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香港灣仔港灣道十二號  

灣仔政府大樓十五樓資訊科技署會議室  

 

出席者：    

黃志光先生   (主席 )  

巫偉明先生    

何立燿先生       

陳真良博士    

陸勤博士    

陸麗仁女士    

張群顯博士    

鄒嘉彥教授    

鄭家安先生    

藺蓀先生    

鄭偉康先生    

秦少雄先生   (秘書 ) 

   

列席者：    

麥鴻崧先生   資訊科技署副署長  

王錫泉先生   資訊科技署助理署長  

黎汝海先生   資訊科技署總系統經理  

陳志賢先生   資訊科技署高級系統經理  

   

缺席者：    

姜永正博士    

陸鏡光博士    

鍾郝儀女士    

陳松齡先生    

李友強先生    

潘應麟先生    

葛珮帆博士    

黃靜文女士    



 

(二) 

  跟進  

1.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 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 (中 諮 會 )

第十三次會議，並且多謝各位連任中諮會委員在過去一屆

任 內 在 推 廣 共 通 中 文 界 面 的 各 個 方 面 向 政 府 提 供 專 業 意

見，及取得多項貢獻，其中包括制訂及公布《香港增補字

符集 -2001》、《香港電腦漢字楷體字形參考指引》及《香

港電腦漢字宋體 (印刷體 )字形參考指引》等。  

 

2.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接受委任成為新一屆中諮會委員，任期

由本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3.   主席接受委員提名，委任並且歡迎張群顯博士出任新一屆

「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召集人及陸勤博士出任新一屆

「中文資訊科技工作小組」召集人。 

 

議程 (1)：審議上次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會議紀錄   

4.   與會者通過上次會議紀錄，無須作任何修改。   

議程 (2)：上次會議事項跟進  

5.  陳志賢先生就上次會議紀錄第十段報告，秘書處在本年年

初與多家軟硬件發展商及經銷商作進一步聯絡，得到他們

的支持，並提供近百套支援 ISO 10646 標準的軟、硬件資

料給生產力促進局跟進。生產力促進局已將通過審核的資

料放在「 ISO 10646 資訊中心」網頁內。  

 

6.  陳志賢先生就上次會議紀錄第十二段報告，秘書處在本年

一月十六日，發出便箋與入境事務處，要求入境事務處職員

合作，在日後不要將已存在於大五碼基本字符集，或《香港

增補字符集》內的字符提交給法定語文事務部，用作申請將

字符增收入《香港增補字符集》內。  

 

 秘書處於本年六月十日再次發出便箋給入境事務處，重申「中

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先前提出的意見，並要求入境事務

處職員合作，在日後提交字符增收申請時，要留意無須提

交已存在於大五碼基本字符集，或《香港增補字符集》內

的字符，予工作小組研究審批。  

 

 同時秘書處與法定語文事務部代表達成協議，由法定語文

事務部在初步審核字符申請時，將已存在於大五碼基本字

符集，或《香港增補字符集》內的字符剔除，和不會將該

 



 

(三) 

  跟進  

些字符提交給「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審核。「中文電

腦用字工作小組」大部分組員表示支持這安排，秘書處與

法定語文事務部代表會落實執行。  

 主席提問入境事務處有否回應。黎汝海先生補充說已經得

到 入 境 事 務 處 科 技 服 務 總 系 統 經 理 答 應 會 在 入 境 事 務 處

管理層會議上繼續跟進。  

 

議程 (3)：新議事項  

(3)(a)(i) 「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工作進展報告（中諮文

件編號 2003/01）  

 

