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 :CMAB C2/23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13年區議會條例 (修訂附表1及3)令》  

 

引言  

 

 在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

議，行政長官指令，  制定《2013 年區議會條例 (修訂附表 1

及 3)令》 (“命令” ) (附件 A)。該命令旨在落實調整東區和灣

仔區的地方行政區分界的建議，以及因應有關調整而就東

區和灣仔區議會民選議員數目作出相關修訂。  

 

理據  

 

「兩區方案」  

 

2.  當局於檢討第五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的過程中，有

意見認為灣仔區議會議席數目相對較少，而東區區議會則

議席數目較多，以致有機會影響到兩個區議會的運作。另

外，有建議認為政府可研究是否調整東區與灣仔區的地方

行政區分界，考慮將東區區議會的部分民選議席轉移至灣

仔區議會。把東區兩個現有區議會選區的範圍 (天后 (C16)及

維園 (C18))轉移到灣仔區的方案 (“兩區方案” ) (見附件 B)被

認為最為可行而應就此作進一步研究。  

 

3 .  我們其後展開了正式的諮詢工作，就以下兩個方案徵

詢東區及灣仔區議會、當區居民和公眾人士的意見－  

(a)  兩區方案；以及  

(b)  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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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區議會  

 

4.  我們分別在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諮詢灣仔區議會並於

七月四日及十月三日諮詢東區區議會。灣仔區議會在七月

二日一致通過支持兩區方案。東區區議會則在十月三日通

過了支持兩區方案的動議。  

 

公眾諮詢  

 

5.  當局由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進行了為

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當局並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為當區居民舉辦了諮詢會。  

 

6 .  約 120 名公眾人士出席了諮詢會，有 23 位出席人士

發言。他們當中有 15 人 (65%)明確支持兩區方案，五人

(22%)則不贊同。其餘三人 (13%)主要提出查詢，但沒有表

明支持或不贊同方案。支持把天后和維園選區轉移到灣仔

區的原因包括這兩個區議會選區毗鄰灣仔區，以及兩區方

案避免了大幅改變地方行政區分界，可維持東區的完整

性。不贊同兩區方案的公眾人士，則主張維持現狀，或建

議把更多東區的區議會選區轉移到灣仔區。  

 

7 .  至於公眾諮詢，當局共收到 76 份由個人、學校、團

體或政黨提交的書面意見，當中共有 58 份  
(76%)支持兩區

方案，另外四份 (5%)認為應該維持現狀。其餘 14 份 (18%)

則提及其他方案或意見，包括把更多區議會選區轉移到灣

仔區。支持兩區方案的原因主要包括天后和維園選區地理

位置與灣仔區接近。地區諮詢會及公眾諮詢期間所收集的

意見摘錄於附件 C。  

 

8 .  在取得東區與灣仔區議會，以及當區居民和公眾人士

的支持下，我們建議自第五屆區議會起，調整東區與灣仔

區的地方行政區分界，以反映把現有天后選區 (C16)與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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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 (C18)的範圍轉移到灣仔區，以及相應地把東區區議會

的民選議席數目由 37 名減至 35 名，以及把灣仔區區議會

的民選議席數目由 11 名增加至 13 名。  

 

修訂法例  

 

9.  為施行《區議會條例》而宣布為地方行政區的每個地

區 (該等地區為已參照地圖所劃定的範圍 )，均列載於該條例

附表 1 第 I I 部。為重劃東區與灣仔區的範圍，當局需以劃

定東區與灣仔區新訂定範圍的地圖，取代原本劃定東區與

灣仔區現有範圍的地圖，以及修訂條例的附表 1 第 I I 部，

更新兩區地圖的索引。至於 18 區各區議會的民選議員數

目，則載列於條例的附表 3 第 1 部。因此該附表第 1 部所列

有關東區與灣仔區議會的民選議員數目，亦須予修訂，以

落實上文第 8 段議員數目有所增減的建議。  

 

10 .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8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如經立法會批准，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附表 1

或附表 3。本命令的細節詳列於下文第 11 段。  

 

命令  

 

 11 .  附件 A 的命令分為四條。第 1 條指明命令生效日期

的安排。第 2 條至第 4 條訂明修訂《區議會條例》附表 1

第 I I 部東區和灣仔區地方行政區範圍的地圖的編號，以及

附表 3 第 1 部東區區議會及灣仔區議會的民選議員數目。  

 

12 .  擬修訂的現行條文 (即《區議會條例》附表 1 第 I I 部

和附表 3 第  1 部 )，載於附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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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1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已向立法會發出通知，表示將

