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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百三十號 
修頓中心二十九及三十樓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29th and 30th Floors, Southorn Centre, 
130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本署檔號：   HAD HQ CR/4-35/10/(C) 
來函檔號：   CB4/PAC/R68 
電話： 2835 1483 
傳真：           2834 5466 

 
 

 
香港中環 
立法會道一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電郵函件 
 
朱先生︰ 

 
政府賬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八號報告第4章 
提供區議會撥款以推行社區參與計劃 

 
 謝謝你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的來信，我們的回應載於下文。 
 
對問題(a)的回應 
 
 《區議會條例》(“《條例》”)(第547章)第68條訂明區議會可訂立常

規，以規管其程序及其轄下委員會的程序。 
 
 儘管區議會有權訂立常規，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向18區區議

會提供《區議會常規》的範本(“《範本》”)，以供參考。我們公布的《範

本》，通常會以粗體標示源自《條例》條文的內容，並以斜體標示認

為須列入《區議會常規》的內容。儘管《條例》訂明區議會可訂立常

規，我們已要求區議會秘書處協助，促進區議會盡可能採納整份《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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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安排既可維持各區議會訂立常規的一致性，也留有靈活性讓

各區可切合當區情況訂立常規。舉例來說，正如政府帳目委員會

R68/4/GEN3號文件所述，我們知悉10個區議會採用的利益申報程序與

《範本》所載相同，其餘八個區議會則僅稍加修訂。 
 
 就社區參與計劃的推行情況，民政總署編製了《運用區議會撥款

守則》(“《民政總署守則》”)，向區議會提供進一步指引。《民政總署

守則》涵蓋撥款的資助範圍、審批準則、付款安排、監察機制等不同

範疇。各區議會已根據《民政總署守則》，各自就推行社區參與計劃

制訂詳細的指引，而各區的指引必須符合《民政總署守則》載述的原

則。 
 
 至於社區參與計劃的表現管理，《民政總署守則》除了規定所有

獲資助者在完成計劃後必須向區議會秘書處提交總結報告，亦規定所

有區議會應設有評估機制，以監察社區參與計劃的成效。區議會可作

出彈性安排，設立符合當區情況的評估機制。由於18區區議會的社區

參與計劃數目和規模大不相同，民政總署不可能統一所有區議會採用

的篩選準則。 
 
 目前，《民政總署守則》沒有規定區議會檢討指定非政府機構名

單。我們會因應審計署署長的建議，就此向區議會提供適當指引。 
 
對問題(b)的回應 
 
 以往，為確保各區議會的撥款有合理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民政總

署會為每區分配一筆基線撥款。除非區議會整體撥款有所增加，否則

基線撥款額維持不變。在2008-09至2016-17年度期間，區議會整體撥款

分別在2012-13、2013-14和2015-16三個年度增加。當區議會撥款總額

增加時，會以之前一年各區區議會獲分配的撥款作為基線撥款。至於

新增撥款，一部分會平均分配予各區區議會，餘下的部分則會根據相

關因素(例如人口和社經狀況)的最新數據來分配。 
 
 鑑於審計署提出建議，民政總署已適當地作出檢討，並採用新的

分配撥款安排。由2017-18年度開始，區議會撥款總額只有少於一半

(38.6%)按各區區議會之前一年的撥款額分配，而大部分(60.3%)會根據

相關因素(例如人口和社經狀況)的最新數據來分配，餘下的1.1%民政

總署會存留作為中央儲備。我們會在新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時，或日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R68/4/GEN3，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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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區議會撥款總額再次增加時，採用這個方法分配撥款予18區區議

