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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選舉開支限額及資

助計劃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立法會議員過往就該等課題進行

的討論。  
 
 
背景  
 
立法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2.  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554 章 )第 45 條，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獲授權訂明在立法會選舉中可由候選人

或候選人名單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3.  就立法會選舉而言，按《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立法會選舉 )
規例》 (第 554D 章 )所規定，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現時的選舉開
支限額如下：  
 

地方選區 選舉開支限額 

香港島  2,428,000 元  
九龍東  1,821,000 元  
九龍西  1,821,000 元  
新界東  3,035,000 元  
新界西  3,0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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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別 選舉開支限額 

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運

交通界功能界別  
121,000 元  

不超過 5 000名登記選民的功能
界別  

194,000 元  

5 001名至 10 000名登記選民的
功能界別  

388,000 元  

超過 10 000 名登記選民的功能
界別  

583,000 元  

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  6,936,000 元  
 
立法會選舉的資助計劃  
 
4.  當局最先在 2004 年立法會選舉中為選舉候選人提供資
助。政府當局表示，該計劃的目的是鼓勵更多候選人參與公開

選舉，以及協助培育香港的政治人才。  
 
5.  根據立法會選舉的資助計劃，當選或取得 5%或以上有
效票而沒有喪失資格的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均符合資格獲得資

助。在有競逐的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所

獲資助為下述金額最低者：  
 

(a) 投予有關的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有效票總數乘
以指明的資助額 (目前定為每票 14 元 )所得的款額； 

 
(b) 可由該候選人或該名單上的候選人或由他人代其

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的 50%；或  
 
(c) 該候選人或該候選人名單的申報選舉開支。  

 
在無競逐的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所獲資

助為下述金額最低者：  
 

(a) 該選區/界別的登記選民數目的 50%乘以指明的資
助額 (目前定為每名登記選民 14 元 )所得的款額；  

 
(b) 可由該候選人或該名單上的候選人或由他人代其

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的 50%；或  
 
(c) 該候選人或該候選人名單的申報選舉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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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就選舉開支限額進行的討論  
 
釐定選舉開支限額  
 
6.  名單投票制在 1998 年首次用於立法會選舉，政府當局
當時建議的地方選區選舉開支限額如下：  
 

地方選區 選舉開支限額 

香港島  2,000,000 元  
九龍東  1,500,000 元  
九龍西  1,500,000 元  
新界東  2,500,000 元  
新界西  2,500,000 元  

 
政府當局亦建議在 1998 年的功能界別選舉中，採用 4 級選舉開
支限額，而有關的選舉開支限額會根據登記選民的數目釐定。

1998 年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 4 級選舉開支限額如下：  
 

功能界別 選舉開支限額 

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運

交通界功能界別  
100,000 元  

不超過 5 000 名登記選民的功
能界別  

160,000 元  

5 001名至 10 000名登記選民的
功能界別  

320,000 元  

超過 10 000 名登記選民的功能
界別  

480,000 元  

 
7.  1999 年 12 月，政府當局向政制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
會 ")建議，基於各地方選區的面積並無改變，人口亦只有輕微增
幅， 1998 年地方選區選舉中各選區的選舉開支限額應繼續適用
於 2000 年的選舉。政府當局亦認為無須就 2000 年立法會功能
界別選舉調整選舉開支限額，即各個功能界別 (包括新設的飲食
界和區議會功能界別 )應沿用 1998 年所訂立的 4 級選舉開支
限額。  
 
8.  雖然部分委員並無強烈反對政府當局的建議，但另一些

委員則認為，鑒於當時呈現通縮情況，加上前一屆選舉的候選

人選舉開支低於訂明限額，當局應調低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

額。然而，政府當局認為，有關限額不應定於會局限候選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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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競選活動的方式的水平。由於各個地方選區的人口均超過

100 萬，政府當局認為其建議的選舉開支限額 (相等於在每人身
上花費約 1.5 元 )合理。  
 
9.  2003 年 12 月，政府當局就 2004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擬
議選舉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建議，2000 年功能
界別選舉所採用的 4 級選舉開支限額應繼續適用於 2004 年功能
界別選舉。在地方選區選舉方面，政府當局提出以下 3 個方案：
按人口 (每人 1.5 元 )計算選舉開支限額；按通縮情況計算選舉開
支限額；以及選舉開支限額維持不變。  
 
10.  委員對上述各個方案意見分歧。部分委員認為應讓候選

人能更靈活地進行競選活動，另一些委員則強調應讓候選人在

更公平的基礎上互相競爭。政府當局其後決定，2000 年的選舉
開支限額適用於 2004 年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  
 
