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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116/05-06(01)號文件  

 
檔號：CB2/PL/CA 

 
政制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06年 2月 18日及 20日兩次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區議會角色、職能及組成的檢討  
 
 
目的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1月 16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正
如行政長官在 2005年 10月 12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公布，當局將於 2006
年首季，正式就區議會檢討展開諮詢。政府當局亦表示會為檢討發出

諮詢文件。部分委員認為，純粹按照行政長官在上述施政報告中所建

議，擴大區議會的功能，讓區議會管理一些地區設施，是不足夠的 (請
參閱下文第 26段 )。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決定檢討範圍及諮
詢文件的內容時，考慮委員及公眾的意見。  
 
2.  政制事務委員會亦決定邀請公眾就區議會的角色、職能和組

成發表意見，其後亦會在 2006年 2月 20日下次會議進行討論。  
 
3.  本文件就此議題提供背景資料，並交代議員以往的討論，以

便政制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  
 
 
區議會現時的角色及職能  
 
歷史發展  
 
4.  政府當局在 1980年 6月以發表綠皮書的形式，就地方行政發展
進行公眾諮詢，其後在 1981年 1月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提出成立 18個
區議會。政府當局由 1982年起實施地方行政計劃，在本港 18個行政區
各設一個區議會及一個地區管理委員會。這項計劃的目標分為 3方面，
就是更有效協調在地區層面提供的服務和設施；確保政府對地區的需

要和問題作出回應，以及鼓勵市民參與區內事務。  
 
5.  由 1997年 7月 1日起，在英國政府管治期間選舉產生的兩個市
政局及 18個區議會由相應的臨時組織取代，作為過渡安排。 18個臨時
區議會取代了相應的區議會，任期在 1999年 12月 31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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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當局在 1998年檢討區域組織 (即兩個市政局及各區議會 )
後，決定應解散兩個臨時市政局及保留 18個臨時區議會，後者應改名
為 區 議 會 ( 英 文 名 稱 由 “District Boards(DBs)” 改 為 “District 
Councils(DCs)”)，以反映區議會在地方行政方面所擔當的重要角色。
當局其後向立法會提交《區議會條例草案》，就區議會的設立、組成

及職能作出規定，並訂明有關的選舉程序。立法會在 1999年 3月 11日通
過該項條例草案，而由 2000年 1月 1日起，18個區議會 (DCs)取代了相應
的臨時區議會。  
 
區議會現時的角色及職能  
 
7 .   正如《區議會條例》 (第 547章 )第 61條所訂，區議會的職能
如下  ⎯⎯  
 

(a)  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  ⎯⎯  
 
( i )  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人的福利的事宜；  
 
( i i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

使用；  
 
( i i i )  政府為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

施行的先後次序；及  
 
( iv)  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給有關

的地方行政區的公帑的運用；及  
 
(b)  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  ⎯⎯  

 
( i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  
 
( i i )  有 關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內 的 康 樂 及 文 化 活 動 促 進事

務；及  
 
( i i i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社區活動。  

 
除了加入了 (b)( i i i )項的職能外，區議會在英文名稱改變之後的職能與
之前的職能相同。  
 
《基本法》的有關條文  
 
8.  《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訂明  ⎯⎯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

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 ” 
 

《基本法》第九十八條則訂明區域組織的職權由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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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區議會角色及職能檢討  
 
進行區議會檢討的背景  
 
9.  在 1998年 12月 16日，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動議二讀《區議會條
例草案》時表示  ⎯⎯  

 
“區議會的未來發展是區域組織檢討重要的一環。過去 1年
中，我們曾就這個課題廣泛諮詢了社會各界人士。經過仔細

考慮公眾的意見後，政府決定……加強未來區議會在地方行
政的職能，尤其是對食物及環境生事務提供意見，以及在

地區層面推動康樂文化活動方面，區議會將會擔當更重要的

角色。為了配合這項發展，政府會給予區議會更多的支援。 ” 
 
10.  《區議會條例草案》在 1999年 3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
讀辯論。席上，議員提出修正案，藉此擴大區議會的職能，訂明區議

會應承擔區內的工務工程和環境改善計劃，以及接管在區內提供康

樂、休憩、體育活動場地和設施的責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回應時表

示  ⎯⎯  
 

“我們認為這些工作不適宜由區議會負責，因為這樣做會大大
改變現時區議會主要的諮詢功能和政府的運作，同時亦可能

導致額外的公共開支，更會使權力分散，工作效率下降。 ” 
 
11.  行政長官在 1999年 10月 6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公布加強 18個
新區議會的角色的計劃。他表示  ⎯⎯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區議會將於明年一月一日誕生。正如我
去年承諾，區議會的功能將有所加強。我們將邀請區議會主