會，確保撥款額可適當和合時地反映相關因素的變化。 
 
對問題(c)的回應 
 
 民政總署會在新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時，為區議員舉辦工作簡介

會，以助他們執行職務。在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九年區議會任期內，民

政總署先後在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及十二日舉行兩個相同的工作簡介

會。在簡介會上，我們介紹了與區議會工作相關的各項守則和指引，

例如《民政總署守則》和《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酬金、津

貼和開支償還款額安排的指引》。此外，簡介會亦蓋述民政事務局及

民政總署的職能以及《區議員操守指引》，並由廉政公署代表講解區

議員作為公職人員的操守。所有區議員亦獲提供《區議員參考資料

2016-2019》，當中包括《民政總署守則》。 
 
 在工作簡介會上，我們向區議員簡介的項目包括區議會撥款的用

途和社區參與計劃的資助範圍。由於區議員熟知當區需要，我們沒有

就撥款予各類計劃制訂目標或指引。儘管如此，我們已因應審計署的

建議，向區議會提供2016-17年度按類別分類的計劃分析，供區議員參

考。區議會在考慮分配區議會撥款予各類計劃時，可用作參考。 
 
對問題(d)的回應 
 
 民政總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已加強總部和地區層面

的協調，並同意採取措施，確保計劃的統計數字準確和一致。自2017-18
財政年度起，民政總署和康文署設計了範本，供各區人員使用，確保

18區的數據分類和顯示方式貫徹和一致。此外，康文署和民政總署已

在總部層面委出專責人員加強協調。 
 
 根據上文所述，過去數年的有關統計數字現修訂如下：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社區參與計劃

數目 
33,593 34,010 34,522 34,534 33,712 

參加人次 
(以百萬計) 

16.88 17.12 18.06 17.13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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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題(e)的回應 
 
 我們已向各區議會秘書處提供指引用以把社區參與計劃分類(見附

錄一)。名單上共有23個類別。審計署為着分析的目的，不計算一些項

目(例如聘請專責人員協助區議會推行社區參與計劃)，或把一些同類的

項目合併計算(例如把“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和“文化藝術”歸為一

類)。而在“其他”一項的計劃則重新劃分撥入相關類別。因此，審計署

報告書匯報合共15類計劃。 
 
對問題(f)(i)至(f)(iii)的回應 
 
 民政總署在2013-14年度首次提供指定用於藝術文化活動的撥款

(“指定撥款”)時，已要求各區議會確保隨後每年的開支，不得少於

2012-13年度用於藝術文化活動的開支(即區議會於2013-14年度首次獲

發指定撥款之前的開支)，以及兩筆新增的指定撥款(即由2013-14年度

起的2,080萬元，以及2015-16至2019-20年度再獲撥的2,080萬元)只可用

於該類活動。 
 
 區議會原應用於藝術文化活動的開支(指定撥款)與實際開支之間

出現差異，理由包括：(i)若干藝術文化項目的實際開支較申請獲批的

款額為少；(ii)一些獲批的藝術文化項目最終因惡劣天氣或其他未能預

計的情況而取消；或(iii)有些款項須滾存至下個財政年度，因發還程序

尚待文件證明而未能於有關財政年度完結前完成。 
 
 另外，基於財政策略，區議會可批准超額承擔不多於當區撥款25%
的項目，確保即使部分社區參與活動取消或未盡用所批撥款時，剩餘

的撥款也可悉數用罄。對於區議會而言，個別社區參與計劃項目(包括

藝術文化項目)未動用或未用盡撥款而出現的餘額(“撥款餘額”)是撥

款總額的一部分，可用以支付一般社區參與計劃的開支，無須另行取

得批准。由於區議會撥款容許有不多於25%的超額承擔，而上述撥款

餘額(包括藝術文化項目的撥款餘額)可用以支付一般社區參與計劃(不
論是否藝術文化項目)的開支，因此實難以具體說明是哪些計劃把上述

撥款餘額用罄。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獲批的社區參與計劃通常不乏顯著藝

術文化元素，例如“二零一五年拉闊音樂賀中秋敬老綜藝音樂嘉年

華”(歸類為“節日慶典及區節”)，“勁歌熱舞同樂日2015 Live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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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懷舊金曲欣賞會”、“體育武術文化嘉年華”和“玉器文化藝術

