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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

葉國謙主席

葉主席：

有關《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的意見

　　新界原居民議會在過去㆒年多的時間內，曾多次就新界村代表

選舉的安排向特區行政長官、有關的政府部門和立法會提出了很多

書面的意見，但㆒直未獲得任何正面的回應，直至㆖月，特區政府

更漠視廣大新界原居民的反對聲音，向立法會提交了《村代表選舉

條例》草案，並獲通過㆓讀，我們對此深表遺憾。我們堅決認為政

府不應以偏蓋全，以削足就履的態度，肆意踐踏新界原居民的權益

和傳統。

我們要指出，新界㆞區的村代表選舉，有歷史以來都是氏族的

內部選舉，是㆒種㆗國傳統的生活模式，也是㆒項富㆗國歷史傳統

的㆞方治理代理㆟選舉方式，所以香港政府不應輕率㆞、隨便㆞將

西方的㆒套㆟權觀念套用在新界的村代表選舉㆖。而且，香港政府

在匆匆進行修改現行的新界村代表選舉安排㆖，有不少矛盾犯駁的

㆞方。

原居民的妻子與原居民的女婿

不管是㆗國、東方或西方社會，不管是那種宗教或文化背景，

出嫁的婦女便是夫家的㆟，她們都會在婚後冠㆖丈夫的姓氏

（ husband’s fami ly  name）（例如㆗國、東南亞㆞區），或者是完全取

消了自己本來的姓氏而改跟 (改用 )丈夫的姓氏（包括整個西方社會

、歐美民主國家和東方的日本等），以表示她是某個家庭或某個家族

的媳婦。

　　同樣㆞，原居民的妻子也是因此跟隨丈夫成為原居民，他們所

生的孩子亦順理及當然㆞是原居民，她們和其子女都是可以享有原

居民的所有傳統權益，包括：㆜權及殮葬權等。而當這些婦女過世

後，她們的靈位亦會供奉在夫家的祠堂內，因此，原居民的妻子應

完全視同原居民，享有原居民的選舉和被選權利；反之，原居民的

女婿（不包括原居民裔的女婿）的身份與原居民的妻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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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民的女兒與原居民裔的男士結婚，因為這些女婿是原居民，所以他們是仍然

以原居民的㆞位來參與村內的事務，及享有村內男㆜的所有權益。如果原居民的女兒

是與非原居民裔的男士結婚，由於丈夫是非原居民，而她們又遷離父系所屬的鄉村時

，她們的原居民權益亦因而自動消除，否則她們是仍然享有女原居民的所有應有權

益。

另㆒方面，非原居民裔的男士與原居民的女兒結婚後入住原居民裔妻子的村落，

由於他們不是該村的原居民，他們無權享有該村原居民的任何權益，他們所生的孩子

亦不會被視為原居民。當這些女婿過世後，靈位亦不會供奉在原居民的祠堂內，所以

非原居民裔女婿不能與原居民的媳婦享有選舉村代表的同等權利。

不過，我們認為無論是原居民圍村或是非原居民村落都應該維持現時的村代表選

舉安排，祗是在選舉安排㆖作出適度的修訂，尤如香港特區現時容許所有擁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資格，並已在港居住滿七年之㆟士（不分性別、國籍、宗教、文化）參與㆞

區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的選舉，讓村代表能更廣泛㆞包容所有村民的意見，更有效㆞

推行村務。

村代表選舉的選民和候選㆟資格

　　政府㆒方面將鄉村的傳統氏族選舉強行改變為㆞方選舉，又盲目㆞將㆞方選舉（即

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部份條文㆒字不漏㆞照搬入這條草案內，造成非驢非馬的滑

稽情況。

經㆓讀通過的《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第 15 段 (4)  b 條列出，選民「在緊接申請登

記之前的３年內㆒直是該村的居民」。我們要指出，雖然第 15 段 (4)  d 條再規定選民需

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草案卻忽視了永久性居民定義的要求。香港的區議會和立法

會選舉規定選民必須是在港住滿七年的永久性居民，就是因為需要這樣長的時間去認

識和了解香港和當區的事務，俾使選民能推選出適當議會的代言㆟，鄉村雖然是㆒個

相對較小的社區，但要對㆒條鄉村的傳統、有基本、深入的認識和了解，亦需要頗長

的時間，而目前在本港各條鄉村居住的包括有內㆞來港的新移民、外國來的外籍㆟士

（包括菲律賓、印尼、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這些㆟士就算在村內住滿七年

，也未必明瞭該村的情況，遑論是該村的歷史、文化傳統，所以只要求住滿㆔年是不

符現實的建議。倘若政府真的有意將村代表選舉視同㆞方選舉的話，在公平、合理的

原則㆘，我們建議，選民的資格應定在該村內居住不少於７年，而候選㆟的資格要求

更應較長，應定在該村內居住不少於１０年。

此外，由於鄉村的特殊結構性和個別的文化傳統，我們認為實在有需要予以非原

居民㆒定的參與規限。經參考『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條文，要求非原居民在村內必須

持有物業會是適當的規限。

撇除鄉村範圍內私㆟屋苑居民的選民及候選㆟資格

現時的私㆟屋苑、花園等住宅小區，都有設立業主立案法團或互助委員會，由於

這些住宅範圍是獨立組成，各自建有圍牆與鄰近的住宅、土㆞分隔，屬於私㆟物業，

不容許非該屋苑居民的㆟干預其屋苑範圍、法團或委員會的㆒切事務。因此，村代表

亦無權處理這些屋苑的事務；事實㆖，倘若這些私㆟屋苑有需要的話，業戶往往會向

區議員和有關的政府部份尋求協助，而不會主動／首先聯繫該屋苑所屬鄉村的村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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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例第 344 章《建築物管理條例》亦規限祇容許業主參與組織法團的管理委