席及新增設的副主席加入地區管理委員會，亦會協助區議會

推動文娛康體活動和監察區內環境生，委任更多區議員加

入其他與民生有關的諮詢機構。我們也將增加環境建設和地

區活動的撥款，以及提高區議員的實報實銷津貼。各政府部

門將與區議會和各諮詢組織衷誠合作。 ” 
 
12.  在 1999年 4月 28日，政府當局提交《提供市政服務 (重組 )條例
草案》，就多項事宜作出規定，該等事宜包括由 2000年 1月 1日起，解
散兩個臨時市政局，並把兩個臨時市政局的財產、權利、法律責任、

職能和權力移交政府。在 1999年 12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上述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辯論。其間，部分議員提出意見，認為在廢除兩個市政局

後，應給予區議會更多權力。政制事務局局長後來在該項條例草案進

行三讀時，就議員的意見作出回應，指出  ⎯⎯  
 

“……有議員表示贊同把三級議會精簡為兩級，同時希望政府
能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和代表性。在明年特區第一屆的區議會

成立後，我們會朝這方向推動區域組織的發展，考慮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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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區議會在地區事務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加強區議會的職

能。 ” 
 
13.  立法會在 2000年 1月 19日通過吳清輝議員就 “增加區議會的職
能 ”動議的下述議案  ⎯⎯  

 
“鑒於兩個市政局的解散，有需要讓 18個區議會在地區層面承
擔更多權責，本會促請政府確保重視區議會的諮詢角色；並

擴大區議會的職能，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在有關推動社區

建設、改善地區環境、提供及管理社區設施、舉辦文娛康體

活動等地區事務上，讓區議會擁有相應的決策權，從而培養

政治人才，提高公民意識及增強社會向心力。 ” 
 
政府當局在回應上述議案時承諾，在區議會運作了一段時間後，會全

面檢討區議會的角色，並在 2001年完成檢討。  
 
檢討  
 
14.  為跟進政府當局在《提供市政服務 (重組 )條例草案》於 1999
年 12月 1日恢復二讀辯論及進行三讀期間所作的承諾，以及為回應吳清
輝議員在 2000年 1月動議的議案，民政事務局局長同意在新的區議會運
作了一段時間後，檢討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一個跨部門的區議會職

能檢討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在 2000年 7月成立，由民政事務局擔
任主席，負責研究有關事項及提出建議。工作小組在 2001年 7月發表報
告，提出共 28項主要建議諮詢公眾。該等建議的詳情載於題為 “區議會
檢討：諮詢結果及區議員薪津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A第一欄
(附錄 I)。  
 
15.  在工作小組於 2001年 7月發表報告之前及之後，政制事務委員
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曾各自及聯合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區議會的角

色和職能。委員的主要意見和關注綜述如下  ⎯⎯  
 

(a) 自 18個區議會在 1982年成立以來，一直有人討論把地區
事務方面的決策權力賦予區議會的問題。儘管兩個市政

局已經解散，區議會經過 20年依然只屬諮詢組織；  
 
(b) 政府當局仍未實現將兩個前臨時市政局部分職權移交區

議會的承諾；  
 
(c) 鑒於區議會是《基本法》第九十七條所提述的區域組織，

區議會應一如該條文後半部所述，負責承擔兩個市政局

有關提供文化、康樂、環境生等服務的職責。政府當

局應在《基本法》的框架內授予區議會議員 (下稱 “區議
員 ”)實權，以提高他們的問責性；及  

 
(d) 2001年的區議會檢討並不全面，在檢討區議會的職能和

責任前，應為區議會在整個政制架構中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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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新的區議會成立仍未夠兩年，當局不宜

作出重大改變，例如賦權區議會就地區事務作出行政決定。工作小組

提出的建議符合政制事務局局長在《提供市政服務 (重組 )條例草案》於
1999年 12月進行三讀時所作的承諾。  
 
17.  政府當局表示，在香港這個如此密集的城市中，把兩個市政

局的運作模式應用於區議會，或把特定行政職能下放予 18個地方行政
區，恐怕會使權責過於分散，減低效率。  
 
18.  政府當局亦強調，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不應超越《基本法》

第九十七條所訂的界線。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可設立區域組

織履行兩項職能，即接受當局就有關地區管理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

化、康樂、環境生等服務。按《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和第九十八條

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可自行決定是否設立區域組
織；若是設立，亦可決定這些組織應履行《基本法》第九十七條所列