推廣月”(歸類為“康樂體育活動”)，以及“禁毒滅罪青少年潮藝發展計劃

2015 —音樂劇表演”(歸類為滅罪及防貪)等。 
 
對問題(f)(iv)和(f)(v)的回應 
 
 當區議會把個別社區參與計劃項目的未動用或未用盡款額用於先

前按超額承擔機制批准的社區參與計劃時，任何利益衝突的事宜都應

已在相關區議會最初考慮各項社區參與計劃時處理，故此有關事宜不

應因使用上述撥款餘額而出現。此外，區議會視上述撥款餘額為撥款

總額的一部分，可用以支付一般獲批社區參與計劃的開支，因此我們

不會就如何使用撥款餘額發出提示。 
 
對問題(f)(vi)的回應 
 
 為確保區議會把指定撥款悉數用罄，我們已要求區議會秘書處加

強指定撥款的預算控制和管理，例如清楚界定計劃的主要元素從而妥

當分類，以及適當地考慮超額承擔該等藝術文化項目，使指定撥款可

盡量在財政年度完結前用罄。 
 
對問題(g)的回應 
 
 民政總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發出《有關“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的
指引》(“《指引》”)，副本載於附錄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初，《指

引》已獲八個區議會採納。其餘十個區議會正考慮《指引》，例如呈

交區議會大會／有關委員會討論和考慮。 
 
對問題(h)的回應 
 
 民政總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發出《區議員和增選委員在審批撥款

申請時作利益申報的處理安排》(“《處理安排》”)，以供區議會參考，

副本載於附錄三。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初，八個區議會已把《處理

安排》納入常規或程序，其餘10個區議會將進行所需諮詢，以採納《處

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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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題(i)的回應 
 
 在個案一和二，有關會議的主席均未收到提示就區議員所申報的

利益作出具體裁決。就個案一而言，秘書處進一步解釋指，當區區議

會的既定做法是區議員不得就其已申報有利益衝突的事項發言或參與

表決。就個案二而言，秘書處進一步解釋指，在二零一六年九月前，

有關委員會並未有就區議員的申報作出裁決，這是由於根據一貫做法

主席默許而區議員也有共識，如不涉及直接利益衝突，可讓已申報利

益的人士留在席上。 
 
 我們同意有改善空間，有關秘書處已收緊安排，提示會議主席作

出具體裁決，並確保裁決載於會議記錄。 
 
對問題(j)的回應 
 
 民政總署曾要求各民政事務專員提示會議主席須就申報的利益作

出裁決，並將裁決載於會議記錄。文件副本載於附錄四。 
 
對問題(k)的回應 
 
 要求區議員適當地申報利益的原則，適用於區議會、委員會和工

作小組的會議。雖然《區議會常規》只有“區議會”和“委員會”的提述，

並無明文提述工作小組，但《民政總署守則》訂明，區議員和增選委

員應在討論有關事項之前申報利益。由於工作小組成員均為區議員或

增選委員，因此，工作小組／委員會／區議會的成員在處理社區參與

計劃時的利益申報事宜已受到這項規定所規管。我們已提醒區議會秘

書處，適用於區議會／委員會會議的處理利益衝突程序，同樣適用於

工作小組會議。為免生疑問，我們會在《區議會常規》內明文提述“工
作小組”。 
 
對問題(l)的回應 
 
 區議會網頁會提供工作小組的會議記錄(閉門會議除外)。儘管工作

小組會議的錄音無須上載至網頁，但區議會秘書處會應公眾要求提供

錄音。有關工作小組的秘書處解釋，會議記錄按當區區議會的《區議

會常規》第43條擬備。該條沿用民政總署提供的《範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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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本》第43條： 
 

  工作小組的會議記錄只記錄有關討論的最終決定。除閉門會

議外，會議記錄應上載至區議會網頁。” 
 