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立法會上動議通過附件 A 的

命令。我們希望命令可盡快獲立法會通過，以便選舉管理

委員會（選管會）就第五屆區議會選舉選區劃界擬備建議

時，可顧及新的地方行政區分界，以及東區和灣仔區議會

的修訂民選議員數目。  

 

建議的影響  

 

14.  立法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關乎人權的條文的規

定，並且不會影響《區議會條例》的現有約束力。建議不

會對經濟、環境、生產力或家庭造成影響，而對可持續發

展則影響輕微。落實有關建議無需額外財政或人力資源。  

 

15 .  在教育局實施的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及中學學位分配辦

法下，電腦統一派位安排的校網劃分主要根據地方行政區

的分界決定。調整東區和灣仔區的地方行政區分界，兩所

公營中學及一所公營小學，視乎教育局諮詢主要持份者的

結果而定，需要轉區及轉校網。另外，兩區方案對開放予

全港市民使用的公共服務並無影響。  

 

公眾諮詢  

 

16.  一如第 4 段所述，我們曾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諮詢

灣仔區議會，並於七月四及十月三日諮詢東區區議會。我

們亦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包括為當區居民舉辦

的諮詢會。有關詳情載於上文 5 至 7 段。諮詢結果顯示，

東區及灣仔區議會以及公眾支持兩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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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7.  我們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發出新聞稿，並委

派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18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810 2908 ，  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2)  鄧如

欣女士聯絡。  

 

 

 

政治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建議方案(將天后(C16)及維園(C18)選區由東區轉移到灣仔區) 
 
 

 

▄▄▄▄ 建議下的東區與灣仔區的地方行政區分界線 
▂ ▂ ▂ 現時的地方行政區分界線 
▂▂▂▂ 現時的區議會選區分界線 

附件 B 



公眾諮詢收集到的意見 

 
(A) 在 2013 年 7 月 31 日舉行的地區諮詢會  

 
 共 23 名公眾人士在地區諮詢會發言。  
 
 15 人（65%）明確支持兩區方案，原因包括－  

  天后和維園選區的居民普遍使用毗鄰灣仔區的交通、醫療
和康樂等設施；  

 
  由於維多利亞公園毗鄰灣仔區，現時的管理上須要與灣仔
區議會有緊密合作，若實施兩區方案則在管理上更為方

便；  
 

  現時銅鑼灣有部分位於東區、部分則位於灣仔區，若銅鑼
灣全屬於灣仔區則比較理想；  

 
  天后和維園選區的民選區議員接受該兩區轉移到灣仔
區，而灣仔區議會也歡迎此安排；  

 
  建議能解決灣仔區議會議席較少的問題，同時亦能維持東
區的完整性；以及  

 
  天后和維園選區的人口組成和結構跟灣仔區較為相似。  
 

 5 人（ 22%）不贊同兩區方案，原因包括－  
  支持維持現狀。即使真的需要將選區從東區轉移到灣仔

區，亦堅決反對將北角一帶的選區轉移到灣仔區，認為需

要顧及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或歸屬感；  
 

  政府應作大幅度的調整，將更多選區由東區轉移到灣仔
區，以便東區及灣仔區議會的運作更為暢順，兩區方案不

能有效提高東區區議會的運作效率；  
 

  採用兩區方案後，東區及灣仔區人口差距仍然接近三倍，
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仍然存在；  

 

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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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應積極考慮以分區委員會為基礎，將北角分區委員會
轄下的分區轉移到灣仔區的建議；以及  

