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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頁數 1/12)  

 
書面 /口頭申述摘要  

 

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重劃地方選區現有分界的建議  

1 10 - 支 持 維 持  5 個 地 方 選

區的現有分界。  

 

支持的意見備悉。  

2 
 
 
 
 
 
 
 
 
 
 
 
 
 
 
 
 
 
 
 
 
 
 
 
 
 
 
 
 
 
 
 

2 
 
 
 
 
 
 
 
 
 
 
 
 
 
 
 
 
 
 
 
 
 
 
 
 
 
 
 
 
 
 
 

1 
 
 
 
 
 
 
 
 
 
 
 
 
 
 
 
 
 
 
 
 
 
 
 
 
 
 
 
 
 
 
 

建議將離島區由新界西

選 區 轉 編 入 香 港 島 選

區。綜合原因如下：  

 

  認同選管 會 基 於市 民

一般已適 應 了現 有 的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的 看

法，但對於以人口結構

沒有 出現 明 顯 和 基 本

的改變為 理 由以 支 持

不更改現 有 分 界的 建

議有保留；  

 

  新界西選 區 的 人 口 已

經 是 連 續 第 二 屆 超

額，而且從地區發展和

人 口 年 齡 中 位 數 來

說，新界西選區的人口

增長在  5 個地方選區

中亦是居於前列。在下

一 屆 地 方 選 區 劃 界

時，新界西選區將會面

對更為嚴 重 的 人 口 超

額及重新 劃 定分 界 的

問題；  

 

  雖然選管 會 為 避 免 對

選民造成 不 必 要 的 混

項目 (2)至 (6) 
 
不接納此等建議，因為：  

 

(i)  全港人口於現時  5 個
地方選區的 分布 比例

自上屆立法 會換 屆選

舉 以 來 並 無 重 大 改

變。而  5 個地方選區

的預計人口 與其 所得

數目的偏離 百分 比均

在《選管會 條例 》第

20(1)(b) 條 所 容 許 的

15%偏離幅度之內。至

於新界西選 區的 所得

數目的偏離 百分 比與

上屆相若；   
 

(ii)  持續的社區基礎設施

及交通網絡發展，長遠

來說或許能 將相 關的

地 區 更 緊 密 連 繫 起

來，但這方面的發展不

一定會改變 有關 地區

長久建立起 來的 社區

獨特性和地方聯繫。現

有  5 個地方選區的分

界自一九九 八年 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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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2/12)  

 
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亂而維持  5 個地方選

區的現有分界，但若在

下一次選 區 分 界 時 才

重劃地方選區分界，這

或 會 造 成 更 大 的 混

亂，而受影響的人數亦

會更多；  

 

  離島區與 香 港 島 選 區

的各種連 繫 跟 其 與 新

界西選區 的 其 他 部 分

更緊密，各離島的對外

交通大部 分 都 以 香 港

島為終點，例如港鐵東

涌線的終 點 站分 別 位

於離島區及香港島；及  
 

  因離島區 未 來 會 發 展

而人口將不斷增加，若

將其保留 在 新 界 西 選

區，會使新界西選區的

居民未能 選 出 適 當 數

目的議員，因而未能有

足夠的民意代表。  
 
其中一項申述除了建議

將離島區由新界西選區

轉編入香港島選區外，

亦建議選管會在完成分

配議席的步驟一的計算

後，將餘下的  2 個議席

撥入香港島選區。  
 
 

沿用，各地方選區區內

的社區獨特 性和 地方

聯繫建立已久，任何重

劃地方選區 分界 的建

議將不可避 免地 影響

現時已建立 的社 區獨

特性和地方聯繫，亦未

必會對劃界 工作 帶來

任何明顯的改善；  
 

(iii)  個別建議涉及分拆地

方行政區，有損該地區

建立已久的社區 獨特

性；   
 

(iv)  選管會於諮詢期間收

到的申述中 有不 少認

同應維持  5 個地方選

區的現有分界 (見項目

(1));  
 

