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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指引、說明 

 
 
(一)  作用 

 
「規」是規則的意思；「章」則指章程，是以書面形式表述的組織規程或

辦事條例。機關團體為了推行某些工作、實踐某些計劃，通常都要提出一些具

體的行事規則和程序，讓參與工作者或者受團體制約的人遵守和依循，這些規

則和程序，我們就統稱為「規章」。涵蓋在這個概念底下的，還有各種不同的

文種變體和名稱，比如「章程」、「條例」、「須知」、「辦法」、「大綱」、

「綱要」、「指引」、「說明」、「安排」等。它們儘管名稱不一，但是形式

一般都相類似，功能也大致相同，只是應用的場合和對象可能不太一樣而已。 
 
規章類文書一般都具備制約性，要求有關的人士遵守奉行；有時候也具備

說明性，例如說明事情進行的程序、說明團體成員的權利和義務，或解釋某種

措施和政策。此外，有些商品的說明，雖然主要在指示消費者有關商品的使用

程序、分量、使用時應該注意的事項等，但在說明商品的成分、裝置和功能的

同時，也可能兼具一定程度的宣傳性。 
 
 
(二)  應用範圍 

 
規章一類的文書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政府機關制訂的法令「條例」，

約束團體成員種種行為的「規則」、「守則」，指導團體組織活動的「章程」、

「規程」、「簡章」，規劃事項扼要方針的「大綱」、「綱要」，以及解釋措

施政策和辦事程序的「須知」、「辦法」、「指引」、「說明」等。 
 
一般而言，「條例」等同於法律條文，是由政府機關所訂立的，在其管轄

範圍內的民眾都會受到約束。這些條例，可以涉及各個不同的層面，比如「火

警調查條例」列明發生火災的時候警務人員的調查權限；「法定語文條例」列

明法定語文及其地位與應用、使用不同法定語言制訂條例的情況、法律程序所

採用的語文等；「道路交通條例」列明了一般的交通規則、交通標誌和道路的

使用、交通督導員的權限等。 
 
「規則」、「規約」、「守則」等多數是機關團體所訂立的，用來規定團

體內部的紀律、約束團體成員的行為，如學校或教育團體所訂立的考試規則，

體育競賽項目所訂立的比賽規則，公司團體所訂立的職員守則，工場或施工地

點所開列的安全守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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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規程」則多數用來規限工作或計劃的進行程序，以及有關的

各項規定，或內部成員的權利與義務。比如各類學校的招生章程、各大小銀行

不同貨幣存款的章程、考試局各類考試的簡章、各種社團組織的會章等。 
 

 「大綱」、「綱要」等是指規劃某些工作的時候所設立的方針或規劃描述，

如「中國漢語水平考試大綱」、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施政報告當中所訂定的「教

育及人力政策綱領」等。 
 
 至於「辦法」、「須知」、「指引」、「說明」和「安排」，則是比較具

體地陳述、解釋各種事情的處理方式、程序，或是對某種商品、服務的內容、

功能、使用方法等加以解說，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如果需要說明的是商品或

者勞務，還可能帶有一定宣傳成分。解釋辦事程序方式的例子有香港海關訂立

的入境旅客須知、公共車輛上的乘客須知、學校或社團訂立的獎學金申請辦法、

一般人士申請公屋的辦法、地區節資助計畫指引、中國內地人士申請來港入境

安排、申請護照的程序說明等，至於說明、宣傳兼顧的，則主要是一些商品或

者勞務說明書。 
 

此外，有人把各種證書也納入說明書的範疇，認為證書的目的無非在說明

某一個人曾經接受過甚麼教育、獲得甚麼資歷，或者具備甚麼身分，因此，可

以視為一種比較正規、鄭重而具有法律效力的說明書。 
 
 
(三)  寫作注意事項 

 

一般而言，規章類文書所涉及的人比較多，涵蓋範圍比較廣，例如公立圖

書館的借書規則影響到所有到圖書館借書的民眾，某所學校的招生章程影響到

所有到學校報名的人士，某個社團的會章影響到社團屬下所有的成員，公共游

泳池的安全守則影響到所有去游泳的市民，因此行文一定要平實、淺白。 

 

就具體行文而言，這一類文書的內容多數具有指導、規限、約束的作用，

因而對於一些受影響或規限的事物的性質、範圍、數量、時限等等，都要有清

晰、明確的界定，使這類文書出現比較多的長句和複句，條例和規章尤其如此。

其中長句通常包含比較多的並列成分，由「及」、「或」、「並」等連詞連接

起來，比如「運輸司可訂立規例，以訂定永久性、臨時性及可變換的交通標誌

及道路標記的分類、設計、顏色、豎立、放置、操作、維修、更改及移去」、

「於有需要的情況下，本基金可能會向其他機構、人士及團體收集申請人的個

人資料，執行基金審批程序，或因履行法例、政府及監管方面的規定而作出有

關之透露，包括在保密的情況下持有、使用、轉移或向下列人士披露申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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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職業退休豁免計劃指《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所指的職業退休計