7.  張群顯博士向與會者介紹《中諮文件編號 2003/01》。自

上次中諮會會議後，「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舉行了八

次會議，所討論的主要事項包括：  

(a)  「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已於四月份完成制定香港

基本子集的原則及香港特區基本子集。由於國際標準

化 組 織 原 定 於 四 月 七 日 至 四 月 十 一 日 舉 行 的 第 二 十

一次表意文字小組會議延期，小組考慮到當時是在時

間不足之下完成香港特區基本子集，因此決定充分利

用直至表意文字小組重新再訂開會時間，覆核香港特

區基本子集內的字符，務求囊括所有香港常用字字符

於子集內，供表意文字小組審批及接納運用。「中文

電腦用字工作小組」於本年六月選定一批香港常用字

字符，其中包括 22 個為「次選字符」，232 個屬《香

港增補字符集》字符，經秘書處提交予「表意文字小

組」考慮收入 ISO 10646 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基本子

集內。同時提交 4 824 個屬於大五碼第一級標準字集

內的字符予「表意文字小組」備考。 (註 :該 4824 個

字符包括參考自《常用字字形表
1
》內的字符和常見

於人名、地名、及公司名的字符。 ) 

(b)「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三十一 次會議上提及在

審核字符申請時，應否一併討論建議的倉頡碼。小組

認為加入建議倉頡碼，將有利於《香港增補字符集》

的發展及其應用。由於小組的工作範圍並未包括審訂

倉頡碼，以及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於五月底

 

                                                 
1 《常用字字形表》:（李學銘主編，香港教育學院 2000 年） 



 

(四) 

  跟進  

完結，小組決定在下次中諮會會議提交建議，為《香

港增補字符集》內的字符編訂倉頡碼，同時有組員提

議進一步加入粵語拼音資料。  

 主 席 邀 請 與 會 委員 討 論 為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編 訂

倉 頡 碼 的 建 議 ， 並 指 出 若 果 中 諮 會 編 訂 倉 頡 碼 ， 可

能 會 被 認 定 為 標 準 。 藺 蓀 先 生 說 倉 頡 輸 入 法 已 經 公

開 ， 等 同 成 為 社 會 公 器 ， 有 別 於 其 他 輸 入 法 ， 中 諮

會 只 編 訂 倉 頡 碼 不 會 影 響 正 常 商 業 運 作 。 陸 勤 博 士

說 提 供 的 倉 頡 碼 只 是 建 議 供 參 考 ， 方 便 中 文 電 腦 用

家 ， 並 非 作 為 標 準 公 布 ， 而 且 倉 頡 碼 作 爲 形 碼 的 輸

入 方 式 在 香 港 的 使 用 基 礎 最 廣 ， 也 沒 有 版 權 問 題 。

巫 偉 明 先 生 說 為《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編 訂 倉 頡 碼 可

以 協 助 製 作 中 文 輸 入 法 軟 件 業 界 。 張 群 顯 博 士 說 倉

頡 碼 是 被 公 認 為 最 多 本 地 用 家 採 用 的 輸 入 法 ， 所 以

中 諮 會 可 以 只 編 訂 倉 頡 碼 ， 暫 時 無 須 為 其 他 輸 入 法

編碼。  

 

 張 群 顯 博 士 介 紹 「中 文 電 腦 用 字 工 作 小 組 」 轄 下 的

「粵音專責小組」正在進行粵音整理工作，可為《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內 的 字 符 編 訂 粵 語 拼 音 ， 並 且 建 議

先為核心常用字符編訂倉頡碼及粵語拼音。  

 

 與會者接納「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建議，以後「中

文 電 腦 用 字 工 作 小 組 」 會 為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內

的 字 符 (先 從 核 心常 用 字 符 開 始 )編 訂 建 議 倉 頡 碼 及

粵 語 拼 音 ， 並 公 布 供 公 眾 參 考 。 至 於 是 否 加 入 普 通

話 拼 音 ， 待 「中 文 電 腦 用 字 工 作 小 組 」 研 究 後 作 出

建議。  

張群顯博士 

3(a)(ii) 「中文資訊科技工作小組」工作進展報告（中諮文

件編號 2003/02）  

 

8.  陸勤博士向與會者介紹《中諮文件編號 2003/02》。她表

示自上次中諮會會議後，「中文資訊科技工作小組」未有

舉行會議。會上報告的事項包括：  

 