 這涉及誤解《範本》第43條的條文。該條旨在提供指引，以示不

必逐字記錄工作小組的討論，只須記錄最終決定。目的在於精簡工作，

因為可能有眾多工作小組會議負責各項計劃大量的細節事宜。《範本》

第43條的原意並非容許秘書處省去其他重要詳情，例如出席名單和申

報的利益。 
 
 自二零一七年起，有關工作小組的會議記錄載錄更多會議詳情，

包括出席成員名單、申報的利益和就其作出的裁決。 
 
對問題(m)的回應 
 
 二零一七年六月，民政總署提醒各區議會秘書處，若工作小組負

責通過社區參與計劃申請，則須(i)提請區議會或相關區議會委員會確

認工作小組提出的建議；或(ii)視乎情況，使工作小組的組成等同根據

《條例》第71條委出的委員會。相關紀錄載於附錄四。 
 
對問題(n)的回應 
 
 區議會在擬備預算時，預留部分區議會撥款予某些非政府機構(“指
定非政府機構”)舉辦社區參與計劃，是慣常做法。這些指定非政府機

構仍須一如其他申請者，提交區議會撥款申請以供正式批准。相關區

議會或區議會委員會對指定非政府機構提出的申請和其他機構所提申

請作出同等程度的審核。 
 
 我們會要求各區議會定期檢討指定非政府機構名單，確保只有表

現和往績記錄良好的非政府機構才可留在名單上，並正為區議會擬備

指引，訂明檢討的頻密程度和須考慮的一般準則。 
 
對問題(o)的回應 
 
 第4.13至4.17段所述的三個區議會均採用標準評估表格，與《民政

總署守則》所載的大致相同。標準評估表格載於附錄五。表格乙部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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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人員填寫意見(即(g)項“其他意見”)，而在所收到的表格中，約2.7%
載有評估人員的意見。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任向華 
 
 
 

代行） 

 
 
2017年11月7日 
 
副本送（電郵）︰ 民政事務局局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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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活動性質分類 
 

編碼 名稱 備註 
01 地區節資助計劃  
02 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  
03 文化藝術 包括文化藝術活動及康文署推行的免費文娛

活動 
04 文娛康樂體育 包括興趣班、競技項目及康文署推行的康樂

體育活動 
06 節日慶典及區節 包括節日、回歸，以及建國慶祝活動 
07 環境改善及保護 包括綠化活動及環保宣傳活動 
08 健康及衛生 包括加強公共衞生、預防疾病、提倡健康生

活的活動 
09 防火  
10 滅罪及防貪  
11 樓宇管理  
12 社會服務 包括傷健活動、探訪／照顧社會有需要人士

活動、關於社會服務需要的調查及研究、建

立社會資本和促進助人自助的活動 
13 地區行政 包括所有提高市民對地方行政計劃的認識的

活動，有關區議會的宣傳活動、宣傳品／紀

念品製作、工作報告製作、網頁製作、記者

會，以及清潔區議會告示板和更新通告事宜 
14 教育 包括升學及就業活動 
15 圖書館 包括所有在圖書館內舉行的活動、其他加強

圖書館服務的項目和活動，及康文署推行的

圖書館活動 
16 地區保育及推廣 包括所有地區保育，介紹及推廣本區文化、

文物、景點，以及在本區推動本土經濟的活

動 
17 公民教育 包括國民教育，推廣基本法，人權教育，以

維護法治精神，促進社區共融及種族和諧等

推廣活動 
18 交通及道路安全  
19 聘請專責人員 只包括使用不多於當區所得撥款的15% 聘請

以全年執行區議會職務的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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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名稱 備註 
20 區議會資本物品 只包括購買、維修及保養有助區議會及其轄

