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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昃臣道八號 
立法會大樓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 年行政長官及 
2008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小組委員會 
 
 
 
 
各小組委員： 
 

關於：2007 年行政長官及 2008 年立法會的產生辦法 
 
 對於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就 2007 年行政長官及 2008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所提出的建

議，本人意見如下： 
 
 專責小組建議選舉委員會的委員數目增加至 1600人，以及 2008 年立法會的區議

會功能界別議席增至 6席，本人對此原則上表示贊同。前者雖然未能大幅提高香港市
民在行政長官選舉的參與度，但至少增加了委員會的代表性。後者能夠進一步加強立

法會的民意基礎，增添立法會的民主成份。同時，兩個建議都加強了區議員未來在政

制裡所扮演的角色，作為一名區議員，本人對此表示歡迎。 
 
但是，作為一名民選區議員，對於把全數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的意見，本人抱

有保留態度。本人所持的理由非常簡單，亦即是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和當然議員的產生

辦法有欠妥善。 
 
(一) 委任議員 
 

 根據《區議會條例》，行政長官可以委任最多 102名區議員進入區議會。 
 現時全港有 102 名委任議員，約佔區議會五分之一的議席，他們的影響力不

容忽視。 
 委任議員的權力來自行政長官，而非香港市民，完全缺乏民意基礎。 
 委任議員大大影響了區議會的代表性。長遠而言，是香港政制和民主發展的

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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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委任制在 1994 年的區議會選舉中已被廢除，這原本是邁向民主的重要里程

碑。可惜，政府在回歸後重新引入委任制，本人認為，這是民主步伐的大倒退，並對此

感到失望。再者，政府早前多次強調要重視民意、聆聽民意、掌握民意，若果把未經民

選洗禮、未獲香港市民授權的委任議員一併納入選舉委員會，這似乎與廣大市民對民主

對普選的訴求背道而馳。 
 
(二) 當然議員 
 

 區議會內現時有 27名當然議員，由新界各個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 
 鄉事委員會主席由村代表選出，而村代表可以分為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 
 前者由村的原居民及其配偶選出，後者由居於村內的居民，即包括原居民和非
原居民所選出。 

 雙村長制度雖然保障了非原居民在村內的權益，但同時賦予原居民雙重的權益。 
 原居民不單有居民代表向政府反映他們的意見，原居民代表亦會處理他們的傳

統權益。 
 這個制度似乎不公平地向原居民傾斜了。 

 
本人明白這是歷史遺留下來的問題，但並不代表不能就此作出檢討及修正。否則，

最終只會影響到村代表、新界鄉事委員會以至區議會的認受性。 
 
此外，當然議員的數目在新界及離島區議會中對各區議席和各地區人口的比例構成

影響，甚至會造成不公平的現象，從而影響了區議會的代表性。 
 
例子 
 

 本人所屬的愉景灣區，現時人口約有 17,000。南丫島及蒲台的人口則約為
5,500。兩區各有一名民選議員。 

 由於南丫島設有鄉事委員會，更分為南段和北段兩個委員會，因此南丫島另有

兩名當然議員。 
 
從上述例子可見，地區議席的數目和地區的人口成了反比，即人口較多的愉景灣獲

配較少的議席數目，反之，人口只有約 5,500的南丫島卻有 3名區議員。試問 1對 17,000
和 1 對 1,833 的比例(超過 9 倍)，如何算得上是公平公正，如何算得上是均衡參與呢？

有人或許認為例子極端，但這就正好說明了區議會現時的產生辦法存有不妥善之處，才

會造成如此極端的例子。如此不公平的情況，如果不盡快加以糾正，區議會的代表性將

無可避免地受到市民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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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有鑑於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和當然議員的產生辦法有欠妥善，本人對於把

他們一併納入選舉委員會的建議不敢苟同。為了避免選舉委員會以及未來的行政長官的

代表性和認受性受到不必要的影響，本人衷心希望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能夠就此作出正面

的回應，修訂有關的建議，以贏取廣大市民的支持和認同。  
 
 
 
 
 
 
 
 
 
離島區議員(愉景灣) 
容詠嫦 
2005 年 11月 7日 
 
 
副本抄送：離島區議會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