11.  在 2008 年 2 月 1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就
2008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擬議選舉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建議，2004 年功能界別選舉所採用的 4 級選舉開支限
額應繼續適用於 2008 年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在地方選區選舉
方面，政府當局提出的其中一項方案，是因應各個地方選區的

人口變化，調整選舉開支限額。據此，新界西及新界東這兩個

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額將分別調高至 3,000,000 元 (增幅為
20%)及 2,875,000 元 (增幅為 15%)。另一項方案則是在 2008 年
立法會選舉中沿用 2004 年立法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部分委
員支持調高選舉開支限額的方案，但另一些委員則認為應調低

限額，以確保資源較不充裕的候選人可公平競爭。當時亦有意

見認為，選舉開支限額應維持不變。  
 
12.  2008 年 4 月，政府當局再次就 2008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的擬議選舉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鑒於資助計劃的資助額

將會按建議增加 10%，而該資助額與選舉開支限額互有關連，
政府當局因而建議選舉開支限額亦應予以調高。政府當局表

示，自 1998 年訂定選舉開支限額以來，人口只增加了 6.9%，因
此當局建議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應調高

5%。 2008 年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舉的經修訂選舉開支限額
如下：  
 

地方選區 選舉開支限額 

香港島  2,100,000 元  
九龍東  1,5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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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  1,575,000 元  
新界東  2,625,000 元  
新界西  2,625,000 元  

 
功能界別 選舉開支限額 

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運

交通界功能界別  
105,000 元  

不超過 5 000 名登記選民的功
能界別  

168,000 元  

5 001名至 10 000名登記選民的
功能界別  

336,000 元  

超過 10 000 名登記選民的功能
界別  

504,000 元  

 
13.  在 2010年 7月 19日及 10月 3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政府當局就 2012 年立法會選舉的擬議選舉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
員會。政府當局表示，在檢討 2008 年的地方選區選舉候選人名
單及功能界別選舉候選人的選舉開支模式後，政府當局認為沒

有迫切需要就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提高選舉開支限額。對於政府
當局建議選舉開支限額維持不變，委員普遍沒有強烈意見。

2012 年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最終並無
調整。  
 
14.  2015 年 10 月，政府當局就以 2013 年至 2016 年的預計
累積通脹率為基礎提高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載於上文第 3 段 )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1 部分委員關注到，
提高選舉開支限額的建議有利於資源較充裕的候選人，因為他

們有能力多作花費，以爭取更多選票。然而，政府當局表示，

過去曾有候選人/候選人名單花費大筆選舉開支，但仍在有關的

立法會選舉中落敗。政府當局認為，該計劃的設計並無不公，

因為在同一選區或界別競逐議席的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一律須

按該選區或界別所適用的同一選舉開支限額行事。  
 
15.  在《2015 年立法會條例 (修訂附表 5)令》及《2015 年選
舉開支最高限額 (立法會選舉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
員會 ")進行商議期間，部分委員質疑，政府當局為何並非根據
5 個地方選區的預計人口 (或登記選民數目 )建議選舉開支限額的
調整幅度，而是以 2013 年至 2016 年的預計累積通脹率為基礎
                                                 
1 2013 年至 2016 年的預計累積通脹率指 2012 年至 2016 年之間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的預計累積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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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調整建議。該等委員指出，某些主要的選舉開支項目 (例如
向選民寄發選舉廣告 )與相關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數目息息相
關，而傳統功能界別 (4 個特別功能界別 (即鄉議局、漁農界、保
險界及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 )除外 )的選舉開支限額，亦是以相關
功能界別的登記選民數目為基礎釐定。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就計

算選舉開支限額調整幅度的基礎進行檢討。  
 
16.  政府當局解釋，在檢討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
開支限額時，當局曾考慮多項因素，包括 2012 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中需競逐候選人申報的選舉開支、香港的預計人口、地方選

區的數目和分界，以及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間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的預計累積升幅。政府當局認為，自上次檢討工作至今，各

種情況並無出現重大轉變 (例如預計人口出現大幅變動 )，以致釐
定選舉開支限額的制度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變。政府當局始終

認為，以 2013 年至 2016 年的預計累積通脹率為基礎，調整地
方選區選舉和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是恰當的做法。

儘管如此，政府當局承諾在日後檢討選舉開支限額時，考慮委

員的意見。  
 
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選舉開支限額  
 
17.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建議將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
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定為 600 萬元，屬於過高。他們對此強烈
不滿，認為此限額會在參與選舉方面造成不公，因為只有資源