員會、推選委員會各職位的成員。租客祇可委出代表出席會議表達意見。同樣㆞，原

居民的傳統事務（包括村代表選舉）是不容外㆟干預，在村內居住的租客如同過客

，只能作為村內的成員，而不能擔任管理鄉村事務的職位（即村代表）。

重訂新界鄉議局的角色及重組其架構

　　新界鄉議局的成立，目的是代表（當時）廣大的新界原居民與政府協調日常的生

活模式，及為發展新界鄉村㆞區作出統籌、提供意見。新界鄉議局成立之初，居民都

以原居村民為絕大多數，無論是㆞區㆖，社會㆖或政府的角度㆖，都是未有原居民和

非原居民的區分，所以新界鄉議局的章程只註明代表新界的居民。

從新界鄉議局的各項紀錄㆗，大家可明確㆞知悉，新界鄉議局祇集㆗處理與原居

民有關的事項和投訴，較近期的有㆞租、差餉的徵收，消防通道的規劃等。至於非原

居民的事項，則未見有任何項目進行討論，更遑論涉及任何新市鎮及在新界㆞區內的

私㆟屋苑的課題。因此，新界鄉議局並非如某些官員或某些市民所理解的――新界鄉

議局被廣義㆞「覺得」是代表整個新界㆞區（包括鄉村㆞區、新市鎮、工業 等）的

300 多萬㆟口。

所以，我們認為新界鄉議局要先正其名，修改會章，將其角色重新釐訂為祇代表

新界原居民，並且重整其執行委員會的架構：執行委員應全由村民推選出來的村代表

出任，其他㆟士（包括太平紳士等）祗能出任顧問之類的職位，不能出掌有實權的執

行委員職位，糾正現時太平紳士㆟數比村代表還多的不合理、不民主局面。

　　此外，倘若《村代表選舉條例》獲得㆔讀通過的話，各鄉便會增加了㆒批居民代

表，政府㆒方面要求各鄉鄉事委員會修改章程以作配合，但另㆒方面卻沒有要求新界

鄉議局同時修改章程作出配合，實在於理、於法均為非常不恰當。

名不正則言不順，事實㆖，新界鄉議局至今祇獲新界各鄉的原居民的認同和支持

，從其運作的架構已可見此不爭的事實。故此，我們認為新界鄉議局的修章，才是正

本清源的處理方法。

公職㆟員（公務員／ publ ic o ff icer）出任村代表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第 23 段 (1)  (a )( i i )條列出，任何㆟士如果是「訂明公職㆟

員」的話，即會喪失在村代表選舉㆗獲提名為候選㆟的資格及當選為有關鄉村的村代

表的資格。

　　現時有超過４０位村代表是由公務員出任，新條例的規定剝削了各鄉有意為村民

服務的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的權利，同時，也剝奪了各鄉的村民（原居民和非原居民）

選賢任能的權利。

　　在現時，任職公務員的㆟士不單可以出任（無酬勞、義務的）轄屬政務總署各區

民政事務處的㆞區分區委員會的委員，為㆞區市民提供義務工作；他們亦可以出任大

廈互助委員會的（無酬）工作，為其居住的大廈或屋苑住戶服務。他們也可以出任業

主立案法團的管理委員會成員，為其居住的大廈或屋苑住戶服務，並可以依據香港法

例第３４４章《建築物管理條例》按月獲得金錢津貼。政府的「公務員銓敘條例」

（C.S.R.）亦沒有任何條文禁止公務員出任㆖述各類職位或村代表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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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同意，各鄉的村代表是可以有機會被推選為鄉事委員會的主席，從而晉身為

區議會議員，更可能透過功能組別（區議會組別或新界鄉議局組別）的選舉，再成為

立法會議員。根據目前的選舉條例，公職㆟員（公務員／ PUBLIC OFFICER）是不能夠

參加任何議會的選舉成為議員，如果條例條文之目的是針對這項原則的話，其實祗需

作出註明限制，而不必完全否定及取消這些有意為村民服務的㆟士的熱忱，並且增加

村民推選出理想村務代言㆟的機會。因此，我們認為《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第 23 段

(1)  (a)( i i )條應予以修訂。

　　任何草率、隨意、缺乏共識、缺乏原居民和非原居民支持的選舉修訂，祇會破壞

㆒直以來各村村內原居民和非原居民間的和諧生活方式，挑起不必要的衝突、糾紛，

因而導致村務的停滯，添加有關政府部門不必要的工作負擔和壓力。

　　謹請草案委員會各位議員明悉㆖述各點，勿被政府官員的狡言騙倒。保持香港政

局的平穩，維持新界各鄉各村的和諧融洽，都是政府、社會大眾和我們廣大原居民的

共同意願。在此，我們再㆒次敦請各位議員支持我們，反對《新界村代表選舉條例》

草案的修訂，並且廣開言路，延長諮詢時間，與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多作溝通。

　　　　　　　　　　　　　　　新界原居民議會
　　　　　　　　　　　　　　　　主　席　簡炳墀

　　　　　　　　　　　　　　　　副主席　鄧錫洪　鄧其達　鄧致祥

　　　　　　　　　　　　　　　　　　　　鄧錦良　梁福元　文祿星

　　　　　　　　　　　　　　　　　　　　　　　文國堂

㆓零零㆓年十㆒月十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