的兩項職能，抑或履行其中一項職能。只要不違《基本法》第九十七

條的規定，可基於政策的考慮，訂定這些區域組織的職權。根據《基

本法》第九十八條，定下來的政策必須立法規定。政府當局就《基本

法》第九十七條的解釋提供的法律意見載於附錄 II。  
 
19.  行政會議在 2001年 11月 20日的會議上同意，如得到財務委員
會批准撥款，下述建議應付諸實施  ⎯⎯  
 

(a) 工作小組為加強區議會角色及職能而提出的最終建議；
及  

 
(b) 由香港特區區議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就區議員薪津安

排提出的建議。  
 

有關工作小組各項建議及政府當局對該等建議所作修訂的詳情，載於

題為 “區議會檢討：諮詢結果及區議員薪津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附錄 I)。  
 
20.  在 2001年 12月 7日，財務委員會批准區議員的薪津方案。  
 
 
2006年的區議會檢討  
 
21.  2003年 11月 23日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創歷史新高後，有人要
求政府當局廢除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政府當局在 2003年公布會檢討區
議會的角色、職能和組成，包括委任議席的問題。  
 
22.  自政府當局公布會檢討區議會後，行政長官及政制事務局局

長曾在不同場合就區議會檢討的時間表和範圍發言，有關詳情載於下

文第 23至 26段。  
 
23.  行政長官在 2004年 1月 7日發表的 2004年施政報告中表明，政
府會在適當時候檢討區議會的職能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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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 2004年 12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劉皇發議員就區議會檢討
的時間表、範圍和諮詢模式提出書面質詢。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答覆時

表示  ⎯⎯  
 

“政府現時正集中處理修改 2007及 08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
舉辦法的工作，待這方面的工作較為成熟時，政府將開始着

手處理區議會檢討的工作……檢討範圍將包括區議會的角
色、功能及組成，以及其他有關課題。在檢討過程中，我們

將參考有關法律條文、設立地方行政計劃的根本理念、政府

在 2001年發表的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報告所載的建議，以及
第二屆區議會自 2004年 1月成立以來的運作經驗……我們在
檢討過程中，會發表諮詢文件，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包括

立法會、區議會及公眾人士等。 ” 
 
25.  行政長官在 2005年 1月 12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示  ⎯⎯  
 

“今年將展開對區議會功能等方面的檢討，增加對區議會的支
持。我們注重發揮十八區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協助他們切

實解決社區問題，在必要時盡快提到更高層次協調處理。我

已要求各問責局長全力支持民政事務專員的工作，使各區專

員能更有效地發揮職能；進一步體現「以民為本」的服務精

神，時刻關心市民的訴求，積極以行動去回應。 ” 
 
26.  新的行政長官在 2005年 10月 12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明⎯⎯  

 
“區議會的功能將會擴大。政府會讓各個區議會管理一部分地
區性的設施，例如圖書館、社區會堂、休憩場地和體育場所、

游泳池等。負責的部門將按照法定權力和政府的人事編制和

財政調撥，與區議會商議管理計劃，吸納議員的意見實行管

理。我已交由民政事務局和政制事務局的一個工作小組，研

究這建議的實施，小組會聽取區議會人士的意見。對區議會

職能和架構的全面檢討和諮詢，將於明年第一季展開。 ” 
 
 
區議會的組成  
 
歷史發展  
 
27.  附錄 III的列表綜述區議會自 1982年以來的組成。部分主要發
展如下  ⎯⎯  
 

(a) 首次區議會選舉在 1982年舉行。在 490個議席中，約三分
之一為官守議席，另有三分之一為委任非官守議席，其

餘則為民選非官守議席；  
 
(b) 在 1985年，當局取消區議會所有官守議席。各個區議會

的主席均由有關區議會的議員互選產生。民選議員與委

任議員的整體比例約為二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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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 1988至 91年該屆而言，區議會共有 432個議員，當中包
括 141名委任議員、 264名民選議員及 27名兼任鄉事委員
會主席的當然議員。市政局加入代表區議會的議席後，

30名兼任市政局議員的區議會當然議員在 1989年 4月後
不再擔任市區各個區議會的議員；  

 
(d) 在 1994年，當局取消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在 373名區議

員當中，346名由地方選區選出，其餘 27名是鄉事委員會
主席，他們保留擔任新界各個區議會的當然議員的資格； 

 
(e) 在 1997年 7月 1日， 18個臨時區議會取代了相應的區議

會，而行政長官總共委任了 468名議員。該等議員包括所
有在 1997年 7月 1日前在任的議員，而他們的任期在 1999
年 12月 31日屆滿；  

 
(f) 就 2000至 03年首屆區議會而言，議員總人數為 519名，包

括 102名委任議員、 390名民選議員及 27名當然議員；及  
 
(g) 就 2004至 07年第二屆區議會而言，民選議席增加 10席，

由 390席增至 400席。委任及當然議席的數目則維持不變。 
 

有關的法例條文  
 
28.  《區議會條例》第 9條訂明，區議會由民選議員、委任議員及
(就新界各個地方行政區而言 )兼任有關鄉事委員會主席的當然議員組
成。該條例第 11條進一步訂明，行政長官可委任區議員， “人數不得超
逾附表 3第 I部第 4欄……指明的數目 ”。根據附表 3，第二屆區議會將合
共有 400名民議議員、最多 102名委任議員，以及 27名當然議員。該條
例第 12條訂明委任區議員的資格準則。  
 