劃，而該計劃中的僱主是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或是該政府或由該政府制訂的並

非以牟利為營辦目的的代理機構或經營機構」。複句則主要是一些條件句，前

一個分句提出某些條件或背景，後一個分句交代在該種條件或背景下，會有甚

麼要求或出現甚麼情況，如「倘贊成票及反對票票數相同，則由大會主席加投

一票」、「任何在入境站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士，如未向海關人員作出申

報或作出虛假或不完整申報其所攜帶或在其行李超逾免稅優惠限額的應課稅貨

品，有被檢控或根據第 109 章第 47A 條以罰款代替被檢控之虞」、「僱主如果

未能在僱佣合約終止日或合約到期日後 7 天內支付工資，須就尚未清付的款額

支付利息給僱員」、「考生若未能出示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本校得保留不接

受該應試考生試卷之權利」等。 
 
相比起來，商品或勞務說明書由於不牽涉法律程序或者規章制度，不需要

在同一個句子當中加入太多修飾、限定成分，因此語句可以比較簡短，上述的

長句和複句比較少見。事實上，如果不是有法律上的考慮，太多修飾或並列成

分、過於冗長拖沓的句子，是應該盡量避免的。 

 

形式方面，規章一類的應用文書為了達到清晰明確的效果，多數採用分

章、分節或點列的方式表述，把需要界定的權限和義務、需要解釋說明的程序

和措施、需要遵行的事項和規則逐項逐條陳述出來，並冠以小標題，使閱讀起

來眉目比較清晰。而為了使內文更具條理、系統更加嚴密，章節段落之間的排

列，通常有一定的準則，就是從一般到具體、從普遍到特殊、從總綱到細節、

從主要到次要。 

 
不過，隨著電腦互聯網絡的興起和普及，上述文書的表達形式開始出現變

化。不少機構團體在把各自的資料放上電腦網頁供人瀏覽的時候，為了搜尋和

閱讀上的方便，往往把本來按照一定順序排列的文本，依章節或者其他組織方

式，切割成小片斷，放在不同的書頁上；讀者可以根據一些主題詞語的提示，

選擇自己需要的資料，直接跳到有關的書頁，而不必依照原來的順序閱讀。雖

然有關團體在設計網頁的時候，還是會依照一定的順序或者層次安排各個部分

的資料，但是安排的順序不再是橫向的、線性的，而是縱向的、跳躍的。那種

從一般到具體、從普遍到特殊的排列方式，在電腦上網頁上不一定體現出來。

有些網頁甚至打破規章文書以陳述說明為主的習慣，改用問答方式交代有關資

料，使這種本來比較嚴肅、正規的應用文書，開始變得比較活潑、隨意。 
 
內容方面，大部分規章類文書都包括標題、制訂者名稱、制訂日期和正文

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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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主要用來表明文體的名稱；但是像「條例」、「章程」、「須知」等

一類名稱，都是比較概括的說法，所以具體文本的標題，一般都會在文體名稱

前加入關於內容範圍的修飾成分，有時候也會把有關的機構名稱加進去。比如

「道路交通條例」、「香港海關入境旅客須知」、「香港考試局普通話水平測

試簡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指引」、

「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說明書」、「XX 牌即熱密封式熱水爐使用說明書」

等。上述有些例子，其實同時把制定者名稱也包含在內，那樣的話，就不必另

外交代制訂者。否則，可以在標題之下說明，或者在章節條文中交代。一些成

分比較簡單、功能比較單一的商品、勞務說明書，標題會比較簡單，通常只列

明商品名稱，不一定有「說明書」一類的字眼。 

 

至於正文，則視乎目的、對象和功能而有詳略長短之別，以及約束性高低

的差異。但是，不管是條例、規則、章程還是辦法、須知、說明，正文部分都

應該考慮周全，不應有所遺漏，條文之間也不應互相矛盾，條例的訂定尤其如

此。另一方面，卻又不能過分繁瑣，有些細節如果定得太具體、太僵硬，執行

起來就會缺乏靈活性，以致無法適應可能出現的變化。 

 
 