(v)  有申述反對將離島區

轉編入香港島選區 (見
項目 (7))；及  
 

(vi)  就有關議席分配方面

的建議，選管會必須根

據各建議地 方選 區的

預計人口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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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3 1 - 基於人口增長及交通發

展，建議將西貢區的將

軍 澳 轉 編 入 九 龍 東 選

區。  

 

 

4 1 - 由於新界地方的人口不

斷增加，建議選管會考

慮將新界地方重新劃分

為  3 個 地 方 選 區 。 另

外，將九龍西及九龍東

選 區 合 併 為  1 個 地 方

選區，然後將  9 個議席

分配予這個新的九龍選

區。  
 

 

5 1 - 建議重劃九龍地方的選

區，將界限街以南的地

方劃成九龍選區，或將

界限街以南的地方與香

港 島 選 區 合 併 成 為  1 
個大的地方選區。經上

述改動後，九龍餘下的

地方分別與新界地方合

併成  3 個或  4 個地方

選區。  

 

6 1 - 認為根據現行法例，地

方選區的議員數目以  9 
席為上限，新界西選區

的 人 口 在 完 成 步 驟 一

後 ， 應 得 議 席 為 9.97 
席，幾近於  10 席。然

而，基於現時規定每個

地方選區須選出的議員

人數不得多於  9 名，新

界西選區只能獲分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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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個議席。這導致新界西

選區由二零零四年起，

連續四次換屆選舉的劃

界均無法獲得足夠議席

代表，因此，建議修改

新界西、新界東、九龍

西 及 九 龍 東 選 區 的 分

界。申述提出多個可行

的方案，經考慮後，認

為下列的建議是眾方案

中偏離百分比幅度最小

的。此建議的偏離幅度

為 -1.99%至 +1.56%， 而

建議地方選區所涵蓋的

地區、人口及議席分布

如下：   

 

香港島選區   

(分界維持不變 ) 
(中西區、灣仔、東區及

南區 ) 
(1 268 000人 ) - 6席  
 
九龍西及新界南選區  
(油尖旺、深水埗、荃灣、

葵青及離島 ) 
(1 699 500人 ) - 8席  
 
九龍東選區  
(九龍城、黃大仙及觀塘 ) 
(1 497 100人 ) - 7席  
 
新界北選區  
(屯門、元朗及北區 ) 
(1 444 800人 ) - 7席  
 



- 55 -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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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新界東選區  
(大埔、沙田及西貢 ) 
(1 461 100人 ) - 7席  
 
有關的考慮因素如下：  

 

  從社區聯繫來說，荃灣

區和葵青 區自 八 十 年

代地鐵通車起，已經與

深水埗區和 油 尖 旺 區

有較緊密的 聯 繫 。 此

外，在政府的都市規劃

上，荃灣區和葵青區亦

被劃入「都會區」；  

 
  基於選管 會 難 以 在進

行選區劃 界 時 分 拆 地

方行政區，離島區除與

中西區劃 入相 同 選 區

外，較適合的劃分方法

則是將離 島 區與 陸 路

相連的荃 灣 區 和葵 青

區劃入相同選區；  
 

  將九龍西 選 區 的九 龍

城區轉編 入 九 龍 東 選

區，因為九龍城區與深

水埗區和 油 尖 旺 區以

火車軌為分界，火車軌

位於路面，形成一道分

隔人流、車流相通的阻

礙。反之，九龍城區與

黃大仙區 和 觀 塘區 劃

入相同選 區的 做 法 會

更為合理，甚至是更好

的做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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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北區與元 朗 區及 屯 門

區有較緊 密 的 交 通 聯

繫，這三區 均 鄰 近 邊

境，故此它們的社區形

態也有所相似。  

 
7 - 1 不同意將離島區轉編入

香港島選區，原因如下： 

 

  離島區的 人 口 多 在 東

涌，而東涌以陸路連接

其他地區；及  
 

  往後香港 島 人 口 會不

停下降，若將離島區劃

入香港島選區，海路的

連接並不 符 合 將 來 發

展，亦失去區議會之間

的橋樑。  

 