決定區議會的組成的因素  
 
29.  據政府當局所述，在決定第二屆區議會民選、委任及當然議

員人數時採用了以下指導原則  ⎯⎯  
 

(a) 民選議席數目應以每 17 635人 (即 2002年全港每個選區的
平均人口 )設一議席的比率為基礎；  

 
(b) 委任議員人數平均應佔一個區議會議員總人數約五分之

一；及  
 
(c) 當然議員人數應以根據《鄉議局條例》(第 1097章 )成立的

鄉事委員會數目為基礎；現時分布新界 9個地方行政區的
鄉事委員會共有 2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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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有關區議會委任及當然議席的討論  
 
1994年廢除委任議席  
 
30.  在 1994年，當局廢除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有關廢除區議會
所有委任議席的建議，是透過《 1993年選舉規定 (雜項修訂 )(第 2號 )條
例草案》實施的。該項條例草案旨在為 1994年及 1995年的三級議會訂
立選舉安排。憲制事務司在 1993年 12月 15日的立法局會議上動議二讀
該項條例草案時表示  ⎯⎯  
 

“……條例草案訂明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委任議席，由下一
輪選舉開始取消。這是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經過多年逐步演

變後一個順理成章的做法。自八十年代後期以來，這些議會

的委任議席數目一直維持在議員人數的三份之一左右。由於

立法局議員在一九九五年全部由選舉產生，兩個市政局及區

議會的議員亦宜於此時改為全部由選舉產生。如果議員全部

由選舉產生，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將更能反映所服務市民的

意見。 ” 
 
31.  上述條例草案在 1994年 2月 23日的立法局會議上恢復二讀辯
論。其間，憲制事務司表示  ⎯⎯  
 

“……有人關注到委任議席取消後，委任議員的專長便很難即
時予以取代。多年來，委任議員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是公認

的事實，沒有人能過份強調這點，但與此同時，我們亦須同

樣認識到，本港的代議政制有需要不斷演變，以滿足市民的

期望。無論如何，現時法例已有規定，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

均可在有需要時增選專家加入其轄下的委員會。 ” 
 
恢復委任及當然議席  
 
32.  在 1997年 7月 1日，當局恢復設立區議會委任議席。當時， 18
個臨時區議會取代了相應的區議會，作為選舉前的過渡安排。臨時區

議會由所有在 1997年 7月 1日前在任的議員及其他新委任的議員組成。
委任議員合共 468名，他們的任期在 1999年 12月 31日屆滿。  
 
33.  在 1998年 12月 16日提交立法會的《區議會條例草案》，就區
議會的設立、組成及職能作出規定。該項條例草案建議每個區議會由 3
類議員 (即民選議員、當然議員和委任議員 )組成。就任期在 2000年 1月 1
日展開的首屆區議會而言，總共有 519名議員，包括 390名民選議員、
102名委任議員及 27名當然議員。  
 
34.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動議二讀《區議會條例草案》時表示  ⎯⎯  
 

“有關委任議員的問題，我們清楚瞭解不同議員對此有不同的
看法及考慮。我們在進行區域組織檢討諮詢期間，收到社會

各界對委任議席很多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不少人士都要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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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適當比例的委任議席，以便一些熱心地區事務、有才能和

經驗，卻無意循選舉途徑服務社會的人士加入區議會工作，

得以兼顧區內各階層利益的功能，提升區議會的議事質素，

對區議會的運作及市民都有好處，尤其在下屆區議會職能和

角色加強之後，許多關乎民生事務，例如食物及環境生的

諮詢工作，都會列入區議會的工作範圍之內。以往，區議會

的委任議席比例約是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一，我們現在建議恢

復委任議席，用五分之一作為比例，我們認為是合理和可以

接受的。 ” 
 
35.  在《區議會條例草案》於 1999年 3月 10日恢復二讀辯論期間，
議員對區議會的委任及當然議席意見分歧。部分議員強烈反對恢復設

立委任及當然議席，並認為這是民主發展倒退的做法，因為除當然議

員外，區議員在 1994年已全部由直選產生。他們亦認為，在該項條例
草案中加入有關委任議席的條文，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 25條。另有一些議員對委任議席並無特別看法。他們並贊同政
府當局的意見，認為委任議員可令作為諮詢組織的區議會更具代表

性。一名議員動議修正案，藉此廢除該項條例草案中所有有關委任及

當然議席的條文，該等修正案被否決。立法會在 1999年 3月 10日通過該
項條例草案。  
 
36.  政制事務局局長解釋，設立委任議席並沒有違反《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理由如下  ⎯⎯  
 