(四)  常用詞匯 
 
詞語 意義及用法 

可(以)/ 
不可(以) 
應/不應、 

(必)須/不須 

條例、章程、守則等應用文通常會涉及某些人的權利、義務、資格，必須

遵守的規則或者應該避免的行為等，因此常要使用表示許可或者可能的字

眼。如「署長可指明在未有根據本條例發出許可證下，在任何私家路上或

鄰近任何私家路可豎立或放置的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每位旅客可免

稅攜帶下列數量的應課稅貨品，……」、「本公司可修訂客戶應繳之電費

價目類別」。 

「應/不應」則是約束性和規限性比較強的字眼，表示事理上非如此不可；

如「簽署人應同時填報其電話號碼以便作進一步聯絡」、「考生應具有一

般的聆聽理解能力」。但由於事理上的因素不一定納入約束和規限的範

圍，因此「應/不應」一類的字眼雖然在意義上跟「須/必須」接近，但出

現的頻率一般比後者少。 

「須/必須」指出了訂立規則、章程等的機關團體對有關人士在行為上的

規定和要求，所有受影響的人都得遵守奉行，語氣比「應/應該」更重。

如「報名者須在報名時繳妥費用」、「處長須對該處作出全面而詳細的視

察」、「各幼童軍必須按照新的幼童軍手冊內容進行考驗」、「司庫須將

本會之一切款項存放於往來帳戶或儲蓄帳戶內」。 

 為/是 這個詞語在章程一類的文書裏用得比較多，通常用來為一些概念下定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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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判斷、解釋，如「本會定名為……」、「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

單位」、「法定人數最少為普通會員人數二十分之一」、「監事會的職責

是在周年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監察理事會對本會的管理」。 

 

 及/並/與/暨 用以連接兩個或以上的概念/事物，表示受約束、管轄、影響的範圍，是

在規章類文書當中用得相當普遍的虛詞。在一般情況下，這幾個連詞所連

接的概念或事物，以放在前面的概念/事物為主，後面的為副，尤其用

「並」、「暨」連接的時候，更是如此。如「(完成童軍技能)在戶外烹調

一簡單之膳食及熱飲，並處理膳後工作」。「及」和「與」有時候也用來

連接兩個分量完全相等的概念/事物，但是前後者之間沒有主從的分別，

如「(運輸司可訂立規例，以) 管制及規管道路的使用」、「常委會負責處

理本會日常會務，包括執行會員大會所通過之議案、召開會員大會及履行

會章所指定之一切事項」。 

 或 也是用來連接兩個或以上的概念/事物，表示受約束、管轄、影響的範圍，

但卻表示兩者只居其一，可以有所選擇，在約束之餘允許一些彈性。「或」

跟上述連詞一樣，是在規章類文書當中用得相當普遍的虛詞。如「(運輸

司可訂立規例，以訂定)任何種類車輛或該車輛任何接觸路面的部分或多

個部分所傳至路面的最高重量」、「客戶(的定義)：在任何指定地點使用

本公司供應電力之個人、合夥人、所社、公司、公營或私營機構或政府機

構，不論其已否向公司注冊為該供電地點之客戶」。 

 凡 通常放在名詞或名詞短語的前面，用來概括某個範圍內的一切，比如「凡

符合以上兩種身份者，均可申請成為會員」。 

 均 「都」、「全部」的意思，通常放在動詞前面，表示行動方面的概括，如

「凡符合以上兩種身份者，均可申請成為會員」。 

 ……除外 表示某些事物不計算在內，也是用來表示概念或事物的範圍的，如「各級

進度章，除指定項目外，均由童軍團長安排之主考進行考驗」、「本公司

之任何行為或遺漏，均不可作為免除客戶遵守供電則例及其他條款及條件

之行為，惟經本公司書面注明及簽署者除外」。 

 包括 包含在內的意思，放在「包括」後面的，通常是一些事物的列舉，用來補

充前文交代過的概念，如「此等突發之不幸事件包括死亡、意外受傷、急

症需即時動手術、火災……」、「(常委會)負責處理本會日常會務，包括

執行會員大會所通過之議案、召開會員大會及履行會章所指定之一切事

項」。 

 若/如……   

 (則) 
用來連接兩個分句，前一個分句為某些行為或情況作出假設或提出條件，

後一個分句表明接著會發生的情況或後果。如「若遇嚴重天災，因而產生

大量災民，而政府及其他基金又已負責賑災工作，則以遭遇該天災為理由

向本基金要求援助之申請將不獲考慮」、「如客戶不提供所需資料，本公

司可能無法提供有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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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空白格式範本 
 
 
 
 
 
 

                              

     
                 

 
 
 
 
                                                                          

  

                                                                           

 
 
 
 
 

 
 制定者名稱 + 標題  

 
 
 

正文           

制定日期 

用分章、分

節或點列

形式表述 

視乎情況

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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