意見備悉。根據選管會的

臨時建議，離島區屬於新

界西選區。  

地方選區的數目  

8 1 - 由於新界西及新界東選

區覆蓋範圍大，人口不

斷上升，建議在新界地

方增加一個地方選區，

將 現 有 的  2 個 選 區 重

新劃分為  3 個選區，分

別為新界西選區、新界

東 選 區 和 新 界 北 新 選

區。各建議地方選區的

人口及議席分布如下：  

 

 

 

 

項目 (8)至 (11) 
 
建議涉及修訂《立法會條

例》，不屬選管會的職權

範圍，選管會已將有關意

見轉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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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香港島選區   
(分界維持不變)  
(中西區、灣仔、東區及

南區 ) 
(1 268 000人 ) - 6席  
 
九龍西選區  
(分界維持不變)  
(油尖旺、深水埗及九龍

城 )  
(1 141 900人 ) - 6席  
 
九龍東選區  
(分界維持不變)  
(黃大仙及觀塘 )  
(1 084 600人 ) - 5席  
 
新界西選區  
(荃灣、屯門、葵青及離

島 ) 
(1 471 000人 ) - 6席  
 
新界東選區  
(大埔、沙田及西貢 ) 
(1 461 100人 ) - 7席  
 
新界北選區  
(元朗及北區 ) 
(943 900人 ) - 5席  
 

 

 

 

 



- 58 -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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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9 1 1 建 議 將 現 時 的  5 個 地

方 選 區 合 併 為  1 個 地

方選區。  
 

 

10 - 1 認 為 全 港 應 分 為  6 個

地方選區，而不是  5 個
地方選區。  

11 1 - 反對將選區分拆。  
 

 

議席數目  
12 1 - (a)  建 議 將 地 方 選 區 議

席總數增至 40席，分

布如下：  

 

香港島選區 - 8席  

九龍西選區 - 7席  

九龍東選區 - 7席  

新界西選區 - 9席  

新界東選區 - 9席  

 

(b)  建 議 將 功 能 界 別 議

席總數增至 40席。  

 

項目 (12)至 (14) 
 
增加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

議席總數的建議涉及修改

《基本法》附件二及《立

法會條例》，其他建議亦

涉及修訂《立法會條例》，

不屬選管會的職權範圍，

選管會已將有關意見轉交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參考。  

13 1 - 反對臨時建議中各地方

選區的議席分配，認為

選管會應建議政府修訂

現時規定每個地方選區

須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得

多於  9 名的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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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9/12)  

 
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14 - 4 建議新界西選區應獲分

配 10席。綜合原因如下： 
 
  新界西選 區 在 步 驟 一

計算後得 出 的 數 字 是  
9.97 席。若每個地方

選區人口 須 盡 量 接 近

法 例 規 定 的 所 得 數

目，新界西選區應獲分

配  10 席；  

 

  若是次分 界 的 地 方 選

區議席數 目 上 限 增 至  
10 席，地方選區的人

口與其所 得 數 目 偏 離

百 分 比 的 幅 度 可 減

少。現時的規限使新界

西選區的 選 民 連 續 八

年缺少一 位 議 員 為 其

服務，選管會應向行政

機關反映，要求修訂有

關條文；  

 

  雖然選管 會 在臨 時 建

議中，各地方選區的人

口與其所 得 數 目 的偏

離 百 分 比 並 不 超 出

15%的許可幅度，但新

界西選區 的所 得 數 目

偏離百分比 (+10.82%)
與九龍西 選 區 的所 得

數 目 偏 離 百 分 比

(-9.63%)相差甚大。如

新界西選 區 能 獲 分 配

10席，其所得數目偏離

百分比將有所改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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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新界西選 區 因法 例 的

規 限 只 能 獲 分 配 9 
席，並不符合普及而平

等選舉的原則。  

 

