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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臨時建議︰  

選管會的一般性決定及其理由  

5 . 1  在選管會就劃定暫定區議會選區範圍而舉行的會議中，選管

會曾討論和考慮各事項，並就擬定選管會的臨時建議作出決定。  

第一節︰法定準則  

5 . 2  《區議會條例》和《選管會條例》所訂，有關區議會選區劃

定事宜的主要準則如下︰  

( a )  選管會須在 18 個地方行政區內劃定 3 90 個區議會選區

範圍；  

( b )  須在每個地方行政區劃定如附錄 I 所示數目的區議會選

區範圍；  

( c )  選 管會須依 循《區 議會條例 》所指 明的現有 地方行政

區分界，以及通過區議會選舉產生的議員人數；  

( d )  每個劃定的區議會選區範圍只可選出 1 名議員；  

( e )  區 議會選區 的人口 在切實可 行的範 圍內，須 盡量接近

標 準人口基 數。倘 就某區議 會選區 而言，遵 從此規定

並 非切實可 行，選 管會須確 保該選 區範圍的 人口不少

於標準人口基數的 75 %，亦不多於該基數的 12 5 %；  

( f )  選管會須顧及《選管會條例》第 2 0(3 )條所載，有關社

區 獨特性、 地方聯 繫的維持 和有關 區域或其 部分的自

然 特徵，例 如大小 、形狀， 以及交 通方便程 度及發展

等考慮因素；以及  

( g )  選管會只有在認為《選管會條例》第 2 0 (3 )條所提述的

一 個或以上 考慮因 素使其有 需要或 適宜不嚴 格地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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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e )項 行 事 的 情 況 下 ， 方 可 不 嚴 格 地 按 上 述 ( e )項 行

事。  

第二節︰人口準則及有關事項  

5 . 3  《選管會條例》第 20 條的條文已清楚說明，選管會須符合

的最重要準則是有關人口數目的規定。  

5 . 4  居住人口   專責小組提供的一九九九年人口預測數字，是

該組就截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為止香港的居住人口和全港街段人口

分布情況而作出的預測數字。上述預測所涵蓋的人口範圍，包括所

有現時在香港的居民，以及在預測期暫時離港的居民。就本次人口

預測 工作而言 ，現時 在港的外 籍家庭 傭工及輸 入勞工 亦被視作居

民。不過，在外國定居的前香港居民及暫住人口，即該等通常不在

香港居住，但在預測期在港作短暫逗留的人士，則不包括在內。專

責小組並沒有將流動的工作人口及暫時留港的旅客計算在內。  

5 . 5  預測的參考日期   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區議會一般選舉

而言，專責小組所作的人口預測，是以一九九九年三月而非較後的

日子為依歸，原因是專責小組屬下的部門，一向以財政年度為期來

預測人口。這些部門所提供的資料，主要以財政年度為本，如有任

何改變，專責小組便須添加多項假設，因而導致預測資料的可靠性

減低。此外，專責小組及選管會的時間限制也很大，因為選管會須

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提交一份載有區議會選區範圍建議的

報告書。因此，把預測月份由三月改為較後的日子，雖非不可能，

卻並 不切實可 行。有 鑑於此， 選管會 乃選擇以 一九九 九年三月為

準，預測本港的人口及其地域分布狀況，並以此為根據，為一九九

九年區議會一般選舉計算標準人口基數及劃分區議會選區。  

5 . 6  符合標準人口基數   鑑於《選管會條例》強調了標準人口

基數的重要性，並訂明選管會只在顧及《選管會條例》第 20 ( 3 )條

之考慮因素，認為有需要或適當時，方可偏離標準人口基數上下限

(±25 %)，選管會決定除非因條例所列的一項或以上考慮因素無法遵

守標準人口基數的規定，否則應在劃定區議會選區時盡量依循這個

準則。事實上選管會已達到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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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7  人口   根據專責小組所提供的數字，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底

的全港人口為 6 , 64 6 ,6 56 人 (不包括暫住人口 )。選管會認為沒有理

由採用有別於專責小組提交的人口預測數字，故接納了該等數字，

作為選管會就全港人口作出的估計數字。  

5 . 8  標準人口基數   若將全港人口總數 6 , 64 6 , 65 6 人除以將在一

九九九年區議會一般選舉中選出的議員數目 (即 3 90 個 )，即得出標

準人口基數為 17 ,04 3 人。  

第三節︰地方行政區的分界  

5 . 9  《選管會條例》第 2 0 (4 A )條規定，選管會在就區議會選區

分界的劃定作出建議時，須依循《區議會條例》或根據該條例所指

明的現有地方行政區的分界。因此，選管會的工作是把適當的街段

或其部分合組成為適當數目的區議會選區，而這些選區在該地方行

政區分界範圍內構成該地方行政區。  

第四節︰社區獨特性、地方聯繫及自然特徵  

5 . 10  選 管 會 在 作 出 有 關 建 議 時 ， 亦 須 顧 及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2 0 (3 )條所載，有關社區獨特性、地方聯繫的維持，及有關區域或

其部分的自然特徵，例如大小、形狀，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等

考慮因素。標準人口基數條款的措辭有別於《選管會條例》第 2 0( 3 )