“……我們的法律意見認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25條所指的投票權，很明顯是應該只應用於立法機關，而
第 25條的關鍵之處，是指出行使法律和實際權力的機關，是
必須透過選舉方式產生。由於區議會並不屬於這種性質的機

關，條例草案建議設立委任議席，並沒有違反《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條的規定。 ” 
 
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後委任區議員  
 
37.  在 2003年 11月 23日舉行區議會選舉後，政制事務委員會與民
政事務委員會舉行了聯席會議，討論區議會委任議席一事。部分委員

認為，行政長官應根據法例委任最少的區議員，並尊重過百萬在區議

會選舉中投票的選民的選擇，因為行政長官委任區議員，等同改變市

民的投票結果。部分委員認為委任議員對區議會的工作有貢獻，因此

支持為區議會設立委任議席。  
 
38.  政府當局表示，設立委任議席旨在提供渠道，讓有才能和有

興趣的人士服務社會。委任議席的比例是政府於 1998年經詳細商議後
決定的。政府在委任區議員前，除考慮《區議會條例》第 12條所訂的
委任準則外，也會考慮有關人士的能力、經驗、專業資歷和背景、服

務市民的熱誠、操守及擔任公職的紀錄。委任議員可協助反映各地區

內不同界別的意見。不論是委任抑或民選，所有區議員均有責任為區

議會多元化的工作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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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政府當局又表示，《區議會條例》訂明行政長官可委任最多

102名議員，但並無指定一個最少數目。當局的政策原意是讓區議會由
3類議員 (即民選議員、委任議員及當然議員 )組成。  
 
40.  在 2003年 12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楊森議員就 “委任最少的
區議員 ”動議議案辯論。該項議案被否決。政制事務局局長就議案作覆
時表示  ⎯⎯ 
 

“至於委任制度的長遠路向，特區政府已經承諾會在今屆區議
會選舉後，就區議會的組成、角色和職能進行檢討。我們會

在進行有關檢討時，一併研究委任制度的問題。 ” 
 
政府當局提出分階段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的建議  
 
41.  在 2004年 1月 7日，行政長官宣布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
責小組負責深入研究《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法律程序問

題、就此諮詢中央有關部門，以及聽取公眾對有關問題的意見。專責

小組在 2005年 10月 19日發表的第五號報告，提出了有關 2007年行政長
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  
 
42.  關於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的兩個產生辦法，政府
當局建議  ⎯⎯  
 

(a) 選舉委員會由 800人增至 1 600人。將所有 (委任、當然和
民選 )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第 4界別；  

 
(b) 立法會議席由 60席增至 70席。分區直選議席及功能界別

議席各增至 35席；及  
 
(c) 所有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區議會功

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席由 1席增至 6席。  
 
43.  政府當局解釋，建議方案的主要特點是透過擴大區議員在選

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中的參與，增加兩個選舉的民主代表性。由超過 300
萬名登記選民直選產生的 400名區議員會全數納入選舉委員會，而日後
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 5名新增議員同樣擁有 300萬名選民的民意基礎，
立法會的地區代表成分因而將提升近六成。該方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於 2004年 4月作出的解釋和決定所訂的框架內，提供了最
高可達致的民主成分。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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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委員不支持在建議方案中加入委任區議員，

因為此舉代表民主發展的大倒退。部分委員指出，該方案會引起有關

“種票 ”及利益衝突的關注，因為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102名區議員有權在
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名和投票。部分委員認為，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中
投票的選民當時不知道區議員會有權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投票及互選產

生 5名立法會議員。如建議方案要付諸實行，應在下次行政長官選舉前
解散 18個區議會，並重新選出全體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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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府當局經考慮後，建議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分階段取消區議

會委任議席，詳情如下  ⎯⎯  
 

(a) 在 2008年 1月新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時，區議會委任議席
的上限由現時 102席減至 68席；及  

 
(b) 政府當局會在 2011年年底前按當時情況，即主要是減少

委任議席後社會的反應和區議會的運作情況，決定應把

委任議席的上限由 2012年 1月起進一步減至零席，抑或由
2012年 1月起減至 34席，其後由 2016年 1月起減至零席。  

 
46.  然而，政府當局強調，上述建議是有關 2007/08年選舉安排的
整套方案的組成部分。若立法會否決兩項有關修改《基本法》附件一

及附件二分別所訂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府議案，政府當

局將不會實施有關區議會委任議席的修改安排。立法會在 2005年 12月
21日的會議上否決該兩項議案。  
 
 
有關文件  
 
47.  有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V。此等文件可在立法會網址瀏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2月 14日  