充裕的候選人才可負擔參選開支。該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為候

選人提供更多協助，方便他們安排進行選舉宣傳，從而減輕候

選人的財政負擔。  
 
18.  另一些委員則認為，政府當局應就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
別訂立較高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甚或取消開支上限，從而鼓

勵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的獨立候選人，即使沒有政黨的人力支

援，亦可參與立法會選舉。  
 
19.  政府當局表示，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選舉開支限額
不應定於偏高水平，以便來自大小政黨的候選人及獨立候選人

均可參與這項選舉。當局認為，將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選舉

開支最高限額定於 600 萬元實屬恰當。有關的選舉開支可由同
一名單上的 5 名候選人分擔。獨立候選人亦可與其他黨派合組
一份名單參選，以分攤開支。政府當局提醒，倘若選舉開支限

額定於偏低水平，候選人進行競選活動時或會受到制肘。政府

當局曾就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選舉開支限額進行評估，估計

候選人最少需要花費 300 萬元印製選舉材料派發予超過 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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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選民，另外需要花費 300 萬元進行競選活動。政府當局亦表
示，為減輕候選人的財政負擔，選舉事務處會在 2012 年立法會
選舉中繼續印製小冊子，向選民介紹各候選人，並會為候選人

提供一輪免費郵遞服務。  
 
20.  小組委員會在 2015年討論政府當局有關提高 2016年立
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的建議時，委員察悉，根據區議

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擬議新訂選舉開支限額 (即 6,936,000 元 )，
每名候選人可用於每名選民的平均選舉開支金額只有大約

2 元。另一方面，4 個特別功能界別及金融界功能界別的選民數
目介乎 128 人至 204 人，但其擬議新訂選舉開支限額則分別為
121,000 元及 194,000 元。換言之，每名候選人用於每名選民的
平均選舉開支金額最高可超逾 1,300 元。委員質疑，上述金額出
現如此巨大差距，背後的理據為何。政府當局解釋，由於若干

開支項目屬固定成本 (即不論相關功能界別選民數目多寡都會就
某些項目花費的選舉開支 )，功能界別候選人的選舉開支未必與
其選民數目成正比。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已提供補

充資料，解釋當局釐定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的

基礎 (見附錄 I)。  
 
 
過往就資助計劃所作的討論  
 
資助額  
 
21.  當局於 2004 年首次為立法會選舉設立資助計劃，當時
的資助額定為每票 10 元，即一份候選人名單在 2000 年立法會
地方選區選舉中在每張得票上所能花費的平均選舉開支款額的

50%(把 5 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額的平均數，除以該次選舉
中數張最高得票候選人名單的得票數，從而得出此款額 )。  
 
22.  2008 年，當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當局就 2008 年立法會
換屆選舉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候選人擬議資助額時，委員普遍支

持當局增加資助額，但部分委員認為每票 11 元的擬議資助額並
不足夠。部分委員建議，資助上限應由候選人所招致的實際選

舉開支的 50%提高至例如 70%，又或就每名候選人可獲發的資
助設定一個金額上限，例如 100 萬元。政府當局解釋，每票 10 元
的資助額最先在 2004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資助計劃中採用。當
局建議把資助額增加一成至每票 11 元，以反映 2004 年以來的
通脹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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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0 年，事務委員會討論 2012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資
助額。部分委員認為，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資助額應由每票 11元
增至最少 20 元，而所發放資助上限應由申報選舉開支的 50%調
高至 70%至 80%。政府當局強調，由候選人承擔本身的一半選
舉開支是行之已久的做法。當局認為現行機制合理，而且一直

行之有效。在考慮通脹因素後，政府當局建議將 2012 年立法會
選舉的資助額由每票 11 元增至 12 元。  
 
24.  2015 年 10 月，政府當局建議把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的候選人資助額，由每票 12 元增至 14 元。部分委員認為，鑒
於資助額的擬議增幅輕微，以投予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有效

票總數乘以指明的資助額計算的發放予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的

資助額，對補貼候選人的選舉開支幫助不大。有建議認為政府

當局應考慮進一步將資助額增至例如每票 20 元，以增加對候選
人提供的資助。政府當局解釋，自 2004 年為立法會選舉引入資
助計劃以來，資助額已增加兩次，而每次增加資助額均考慮到