15 2 2 認為各地方選區獲分配

的 議 席 數 目 應 維 持 不

變。綜合原因如下：  

 

  立法會地 方 選 區 議 席

的增減對 選 區 的 影 響

甚大。在是次臨時建議

中，香港島選區的議席

數目較二 零 一 二 年 減

少 1席，九龍西選區則

增加 1席。香港島選區

即使保留現有 7 席，其

人口與其 所 得 數 目 的

偏離百分 比 並 沒有 超

出法例許可幅度，因此

認為香港 島 選 區 無 需

減少  1 席；及  
 
  二零一六 年 立 法 會 換

屆選舉所 有 地 方 選 區

的議員數目不變，各地

方選區獲 分 配 的 議 席

數目也不應改變。  
 

不接納此等建議，因為議

席必須根據各建議地方選

區的預計人口分配。選管

會的臨時建議已採納了能

夠達至個別地方選區人口

與其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

比幅度最小的方案，以確

保每個建議地方選區的人

口盡量接近《選管會條例》

第 20(1)(a) 條 規 定 的 所 得

數目。  
 

16 - 1 建議每個地方選區的議

席數目相若。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現時 5個地方選區的人

口分布並不平均，如

果將 35個議席平均分

配 給 每 一 個 地 方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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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區，而同時要符合現

時法例關乎所得數目

的 偏 離 百 分 比 的 要

求，則必須將現時地

方選區的分界作極大

的改動，在未來選舉

中會對選民造成不必

要的混亂；  
 

(ii)  現時法例並無規定議

席須平均分配；及  
 
(iii)  請參閱項目 (15)。  
 

所得數目偏離百分比  

17 - 1 建議地方選區人口與其

所得數目偏離百分比的

法 定 上 下 限 ( 即 +/-15%)
亦應修訂至更小的偏離

幅度。因現時沿用的上

下 限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制

訂，當時 5 個地方選區

只有共 20 個席位，而現

時已增至共 35 個席位，

應減少有關偏離幅度的

法定上下限。 
 

建議涉及修訂《選管會條

例》，不屬選管會的職權

範圍，選管會已將有關意

見轉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參考。  
 
 
 
 
 
 
 

其他  

18 - 1 認為雖然現時每個地方

選區議席均以標準人口

基數，即 210 586 人來計

算，但部分地方選區的

人口相差近 30 萬人，令

每一個議席在不同地方

選區所代表的人口有很  

項目 (18)及 (19) 
 
進行劃界工作時，選管會

已經根據《立法會條例》

列明的法定要求、《選管會

條例》下的法定準則及選

管會的既定工作原則來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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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12/12)  

 
項目  

編號  

意見數目  
意見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大的差別，例如九龍東

選 區 的 候 選 人 需 取 得  
20%左 右 的 有 效 選 票 才

可取得一席，而其他地

方選區的候選人則只需

取得 8%至 10%左右便即

可取得一席。這有機會

令選舉出現不公平的情

況。  
 

定地方選區分界的建議。

現行做法確保各地方選區  
人口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盡量貼近其所得數目，從

而令每個議席所代表的平

均人數大致相若。  

19 1 - 選管會在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應確保各建議中

的地方選區人口盡量接

近所得數目。  
 

 

20 1 - 認為選管會不應基於不

相關和不令人信服的理

由，例如選民的投票習

慣，而維持  5 個地方選

區的現有分界，也不應

受政府的干預而進行劃

界工作。  
 

進行劃界工作時，選管會

必須根據所有法定要求、

相關準則及既定的工作原

則來擬定劃界建議。選管

會不會考慮政治因素。  
 

21 - 1 認 為 新 界 地 方 的 面 積

大，議員未必能顧及新

界地方的所有市民。建

議選管會在劃界工作時

應考慮參選人及居民的

因素，以便立法會議員

提供更好的服務予區內

市民。  

 

劃界建議須基於法定要求

及人口分布的客觀資料擬

定。議員提供服務的安排

並非相關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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