附件 A

政府就各界對區議會檢討報告各項建議所提意見的回應

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A. 加強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並為區議會提供額外撥款

(1)  由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起，每年額
外撥出 3,100 萬元，供區議會舉辦
社區參與計劃。連同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撥給區議會的 2,540 萬元，區
議會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用以舉

辦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額，較二零

零零至零一年度的撥款額多 46%。

各 方 一 致 支 持 增 加 撥 款 的 建 議 ，

但 一 部 份 區 議 員 認 為 建 議 的 增 幅

不足。

有 意 見 認 為 當 局 在 考 慮 如 何 分 配

該 筆 額 外 撥 款 時 ， 應 考 慮 各 區 的

人口數目，分佈及特色。

政府知悉增加撥款的要求，並會

在將來考慮，但目前不提議修訂

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會與區議會商討如

何分配額外的撥款。

( 2 )  由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起 ， 每 年
額外撥出 1 ,000 萬元，供區議會
進 行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 這 筆 款

項 令 區議會在這方面的撥款額較 二

零零零至零一年度多 50%。

各 方 一 致 支 持 增 加 撥 款 的 建 議 ，

但 一 部 份 區 議 員 認 為 建 議 的 增 幅

不足。

有 意 見 認 為 當 局 在 考 慮 如 何 分 配

該 筆 額 外 撥 款 時 ， 應 考 慮 各 區 的

人口數目，分佈及特色。

政府知悉增加撥款的要求，並會

在將來考量，但目前不提議修訂

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會與區議會商討如

何分配額外的撥款。

( 3 )  在 各 區 成 立 諮 詢 委 員 會 ， 就 地 區
文康設施 (例如：室內運動場、公

大 部 分 區 議 員 均 反 對 這 項 建 議 。

他 們 認 為 應 就 地 區 文 康 設 施 的 使

按 照 建 議 ( 4 )的 內 容 ， 把 這 項 建
*

*對原先建議提出的擬議修訂



附件 A

第 7頁

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的 要 求 時 ， 盡 量 考 慮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制規定當局須就規劃和改劃用途地

帶的建議諮詢區議會。

得通過的同時，民政事務局／民政

事務總署會與規劃地政局和規劃署

商討加強區議會參與非正式諮詢程

序的方法。

( 1 1 ) 邀請區議會考慮政府部門在附件
I I 所提出的具體建議，讓區議會
多些參與政府部門的工作。

支持建議。區議會更可協助推廣環

保、保存香港的傳統，以及保護文

物的工作。

政府會邀請有關部門就這些事項諮

詢區議會。

( 1 2 ) 把某些地區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交
由 區 議 員擔 任 ， 並 邀 請他 們 參 與

更多不同的地區委員會。

支持建議。部分區議員要求把全部

或大部分這些委員會撥歸區議會之

下。這些委員會包括分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地區清

潔香港委員會等等。

建議是落實主席職位轉移的第一

步。不過，對於把地區諮詢組織

撥歸區議會之下的要求，由於每

個組織性質不同而且各有特別需

要 ， 民 政 事 務 局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按個別組織的情況逐一考慮要

求。不贊成劃一實行這項建議，

因為 :

(a) 這會妨礙政府從廣泛的社會層
面羅致寶貴的專才和資源；以

及



附件 A

第 8頁

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b) 為實施各項政策目標及措施而
成 立 的 地 區 諮 詢 組 織 為 數 甚

多，但區議員的人數卻有限，

要他們承擔所有地區諮詢組織

的工作可能會有困難。

( 1 3 ) 邀請有關的區議會委員會的主席
列席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 討 論

與該委員會有關的議題。

支持建議。不過，很多區議會建議

邀請區議會委員會的主席定期列席

地區委員會會議。部分更建議，若

地區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的事項涉

及某些區議員所屬選區時，應邀請

有關的區議員列席會議。

第一個建議可以接納，但第二個建

議卻不可行，因為這實際上是把地

區管理委員會會議變為區議會會

議。我們會把這項建議修訂為 -

“邀請區議會委員會的主席列席地
區管理委員會會議以協助討論 ”。

B. 加強政府與區議會的溝通

(14) 為了讓負責民生事務的決策局局長
／部門首長與區議會進行有效的對

話，決策局局長／部門首長會因應

需要和至少在四年一屆的區議會任

期內與區議員會面一次。

支持建議。不過，很多區議員要求

增加與決策局局長／部門首長會面

的次數。

我 們 會 向 決 策 局 局 長 /部 門 首 長

轉達區議員的要求。另一個方法

是，在決策局局長／部門首長到

區議會探訪之間的時間，由副局

長或部門副首長與區議會會面，

亦可考慮以不同形式為區議會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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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辦簡報會 (例如區域性座談會 )。