條， 足以向選 管會清 楚顯示， 應把重 點放在人 口準則 上。儘管如

此，選管會仍盡可能充分顧及載於《選管會條例》第 20 ( 3 )條的考

慮因素。由於民政事務專員熟悉地區情況，故獲邀就選管會的初步

建議提出意見。事實上，他們已應邀出席選管會於一九九九年二月

四、八、九及十日就劃定選區分界所舉行的會議。選管會在會議上

詳細討論和仔細考慮了他們所提出的建議和觀點，並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予以採納。  

第五節︰一般性決定  

5 . 11  在開始進行劃界工作時，選管會採納了若干原則，以普遍應

用於區議會選區劃界工作。現將該等原則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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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前 選 區 分 界 及 選 舉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劃 定 的  

“區議會選區 ”分界，應作為本次劃界工作的基礎；  

( b )  如  “區議會選區 ”的人口符合標準人口基數的規定，即

其 人口數字 不超過 該基數上 下限 ( ± 25 % )， 應盡量採納

其分界作為新的區議會選區範圍；  

( c )  如  “區議會選區 ”的人口不符合標準人口基數的規定，

即 其人口數 字超過 該基數上 下限 ( ± 25 % )， 但在一九九

四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卻獲准作為  “區議會選區 ”，而

當 時用作支 持的理 據目前仍 然有效 ，應盡量 維持其分

界作為新的區議會選區範圍；  

( d )  除上文 ( c )項所述情況外，某  “區議會選區 ”如人口不符

合標準人口基數的規定，應調整該選區及其毗鄰 “區議

會選區 ”的分界，從而劃定新的區議會選區範圍。如有

兩 個或以上 劃定分 界的方法 可供選 擇，選管 會將採納

只影響為數最少的 “區議會選區 ”的方法，否則將選擇偏

離標準人口基數最少的方法；以及  

( e )  有 關 維 持 政 治 影 響 力 或 優 勢 的 問 題 ， 將 不 在 考 慮 之

列。  

5 . 12  選管會認為上述工作原則有以下好處︰  

( a )  “區議會選區 ”的分界，是根據已廢除的《選區分界及選

舉 事 務 委 員 會 條 例 》 所 載 的 準 則 及 考 慮 因 素 而 劃 定

的 。該等準 則及考 慮因素與 《選管 會條例》 所載，適

用 於區議會 選區範 圍的劃定 準則及 考慮因素 幾乎完全

相 同。倘分 界保持 不變，幾 乎已可 確保符合 相同的準

則和考慮因素；  

( b )  “區議會選區 ”的分界，是前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

在 諮 詢 公 眾 意 見 ， 並 兼 顧 各 種 相 互 衝 突 的 準 則 、 原

則 、考慮因 素及收 集的公眾 意見後 ，才提出 的建議。

有關分界是在劃分 “區議會選區 ”期間，經全面和慎重考

慮當時收集的所有意見後得出的結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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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區議會選區 ”的分界自一九九四年起，已為區內居民所

接 受或逐漸 習慣。 因此，如 要作出 改動 ，必 須提出令

人信服的充分理據，如大幅偏離標準人口基數等。  

5 . 13  應注意上文第 5 . 11 及 5 . 12 段所述的工作原則，是以依循標

準人口基數及《選管會條例》第 2 0 (3 )條的考慮因素為基礎的。在

一九九九年二月四、八、九及十日舉行的會議上，與會者討論了民

政事務專員所提出的意見；選管會進一步考慮了第 2 0 (3 )條所載的

考慮因素，並作出相應的調整。  

第六節︰區議會選區名稱  

5 . 14  新的區議會選區名稱主要是參考該區範圍內的地區名稱、主

要特徵、道路或住宅名稱而命名的，並經徵詢該區民政事務專員的

意見後採納。選管會提議的選區名稱多是區內沿用已久，或區內居

民經常使用，或與區內特有標記或樓宇有關的，又或與組成選區的

區域有特殊關係的。  

第七節︰地區及選區代號  

5 . 15  在地區及選區代號方面，選管會初步建議，地區字母代號由  

“A”開始，首先是香港島的中西區，接 是九龍和新界地區，其中  

“ I”和 “O”不用，以免混亂。選區代號由數字 “01”開始，前面冠以所

屬地區的字母代號。 “0 1”應配予人口最稠密的選區，或在所屬地區

內傳統上視為最重要、最突出或是區內核心的選區，然後以順時針

方向為其他選區編排號碼，盡可能使連續號碼的選區相鄰。選管會

希望採用這個方法後，參閱地圖時便可以較易明白，並可更輕易地

找到選區。上述方法曾用於一九九四年的  “區議會選區 ”，應已深

入人心。  

第八節︰伸延至海域的選區界線  

5 . 16  對於伸延至海域的選區界線，選管會採納了前選區分界及選

舉事務委員會在一九九四年所採用的原則，即區議會選區範圍的界

線，應盡量與海域上的地區界線互成直角。  



- 14  - 

 

第九節︰臨時建議  

5 . 17  根據上述所有決定和理由，選管會就區議會選區的劃界事宜

作出臨時決定。選管會的臨時建議摘要載於附錄 IV。選管會在考

慮第六章所述的公眾意見後，擬定最後建議。這些最後建議載列於

該章及本報告書的第二冊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