相關時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政府當局認為，現行資助

計劃既能鼓勵更多候選人參選，又可確保公帑得以審慎運用，

在這兩項政策目標之間已取得適當平衡。  
 
須付款額的計算方法  
 
25.  當局於 2004 年首次為立法會選舉引入資助計劃，根據
當時的計劃，當局會向當選或取得 5%或以上有效票的候選人提
供資助。資助額為每票 10 元，但以相關候選人的實際選舉開支
的 50%為上限。  
 
26.  在《2010 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案》及《2010 年
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商議期間，有建議認為應提
高資助額，由當局當時建議的每票 12 元 (但以申報選舉開支的
50%為上限 )，增加至每票 15 元 (但以申報選舉開支的 70%至 80%
為上限 )。政府當局表示，資助計劃的設計已考慮下述因素：應
按候選人名單/候選人所得的有效票數提供資助；以及有關資助

不應超過候選人名單/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的 50%。基於此政
策，某些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因為所得的有效票數不多而未能全

數獲得相等於申報選舉開支 50%的資助。  
 
27.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同意優化 2012 年立法會
選舉的資助計劃。《2011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訂明，合資格
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資助額修訂為下述金額最低者： (i)候選
人或候選人名單所獲取的有效票數乘以每票 12 元的款額；
(ii)地方選區/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的 50%；或 (iii)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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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候選人名單的申報選舉開支。政府當局表示，新訂的計算

公式公平，因為既能反映公眾對候選人名單/候選人的支持度，

亦可讓候選人有更多空間爭取資助。  
 
28.  政府當局就有關將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資助額由
每票 12 元增至 14 元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時，部分委員認為，
由於事實證明能夠按上文第 27 段第 (ii)及 (iii)項的計算方法獲發
資助的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 (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候選人名單
除外 )為數不多，政府當局應檢討計算可發放的資助額的安排。
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考慮進一步增加資助額，以便合資格的候

選人 /候選人名單至少可收回有關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的申報選

舉開支的 50%。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已優化資助計劃，而資助
計劃可因應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所得經驗作出檢討。應事
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已就 2012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選
區候選人名單所獲得的資助提供補充資料 (見附錄 II)。  
 
向候選人提供其他形式的協助  
 
29.  在《2010 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案》及《2010 年
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商議期間，委員普遍認為，
政府當局應制訂措施，以便候選人採用較環保的方式派發選舉

相關材料。經考慮委員的意見，當局於 2011 年 4 月就候選人免
郵資投寄聯合宣傳信件的新安排諮詢事務委員會。這項新措施

在《 2011 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制定後予以推行。該條
例訂明，不同選區的候選人/候選人名單，以及設有多個議席的

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界別分組的候選人，可免付郵
資而向同一名選民/投票人寄出宣傳信件。有關安排只適用於地

方選區的候選人名單和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名單、設
有 3 個議席的勞工界功能界別的候選人，以及在同一個設有多
個議席 (由 16 席至 60 席不等 )的選委會界別分組參選的候選人。 
 
 
最新發展  
 
30.  政府當局將於 2019 年 12 月 16 日的下次會議上，就
202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候選人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徵詢
事務委員會對政府當局所提建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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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31.  相關文件及會議紀要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該等文件已
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12 月 12 日  



《2015 年立法會條例 (修訂附表 5)令》及  
《2015 年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立法會選舉 )(修訂 )規例》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2015 年 12 月 7 日會議跟進事項

在 2015 年 12 月 7 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要

求政府就釐訂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的基礎

提供補充資料。本文件旨在提供相關的資料，以供參考。

2. 香港特別行政區第一屆立法會選舉在 1998 年舉行。

當時臨時立法會通過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如下：

(a) 指定功能界別1：100,000 元

(b) 除上文(a)項以外的功能界別–

(i) 登記選民不超過 5 000 名：160,000 元

(ii) 登記選民介乎 5 001 至 10 000 名：320,000 元

(iii) 登記選民超過 10 000 名：480,000 元

3. 以上就 1998 年的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採用的選舉開

支限額制度，類似 1995 年立法局功能組別選舉採用的四級

制度。釐訂 1998 年的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時，就個別級別的選民人數作了一些調整。每個級別的限額

亦反映了各級別之間選民人數的差異，和考慮到應讓候選人

可以進行更多元化的競選活動，亦顧及到通脹的情況。

4. 1998 年訂立的選舉開支限額，在 2008 年立法會換屆

選舉時調整過一次（調高 5%），此後沿用至今。就是次檢

討，我們曾考慮 2012 年立法會換屆選舉中需競逐傳統功能

界別的候選人申報的選舉開支，並留意到候選人所招致的選

舉開支中位數，佔選舉開支限額約 52%。約 92%的候選人的

1  包括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運交通

界功能界別。 

立法會 CB(2)457/15-16(01)號文件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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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低於選舉開支限額的 80%；約 5%的候選人的開支為選