下委員會／工作小組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資

本物品 
21 其他(請註明) 講座、調查、研討會、展覽會、嘉年華會等

均應按活動主題歸納，如主題未能納入以上

活動性質，始歸納為“其他” 
22 推廣地區文化藝術(專項

撥款) 
包括使用2013-14年度起和2015-16至2019-20
年度期間供區議會推廣藝術文化活動的專項

撥款推行的文化藝術活動 
23 文化藝術(原撥款及專項

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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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有關“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的指引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包括(但不限於)(i)屬任何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
請撥款的機構的成員(包括主席、會長、名譽主席、名譽會長等)以及(ii)
與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機構有顧問、客戶或其他重要關

係。重要關係是指在一般客觀與合理的市民眼中，該成員可能會因該

關係而影響其判斷。 
 
註： 
 
(a) 《區議會常規》第48(9)條及48(10)條規定議員須披露的金錢或其
他方面的利益關係，現引述如下： 

 
“如有任何議員／委員會成員察覺到其與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所
考慮的任何事項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則須在討論該

事項之前，向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披露。”《區議會常規》第48(9)
條 

 
“如議員／委員會成員發現與所處理的投標、報價和區議會撥款事
宜有任何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能受惠

者有關連，必須在處理有關事宜前作出申報。”《區議會常規》第48(10)
條 
 

登記個人利益是上述《區議會常規》以外的附加規定，絕不能取代上

述規定。 
 
(b) 議員亦須注意《區議會常規》第48(15)條的規定：“當區議會秘書
或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秘書知道某議員／委員會成員與有關考慮事項有

直接金錢利益時，須交由區議會主席或有關委員會主席決定，是否向

該議員／委員會成員分發有關文件。如議員／委員會成員在收到文件

時知道該文件所考慮的事項與其有直接利益衝突，必須立刻通知區議

會秘書或有關委員會秘書，並把有關文件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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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區議員和增選委員在審批撥款申請時 
作利益申報的處理安排 

 
  《區議會常規範本》第 48(11)條訂明區議會主席必須決定，曾就
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的議員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

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席 1。民政事務總署訂立了以下的良好做法，

供各區議會在處理利益申報及作出裁決時參考。 
 
在會議上審批撥款申請 
 
  按議員／增選委員在活動主辦／合辦／協辦團體擔任的職位，處理

利益申報的安排可分為三級： 
 

  第一級： 如議員／增選委員身兼有關活動主辦／合辦／協辦
團體不具實務的職銜，  例如名譽主席、名譽會長及顧問等，
只須在討論前申報利益，但仍可參與有關的討論、決議及投

票； 
 
  第二級： 如議員／增選委員身兼有關活動主辦／合辦／協辦
團體具實務的職位，例如主席、副主席、委員、秘書及司庫

等，須申報利益並於有關討論中保持緘默，而且不可參與該

項撥款申請的決議或投票。如有需要，會議主席可因應情況

請有關議員／增選委員提供補充資料；以及 
 

  第三級： 如議員／增選委員為有關活動的執行人，例如負責
人或獲授權人等，須申報利益並於討論該項撥款申請時避席。 

 
  由於不同團體對其職銜的定義各有不同，議員／增選委員須自行判

斷其身份屬以上哪一級別，並作出申報。例如職位是名譽會長但會

參與該組織的實際職務，則應屬第二級別。 
 
 
                                                           
1 如區議會主席曾就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則須由區議會副主席決定，區議會主席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
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席。如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均曾就同一事項披露利益關係，則須

由所有出席會議的議員(不包括披露利益關係的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及其他根據常規第48(9)條披露利益

關係的議員)決定，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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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議員／增選委員與該項獲得區議會撥款資助推行活動的人士／

機構有商業往來，或議員／增選委員已知與該項撥款申請的供應商

／承辦商有聯繫，須申報利益並於討論該項撥款申請時避席，即等

同上文的第三級處理利益申報安排。 
 

  如議員／增選委員與活動有其他利益關係，須作出利益申報。會議

主席按情況決定處理安排，例如在有關討論中保持緘默，或被要求

避席。 
 

  審批由區議會或其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及由 XX 區民政事務處
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主導的活動的撥款申請時，議員／委員／ 
工作小組成員無須就這些身份申報利益。但參與審批者如與該類活

