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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是通過工作字形（包括楷體和宋體）與大
五碼字形（《電腦用中文字型與字碼對照碼》）
及台灣教育部宋體字形（《國字標準字體宋體母
稿──教育部字序》）對比，列出工作字形與這
兩種字形的差異。
2.經確認，此處說的「國家規範漢字字形」是指
中國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組織制定
的《通用規範漢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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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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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形表
2000》和《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
引》（2002），且含相同部件的字具
備一致性，故建議不修改。

《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細微風格差
異」處已列舉了「糹」的點。

1. 「火」、「刃」、「辨」的點
因差異較大，不建議作為細微風
格差異。
2. 因目前的工作字形遵從《常用
字字形表2000》，因此建議不修
改。



2.2

TWMOE

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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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
形參考指引》（2002），且具備
一致性，故建議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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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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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此筆，宋體和楷體會有差異，因為工作字形是宋體和楷體一致，所
以「分」的宋體不用橫捺。
2.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加上一段文
字，說明宋體和楷體在風格上會有差異，例如「一」。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6次會議討
論決定：「曰」的中間橫筆 只觸及左邊的豎筆。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s/tech_promotion/ccli/cli
ac/doc/minutes_of_the_56th_WG-CHAR_meeting.pdf）

我們的總體原則是：楷體與宋體的字形一致。《香港電腦漢
字字形參考指引》（2002）的原則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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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觀問題

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
指引》（2002），故建議不修改。

（1）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細微風
格差異」處加上「家」、「尺」，說明捺筆右移屬於
風格差異。
（2）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
（2002），故建議不修改。

建議《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不作為
「細微風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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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
中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加上
此例。

美觀問題

《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已將「主」作為
字例列出，說明點筆是否與橫筆接
觸，屬於風格問題。

美觀問題

美觀問題

《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
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即
5.4.7「口」、「コ」、「山」
等部件的橫豎相接處，已說明
此差別屬於風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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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8/17

有鉤或無鉤，工作字形遵從了《常用字字形表2000》和《香港
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2002），因此建議不修改。

有鉤或無鉤，字形差異較大，而且
涉及的字較多，建議不視作細微風
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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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7次會議
討論決定：「與」字的楷體和宋體都帶鉤。因此建議不
修改工作字形。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s/tech_promotion/ccli/
cliac/doc/minutes_of_the_57th_WG-CHAR_meeting.pdf）

1.工作字形遵從了《常用字字形表2000》和《香
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2002），因此建議
不修改。
2.建議不將「橫折豎彎橫鉤」 與 「橫折捺鉤」
作為細微風格差異。

1.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形表2000》。
2.《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第6部分（或有爭議的字
形）中列舉了此問題，字例包括「求」。
3.建議不將有鉤或無鉤視作細微風格差異。
4.此問題和3.5待進一步討論，見《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工作小組第6次會議關於字形意見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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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 all character with fire radical follows U+7083 style,  onto the 

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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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觀問題，目前的工作字形比較一致：如果
「火」位於下部，上部的部件可能會擠壓到
「火」的第二筆, 則第二筆位置較低
，例如「炃」、「灸」、「災」。「炙」因
上部沒有擠壓到火的第二筆, 故第二筆位置
不受影響。
因此，建議不修改工作字形。

1.《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第6部分（或
有爭議的字形）中列舉了此問題，字例包
括「頓」。
2.待討論，見《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工作
小組第6次會議關於字形意見的跟進》。

1.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
（2002），因此建議不修改。
2.風格問題，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
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加上此例。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60次會議
討論了此字，一致同意採用「匕」的寫法 。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s/tech_promotion/ccli/
cliac/doc/minutes_of_the_60th_WG-CHAR_mee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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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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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討論，見《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工作小組第6次會議關於字形意見
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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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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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
中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說
明了此問題，列舉了「牙」的
第二筆起筆處是否與第一筆接
觸視作風格差異，可再增加一
例豎彎鉤。

1.現行工作字形據《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
指引》（2002），且具備一致性，故建議不
作修改。
2.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增加此例。

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
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說明了
此問題，列舉了「又」第二筆起
筆處與第一筆是否接觸視作風格
差異。

1.現行工作字形據《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
指引》（2002），故建議不作修改。
2.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增加此例。

見第6次會議其他事項 (c)的相關文件
（一些字形意見的整理）。

見第6次會議其他事項 (c)的相關文件
（一些字形意見的整理）。



> Acknowledge that the default HK style of  should be both dots NOT touch.