( 1 5 ) 訂明出席區議會會議的核心部門
代表 的 職級 。 決策 局 和 部 門 如 未

能應 邀 出席 區 議 會 會 議 ， 須 由 該

局／ 部 門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事 先 以 書

面 或 口 頭方 式 向區 議 會秘 書 處 作

出解釋。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 1 6 ) 與區議會有工作往來的部門須指派
合適的人員，為區議員提供“一站

式”服務，包括處理投訴。

支持建議。部分意見認為該名人員

應為助理署長職級人員。

不提議修訂建議。政府會指派最合

適的人員，但不一定是助理署長職

級人員。

( 1 7 ) 設立蒐集意見的機制， 蒐集區議
員對 核 心部 門 工 作 的 意 見 ， 以 便

交由 有 關 的 部 門首 長 參 考 ， 並 採

取所需的跟進行動。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 1 8 ) 為了讓區議會知悉政府最新的政
策 建 議 ，決 策 局 會 把 立法 會 參 考

資料摘要 (特別是公眾有興趣的資
料文件 )的電子複本傳送給區議會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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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秘書處，以供區議員參閱。

( 1 9 )為經常與 區 議 會接觸的公務員提
供培 訓， 讓他 們對 區 議 會日 後 加

強 的 角 色 和 職 能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從而 改 善 他們 與 區 議員 之 間

的溝 通， 使 他 們 能 與 區 議 會 衷 誠

合作。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C. 增加區議員參與制定政策的機會

( 2 0 ) 政府會採取積極措施，委任更多
區 議 員 加入 諮 詢 及 法 定組 織 ， 特

別是 一 些與 民 生有 關 的組 織 。 民

政 事 務 局 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留 意

進展情況。

大 部 分 區 議 員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 但

有 部 分 區 議 員 認 為 政 府 應 容 許 區

議會提名代表加入該等委員會。

有關容許區議會提名成員加入地

區諮詢組織的建議，民政事務局

及民政事務總署在諮詢有關政策

局／部門後，會作進一步研究。

D. 加強對區議員的支援

( 2 1 ) 政府將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檢
討 區 議 員 的 薪 津安 排 ，以 期 在 二

零 零 一 年秋 天 提 出 建 議 。 這 個 安

支持建議，但有下列具體提議：

— 大 幅 增 加 實 報 實 銷 津 貼 (例 如

委員會就區議員薪津安排提出建

議時，已考慮從公眾諮詢蒐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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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排 可 讓 獨立 委 員 會 考 慮 建 議 中 區

議 員 強 化 的 角 色和 職 能， 然 後 才

定出建議。

提升至二萬元 )；

— 提供一次過撥款以成立會見市

民辦事處；

— 為 區 議 員 提 供 退 休 福 利 或 酬

金。

意見。

( 2 2 ) 為 區 議 員 舉 辦 更 多 訪 問 、 研 討
會、 簡 介會 等 ， 以 加 深他 們 對 政

府 事 務 的 認 識 。 如 有 需 要 ， 又 或

情 況 合 適， 也 可同 時 安排 區 議 員

助理參加這些活動。

支 持 建 議 ， 並 認 為 應 為 新 任 區 議

員提供簡介培訓。

無須修訂建議。

( 2 3 ) 預留 1 ,200 萬元，為區議會秘書
處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工 程組 提 供 額

外資 源 ，讓 他 們可 以 應付 因 區 議

會職 能 加 強 而 產生 的 工 作 ， 同 時

亦可加強對區議會的支援。

支持建議。

部 分 區 議 員 及 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把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獨 立 於 政 府 的 建

議。

由於建議影響深遠而區議員和立

法會議員對此有不同意見，我們

不會在現階段跟進建議。

( 2 4 ) 在資訊科技方面 (包括硬件設備和
軟件 )為區議會和區議員提供更多

支持建議。 獨 立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向 區 議 員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時 ， 已 考 慮 他 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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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支援。 需 要 ， 並 建 議 向 每 位 區 議 員 提

供 一 萬 元 的 一 次 過 可 予 發 還 的

撥 款 ， 以 加 強 為 他 們 提 供 的 資

訊科技 和其他支 援。

E. 提高區議會的問責性及工作效率

( 2 5 ) 各區區議會可考慮發表年報，報告
過 去 一 年 的 工 作 成 果 、 公 帑 的 調

配、尚未完成而須跟進的事項等，

以便公眾監察區議會的工作。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 2 6 ) 參照廉政公署的意見和其他相關機
構所採用的規則和程序，進行檢討

區議會會議常規，藉以加強防範，

避免區議員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現正修訂會議常規

的樣本供區議會考慮。

( 2 7 ) 區議會可考慮應否制定一套有關
區議員操守的自我規管守則。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會邀請區議會考慮

應否為區議員制定一套自我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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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區議會、政黨和公眾主要意見摘要 政府的意見及對建議提出的修訂