 
  當局不應因灣仔區議會不想區議會作大幅改動的意見而

漠視東區區議會中希望轉移更多選區到灣仔區的聲音。  
 

 3 人（ 13%）就建議提出查詢，包括－  
  當局有否考慮以調整灣仔區與中西區之間的分界來解決

灣仔區議會因議席較少對運作帶來的問題；  
 

  各區議會資源分配的準則；  
 

  有關方案對校網、醫療及其他公共服務的影響；以及  
 

  要求當局就區議會人口劃分和資源分配作全港性的檢討。 
 

 
(B) 在 2013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7 日舉行的公眾諮詢  

 
 在公眾諮詢期間，我們共收到 76 份書面意見。  
 
 有 58 份（76%）意見書 1

 
支持兩區方案，詳情包括－  

 35 份  該兩個選區的地理位置與灣仔區接近，而且該兩
個選區內的社區設施很多是以「銅鑼灣」命名，

如銅鑼灣街坊福利會等，不應與灣仔區內銅鑼灣

地鐵站一帶的地區分割而屬於東區；  
 

  19 份  與社區設施的運用或地區管理相關的原因：包括
該兩個選區內的居民一直也在使用灣仔區的設施

與服務，將該兩選區轉移到灣仔區方便市民發表

意見；以及如果將維多利亞公園也轉移到灣仔

區，可以方便該公園的管理；  
 

  10 份  將該兩個選區轉移到灣仔區後，由於灣仔人口較
少，在區議會的撥款方面，人均資源的分配會比

東區較多；  

                                                 
1  由於有意見書提及支持撥區的原因不止一個，故此分析中提及意見書的總和
多於 58 份。  



 3 

 
  4 份  只表明支持兩區方案，但沒有提及支持的理由。  

 
 4 份（ 5%）意見書認為應該維持現狀，詳情包括－  

  有在該選區內的學校及其辦學團體表示擔心被轉移至灣
仔區的學校網內，會影響學校長期以來在東區建立的地區

網路，並會對學校的未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14 份（18%）則提及其他方案或意見，詳情包括－  
  6 份  支持將 11 個選區 2

 
全轉移到灣仔區；  

  4 份  認同東區範圍較大，如有選區轉移到灣仔區之

後，能令資源分配更平均。不過，意見書卻無明

確表明支持轉移哪個選區；  
 

  1 份  認同兩區方案的確較為務實，但認為未能解決東

區區議會在運作上的困難，所以覺得如果將整個

北角西分區委員會內的 6個區議會選區 3

 

全數轉移

到灣仔區，會是較為合理的安排；  

  1 份  支持將中西區及灣仔區合併為一區；  
 

  2 份  表明沒有意見或提出不相關的意見。  
 

 

                                                 
2 寶馬山 (C15)、天后 (C16)、炮台山 (C17)、維園 (C18)、城市花園 (C19)、和富

(C20)、堡壘 (C21)、錦屏 (C22)、丹拿 (C23)、健康村 (C24)及鰂魚涌 (C25)  
3  天后 (C16)、炮台山 (C17)、維園 (C18)、城市花園 (C19)、和富 (C20)及堡壘 (C21)  



章： 547  標題： 《區議會條例》 憲報編號： L.N. 156 of 
2006 

附表： 1 條文標

題： 

地方行政區的數目

及宣布 

版本日期： 01/01/2008 

 

 

[第 3 及 8 條] 

 

 

第 II 部 

 

地方行政區的宣布 

 

項 地方行政區 地方行政區範圍的劃定 

1. 中西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A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2. 東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C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3. 九龍城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G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4. 觀塘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J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5. 深水埗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6/F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6. 南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D1 及 DC/2000/D2 的地圖上所劃定

並以灰色界線標明的地區。 

7. 灣仔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B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8. 黃大仙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H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附件 D 



9. 油尖旺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E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10. 離島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T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11. 葵青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6/S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12. 北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N1 及 DC/2000/N2 的地圖上所劃定

並以灰色界線標明的地區。 

13. 西貢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Q1 及 DC/2000/Q2 的地圖上所劃定

並以灰色界線標明的地區。 

14. 沙田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R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15. 大埔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P1 及 DC/2000/P2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

以灰色界線標明的地區。 

16. 荃灣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K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17. 屯門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L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18. 元朗區 在存放於指定人員的辦事處編號為

DC/2000/M 的地圖上所劃定並以灰色界線標

明的地區。 

(由 2006 年第 156 號法律公告修訂) 

 

  



 

章： 547  標題： 《區議會條例》 憲報編號： E.R. 1 of 
2012 

附表： 3 條文標

題： 

 版本日期： 09/02/2012 

 

[第 5、8、9 及 11 條] 

 

第 1 部 

 

民選議員及委任議員的數目 

項 區議會 民選議員 

的數目 

委任議員 

的數目 

1. 中西區區議會 15 4 

2. 東區區議會 37 9 

3. 九龍城區議會 22 5 

4. 觀塘區議會 35 8 

5. 深水埗區議會 21 5 

6. 南區區議會 17 4 

7. 灣仔區議會 11 3 

8. 黃大仙區議會 25 6 

9. 油尖旺區議會 17 4 

10. 離島區議會 10 4 

11. 葵青區議會 29 7 

12. 北區區議會 17 5 

13. 西貢區議會 24 5 

14. 沙田區議會 36 9 

15. 大埔區議會 19 5 

16. 荃灣區議會 17 5 

17. 屯門區議會 29 7 

18. 元朗區議會 31 7 

(由 2002 年第 33 號第 10 條修訂；由 2006 年第 139 號法律公告修

訂；由 2010 年第 161 號法律公告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