> In traditional Ming type, the left dot never touches the third last stroke.
> The left dot touching the third last stroke in Songti is invented by the Taiwan MOE.

3.17 
the  stroke can be elongated a bit more so the top component is clearly  instead of 

3.18 
> the three  could be better tucked inside the  The etymology of this character is  with 

three hairs.

3.19 
> is a wide character.  Having it fit inside  makes the character very awkward.
> In calligraphy, having  fit inside  is commonplace, but so is having  inside 
> However, only + , + , etc are all top-bottom structures.
> No reason why  is wrap around structure.

3.20 
> Suggest specify two strokes downward is the preferred songti style instead of slant.  No other font 
uses slant except MOE conforming fonts.
> Suggest that allow the three stroke .  Having four strokes means that the two downward 
strokes need to be split further apart, which will affect the balance of the character strongly (

)

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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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
形》中描述「細微風格差
異」處說明了此問題。

現行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形表
2000》和《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
引》（2002），故建議不修改。

我們的原則是：如果非《常用字
字形表2000》內字，也不能根據
部件類推，則遵從《康熙字
典》。此字的字形遵從了《康熙
字典》，因此建議不修改。

現行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
形表2000》，故建議不修改。

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說明了直豎或稍
微傾斜屬於風格差異。

雖然手寫會使用三劃的草頭，
但是電腦字形中的繁體中文建
議不使用三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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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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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
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8次會議上
討論了此系列字該劃的問題，
且明確：「今」、「令」、
「麗」 三 個 系 列 字 保 留
「一」的寫法，不修改為
「丶」。
（http://www.ogcio.gov.hk/tc/bu
siness/tech_promotion/ccli/cliac/
doc/minutes_of_the_59th_WG-C
HAR_meeting.pdf）

在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
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8次會議上
討論了此問題，且明確：左筆
保留豎的寫法。

（1）4.4-4.6：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
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8次會議上討論
過，工作字形是據會議決定，詳細信息
見下。
（2）4.1-4.3，4.7-4.10，4.12：現行
工作字形據《常用字字形表2000》和
《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
（2002），故建議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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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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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皿」為U+2504B，
因此不能將「盇」中間的
點改成橫。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
工作小組第57次會議上討論了此
字，決定用點。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
s/tech_promotion/ccli/cliac/doc/minute
s_of_the_57th_WG-CHAR_meeting.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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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ee with CLIAC’s treatment, but suggest add to list of “controversial” in the 2015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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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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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字形據《常用字字形表
2000》，建議不列入《香港電
腦漢字參考字形》中的 6. 或
有爭議的字形。

工作字形據《香港電腦漢字
字形參考指引》（2002），
故建議不修改。

此為對文件《香港電腦漢字
參考字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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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all Hanzi in one section and all symbols in another;
> character order should go across the page rather than down the page; current method going down 
the page makes it hard to view the document on the computer screen;

> appendix include indices sorted by Source (HB0, HB1, HB2, H:1999, H:2004; H:2008; H:2015, 
etc); indices sorted by radical/stroke (maybe in future revision)

> add Cangjie + jyutping codes (maybe in future revision);

> new section on mapping similar variants ( ) etc;

>> as font for publishing may wish to unify the character components, but not efficient for user to 
hand check each character and change it. A simple solution is for font vendor to map multiple code-
points to the same glyph, and the user use that special font.  This is the solution used by font 
vendors to support outputting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publications without changing the 
source text.
>> some characters in HKSCS are rarely used corrupted forms, including them in the variant list will 
help font vendors distinguish them and avoid wasting time on drawing separate glyphs

> additional table of simplified characters, as these characters are not supposed to follow the 
reference glyph guideline

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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