行為守則樣本。

( 2 8 ) 在區議會常規中就區議會的議事
方式 提 供更 詳 盡的 指 引， 以 提 升

區 議 會 會 議 的 效率 和 效能 ， 並 確

保 區 議 會可 就 政 府 部 門 的 諮 詢 事

項作出明確和迅速的回應。

支持建議。 無須修訂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現正修訂會議常規

的樣本供區議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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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薪津

獨立委員會

有關薪津安排的建議摘要

目前情況

目前區議員的薪津安排包括：

( a ) 每月酬金 17 ,950 元 (區議會主席的酬金是區議員的兩倍，而
區議會副主席的酬金是區議員的倍半 )；以及

( b ) 每月實報實銷津貼 10 ,000 元，以支付僱用區議員助理的開
支、辦公室租金和基本開支，例如電費和固線電話費 /互聯
網服務費等。至於購置和保養辦公室用具和其他通訊服務的

支出則不包括在內。

建議

酬金

!  每月酬金應維持在現行的 17 ,950 元；

!  目前區議員、區議會副主席和區議會主席的酬金比例 ( 1： 1 .5： 2 )
應維持不變；

!  酬金應繼續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 1；

!  兼具立法會／行政會議成員身分的區議員的酬金須予減少（三分

之一）的安排應維持不變；以及

!  不應向區議員提供退休福利和醫療／牙科福利，因為政府與區議

員之間不存在僱主和僱員的關係。

                                                

1 ㆘㆒次的酬金年度調整將會在㆓零零㆓年㆒月根據㆓零零㆒年㆙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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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報實銷津貼

!  可發還的每月津貼應由 10 ,000 元提高至 17 ,000 元 (其中包括約
7 ,000 元辦公室租金、 8 ,000 元區議員助理的薪金和有關開支，以
及 2 ,000 元其他辦公室開支 )；

!  實報實銷津貼的每月津貼應合併為每年津貼。換言之，每名區議

員每年可獲得 204 ,000 元津貼，而當局也可透過這項每年最高撥
款額監管申領津貼。這項安排令區議員在運用津貼時可有較大靈

活性，亦與立法會議員的安排一致。

!  實報實銷津貼的範圍應擴及附錄 I 所列的項目。區議員的交通和
應酬費不應從實報實銷津貼發還，因為這些開支應包括在議員的

酬金內。

!  為使區議員更靈活運用實報實銷津貼，無論他們有沒有設立會見

市民辦事處，也應可申請發還為履行區議員職責而僱用區議員助

理的費用和其他開支。

!  財務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批准的一項現行機制，是根據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每年調整區議員的實報實銷津貼，以及把通縮年度的津

貼下調延遲至緊接的通脹年度。這個機制應繼續實施 2；

!  現行扣減身兼多重議席區議員津貼的安排，應維持不變。根據現

行機制，如果區議員因其身兼的多個議席而開設一間辦事處，並

且／或者聘用助理處理這些職務，其實報實銷津貼將扣減三分之

一，條件是他所索還的開支必須未曾以其他身分申請發還；以及

!  為區議員設立如同為立法會議員設立的預支款項機制的建議，不

獲支持，其中一個原因是現行的發還款項安排已經獲得區議員接

納 ， 另 一 個 原 因 是 如 果 為 大 批 區 議 員 ( 5 1 9 名 )推 行 預 支 款 項 計
劃 ， 加 上 要 實 施 必 要 的 管 制 和 監 察 機 制 ， 將 令 行 政 費 用 大 大 增

加。

                                                

2 由於新的津貼金額反映市場狀況及區議員的實際需要，故此無須根據㆓零零零年及㆓零零㆒年㆙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而作出調整。㆘㆒次年度調整會在㆓零零㆔年㆒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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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

!  由於超過 82%的區議員已設立會見市民辦事處，因此在他們現屆
任期內，並無迫切需要為他們提供正式開設辦事處的撥款。委員

會將在二零零四年下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前的一年進行檢討，屆

時便會進一步研究提供開設和結束辦事處撥款的建議。

!  不過，委員會認為在區議員現屆任期內，應發放 10 ,000 元的一
次過可予發還款項的撥款給每名議員，以加強為他們提供的資訊

科技和其他支援，及／或讓他們購置辦事處所用的其他設施 (見
附錄 I I )。停任區議員的人士，須向區議會秘書處歸還以一次過
撥款購買的任何價值 1 ,000 元或以上，而可用期限超過一年的物
品 (不包括軟件和固定裝置 )；區議員亦可選擇按民政事務總署釐
定的市價 (或按買入價扣減折舊後的價錢 )購買有關物品，這和立
法會議員的安排是一致的。

（附件B的附錄I及II並無在此隨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