂中日韓

統

 

背景  
 
2. 「 日在中國澳門特別

行 區政府行政暨公職

局、澳門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主辦。 

 

3. 出席是次會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計有陸勤博士（香港理工大

學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李健康博士（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

學與工程學系副教授）、陳慧思女士（法定語文事務署高級中文

主任）及蘇志順先生（資訊科技署系統經理）。 

 

4. 除澳門和香港特區外，參加會議的國家／組織還包括中國、日

本、新加坡、美國、越南、南韓、北韓、台北市電腦公會及 Unicode 

Consortium 的代表。 

 
會議達成的決議案  
 
5. 「表意文字小組」第十九次會議的決議要點如下： 

 

6. 「表意文字小組」經已接受了日本代表所提出關於中日韓統一表

意文字基本字集的建議，並打算成立小組以討論該字集的範圍及

準則等事宜。「表意文字小組」請召集人把有關中日韓統一表意

文字基本字集的建議告知 WG2，及請 WG2 就此發出正式的指示，

以開展有關的工作。（WG2 是管轄「表意文字小組」的督導組織。） 

 

7. 「表意文字小組」已接受擴展區 C1 編輯小組提交的報告，包括



該報告所載的審核方法、報告格式及工作時間表。根據該報告的

建議，「表意文字小組」各成員需要分別審核由個別成員所提交

的共超過 26,000 個新增字符，以考慮收納在 ISO 10646 國際編碼

標準內。香港特區要負責審核其中 3,000 個的字符。審核結果須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初提交「表意文字小組」審議。 

 
制訂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 

 

8. 如上文第六段所述，日本代表建議制訂一套 ISO 10646國際編碼標

準的基本字集。日本代表認為，整套統一的中日韓表意文字收納

了超過 70,000 個字符(尚未包括上文第七段所述的新增字符)，大

部份儲存容量較小的小型電子裝置（如流動電話）均未能容納該

整套字集。如果能為小型電子裝置制訂一個基本字集，只收納最

低限度的通用字符，對於小型電子裝置在字符容量須求及資訊處

理效率方面均會有 助。 
 
9. 日本代表的建議是將會影響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發展方

向。原因是制訂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原意之一，是要克服

其他電腦字符編碼標準沒有足夠字符處理電子資訊的缺點。日本

的建議因此會與這一個原意有差別。雖然該建議只針對小型電子

裝置，但其他原本可應用整套統一的中日韓表意文字字集的資訊

科技操作平台，可能會改用該套擬議的基本字集。該等其他資訊

科技操作平台的用戶，因此可能會失去使用整套字集的好處。日

本代表的建議又或者會發展成多套不標準的分流，浪費了標準化

的努力和成果。 

 

10. 其次，該建議亦可能會影響「表意文字小組」成員之間的合作關

係。迄今，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尚未就收納字符數目的上限，

定出一個具體的數字。在舉行「表意文字小組」會議時對各成員

所提交的字符所進行的討論，主要是決定所提交的字符是否重複

及可否合併。但是，如果要制訂一套統一的中日韓表意文字基本

字集，成員之間便可能出現競爭，以期把與本身有關的字符，收

納入該基本字集內。又或者引致出現不必要的妥協，降低基本字

集的實際效用程度。 

 

11. 在另一方面考慮，公布一套統一的中日韓表意文字基本字集，亦

有其可取的地方。例如，目前市場上出售的大部分小型電子裝

置，只支援涵蓋範圍較小的中文字符集。例如，個別流動電話只

支援約 10,000 個中文字符，這數目與包含超過 70,000 個表意文字

的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相比有頗大的差距。此外，不同製造



商的小型電子裝置，現正採用不同的中文字集。如果國際標準化

組織能夠公布一套統一的中日韓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將有助統一

不同的小型電子裝置所採用的中文字集。  

 

12. 對於日本代表提出的建議，我們就以下的問題徵詢各委員的意

見： 
 

i .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否在原則上支持日本代表的建議；  
 

ii.  如在原則上支持日本代表的建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應採
取何種策略和立場，以參與制訂所建議的中日韓表意文

字基本字集，包括要求收納全部或部分《香港增補字符

集》內字符；及  
 

iii.  就制訂所建議的中日韓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徵詢社會各
界意見所需的部署和機制。  

 

 

 

 

資訊科技署 

二零零二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