動有其他利益關係（例如與活動承辦商有關聯），須作出申報及在

有需要時保持緘默或避席。  
 
 
以傳閱文件方式審批撥款申請 
 
  議員／增選委員須以書面作出利益申報； 

 
  除非所申報利益僅屬第一級，否則議員／增選委員就該項撥款申請

的投票將不會被計算。 
 

 
 
 
 
 
民政事務總署 
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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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  441 -  

 
 
 
 



- 442 - 

   



- 443 - 

   



- 444 - 

  



-  445 -  

附錄五 
 

附件G 
 

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評估報告 

 
 
甲部：活動的背景資料  

(由區議會秘書處填寫，並在區議會巡視前交給相關的區議員／增選委員／民政事務總署人員 )  
 
 
 
活動名稱：   
 
 
活動編號：   

 
推行日期／推行期：   

 
舉行地點：     

 
 
獲資助者名稱：   

 
 
合辦者：  
 

 
 

 
核准活動撥款：   

 
 
預計參加人數：   

 
 
區議會訂明的特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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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區議會巡視期間對活動作出的評估  

(由區議員／增選委員／民政事務總署人員填寫，並在區議會巡視當日起計兩個星期內交回區議
會秘書處 )  
 

致： [        ]區議會秘書處  
  傳真號碼： [       ]  
 
評估：  
 

 非常滿意  滿意  可以接受  不滿意  

(請參閱隨附的撥款申請書所列的活
動詳情，並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  

            

             
(a)  達到活動的目標              
             
(b)  達到預期的效益              
             
(c)  實際和預計參加人數的比較              
             
(d)  參加者的反應              
             
(e)  有效運用撥款的程度              
             
( f )  鳴謝區議會的方式              
             
(g)  其他意見 (例如在活動中進行個人宣傳，違反資助條款及條件)  

 

 

 

 
 
 
 
 
簽署：    日期：   

(區議員／增選委員／民政事務總署人員的姓名)   
 
註：   
1 .  評估報告會供區議會、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或公眾查閱。  

 
2 .  評估活動成效的工作，應由沒有參與活動的行政工作以及與受評估機構沒有利益關係的一名
區議員／增選委員及／或民政事務總署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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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劃有否遵從區議會撥款資助條款及條件的審查  
(由區議會秘書處的負責人員(二級行政主任或以上職級的人員)在核實活動完結
報告及收支結算表後填寫) 
 
  有遵從  沒有遵從  不適用  

1. 在開支未出現前已獲區議會批准撥款  □  □  □  
     
2. 活動成本不超過核准撥款上限或經核准的

修訂撥款上限  
□  □  □  

     
3. 採取的推行模式恰當  □  □  □  
     
4. 撥款用途屬區議會撥款的涵蓋範圍  □  □  □  
     
5. 關於活動性質／現金流量需求的改動，已

在實行前獲批准  
□  □  □  

     
6. 就原來核准的項目以外新增的支出項目／

超過5%應急費用的其他額外開支，徵求了
批准  

□  □  □  

     
7. 提交與活動有關的可核實證明  □  □  □  
     
8. 宣傳物品註明區議會的名稱  □  □  □  
     
9. 聘用散工／非技術工人的方式符合各項強

制規定  
□  □  □  

     
10. 就跨年度推行的活動而言，在再發放隨後

年度的預支款項／發還款項之前，曾發還

款項至少一次  

□  □  □  

     
11. 活動不應對個別人士、商業機構、政黨或

政治團體過度讚揚或宣傳  
□  □  □  

     
12. 活動不應為個別人士提供專享或個人利益  □  □  □  
     
13. 活動不應涉及發放救濟款項  □  □  □  
 
 

    

14. 活動不應以牟利或籌款為主要目的  □  □  □  
     
15. 其他  

[區議會秘書處可增加其他項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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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人員：   
  

簽  署：              
      (填寫人員的姓名及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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