( a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已完成建立「 ISO 10646 資訊中心」

網站。設立「 ISO 10646 資訊中心」網站的目的，是

為 業 界 提 供 一 個 集 中 的 渠 道 ， 以 發 布 有 關 支 援 ISO 

 



 

(五) 

  跟進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和《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科技產

品的資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本年初向外正式公布

「 ISO 10646 資訊中心」網站啟用，資訊科技署與中

諮 會 於 本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舉 行 新 聞 發 布 會 作 出 有 關 公

布。截至本年十月，該網站已經有超過一萬八千人次

瀏覽。  

(b)  香港基本子集文件已經交給「表意文字小組」考慮收

入 ISO 10646 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基本子集內，小組

一直跟進和參與擴充集 B 的編輯工作。  

(c)  第二十一次「表意文字小組」會議定於十一月十七日

至 二 十 一 日 舉 行 。 該 會 議 將 會 討 論 ISO/IEC  

10646:2003，以及制訂基本子集及擴充集  C 事宜。  

9.  主席多謝張群顯博士及陸勤博士作出報告。與會者通過該

兩份工作報告。  

 

(3b) 確 認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字 符 增 收 申 請 （ 中 諮 文 件 編 號

2003/03）  

 

10.  陳志賢先生向與會者介紹《中諮文件編號 2003 /03》。   

11.  陸勤博士建議在審批增收字時，參照中諮會公布的《香港

電腦漢字宋體 (印刷體 )字形參考指引》，提供製作中諮文

件內獲批准增收字符的字形，作爲審批的字形。而申請人

提交的手寫字形作爲參考。與會者同意。  

 

12.  與會者確認「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的審核結果。   

(3c) 介 紹 「 兩 岸 四 地 中 文 數 字 化 合 作 論 壇 」 (中 諮 文 件 編 號

2003/04) 

 

13.  陳志賢先生向與會者介紹《中諮文件編號 2003/04》，並

建議由中諮會與資訊科技署合辦第二屆「兩岸四地中文數

字化合作論壇」會議，引領香港特區為兩岸四地在中文數

字化方面的工作上提供協助。與會者同意。  

 

 陳 志 賢 先 生 解 釋 由 於 內 地 多 位 與 會 發 言 專 家 和 教 育 部 的

與會代表（包括會議召集人王鐵琨先生）不能在預定時間

內辦妥赴港手續，無法按時參加會議，所以會議將會改期。 

 



 

(六) 

  跟進  

 主席邀請各位委員參加會議，提供專家意見並考慮遞交會

議論文或發言提綱。由於會議日期有待各地代表確定，主

席交由秘書處跟進並聯絡參加會議的委員。  

(會後註 : 內地代表於十一月三日通知秘書處，會議可以安排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下旬舉行。 ) 

秘書處  

(3d)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大 五 碼 處 理 方 案 (中 諮 文 件 編 號

2003/05) 

 

14.  陳志賢先生向與會者介紹《中諮文件編號 2003/05》。   

15.  與會者就《中諮文件編號 2003/05》進行初步討論後，主

席鑑於《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在大五碼的編碼安排，對

使用《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版本的業界和公衆人士有

影響，而初步討論結果認為有多個不同的處理方案，所以

決定將該議題交由「中文資訊科技工作小組」再詳細討論

並提供建議。  

陸勤博士  

議程 (4)：其他事項  

16.  陳志賢先生向與會委員介紹《公務委員及管理局成員的利

益申報事宜（一層申報利益制度指引）》文件。主席表示

中諮會會依從該指引運作。  

 

17.  主 席 邀 請 委 員 就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通 訊 及 科 技 科 於 十 月 十 日

發出的《 2004 年「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擬稿》提供意

見和建議。  

 

散會時間  

18.  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分結束。   

 

副本分送  

檔號： ITS 61/61/1/9 

 

資訊科技署  

二零零三年十月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