舉開支限額的 80%至 90%；約 3%的候選人的開支高於選舉

開支限額的 90%。考慮到上述因素及其他相關因素，我們建

議以 2013 至 2016 年之間的預計累積通脹率為基礎，把選舉

開支限額上調 15.6%，並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零一五年十二月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5 年 10 月 19 日會議上所提出的跟進事項  
 
 

 在 2015 年 10 月 19 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

員就 2016 年立法會選舉候選人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的檢

討進行了討論，並要求政府就過往立法會選舉中候選人所得

的資助提供補充資料。本文件旨在提供相關的資料，以供參

考。  
 
2. 根據現行的資助計劃，符合資格申請資助的立法會

選舉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所得的資助款額為以下三者中最

低者－  
 

(a) 投予有關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有效票總數 (如屬

有競逐的選舉 )或有關選區或界別的登記選民數目

的 50%(如屬無競逐的選舉 )乘以資助額 (現為 12 元 )
所得的款額；  

 
(b) 有關選區或界別的選舉開支限額的 50%；及  
 
(c) 該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申報選舉開支。 
 

3. 有委員問及在過往立法會選舉中，地方選區選舉的

候選人名單分別根據上文第 2(a)、(b)或 (c)段獲得資助的百分

比。上文第 2 段計算資助款額的安排，由 2012 年立法會換

屆選舉開始實施 1。在 2012 年立法會地方選區選舉，所有符

合資格申請資助的候選人名單均根據上文第 2(a)段 (即投予

有關候選人名單的有效票總數乘以資助額 )獲得資助。  
 
4. 另外，有委員要求政府提供 2012 年立法會換屆選舉

地方選區的候選人名單所得資助佔其申報選舉開支的百分

比。有關資料載於附件。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零一五年十一月  

                                                       
1 資助計劃最先在二零零四年推行時，向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提供的資助額是以候選

人或候選人名單所獲得的有效票數乘以資助額為基礎，惟不得超過候選人或候選人

名單申報選舉開支的 50%。 

 
立法會 CB(2)258/15-16(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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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年立法會換屆選舉  

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所得資助佔其申報選舉開支百分比  
 
 

候選人名單所得資助佔  
其申報選舉開支的百分比  

符合資格  
申請資助的  

候選人名單的

數目  

佔符合資格  
申請資助的  
候選人名單  

總數的百分比

少於或相當於 10% 0 0% 

超過 10% 但少於或相當於 20% 8 17.39% 

超過 20% 但少於或相當於 30% 10 21.74% 

超過 30% 但少於或相當於 40% 11 23.91% 

超過 40% 但少於或相當於 50% 12 26.09% 

超過 50% 但少於或相當於 60% 4 8.70% 

超過 60% 但少於或相當於 70% 1 2.17% 

超過 70% 但少於或相當於 80% 0 0% 

超過 80% 但少於或相當於 90% 0 0% 

超過 90% 但少於或相當於 100% 0 0% 

 



附錄 III 

 
202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候選人資助額及  

選舉開支限額檢討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7 年 11 月 25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1999 年 12 月 20 日  
(議程第 V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00 年 2 月 18 日  
 

與 2000 年立法會選舉
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

員會第 4 份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3 年 1 月 20 日  
(議程第 V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3 年 12 月 15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8 年 2 月 18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8 年 4 月 21 日  
(議程第 V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 年 7 月 19 日  
(議程第 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 年 10 月 30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1 年 3 月 2 日  《 2010 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及
《 2010 年立法會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2011 年 7 月 6 日  《 2011 年選舉法例 (雜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報告  

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panels/ca/agenda/ccaa25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51197.htm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20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299.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hc/papers/c2-109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hc/papers/c2-109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hc/papers/c2-109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1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301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121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312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2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2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4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4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07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07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0103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0103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3/reports/bc530302cb2-117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3/reports/bc530302cb2-117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3/reports/bc530302cb2-117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3/reports/bc530302cb2-117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4/reports/bc540706cb2-224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4/reports/bc540706cb2-224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4/reports/bc540706cb2-224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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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5 年 10 月 19 日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5 年 12 月 18 日  《 2015 年立法會條例 (修
訂附表 5)令》及《2015
年 選 舉 開 支 最 高 限 額

(立法會選舉 )(修訂 )規
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12 月 12 日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5101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510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51218cb2-47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51218cb2-47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51218cb2-47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51218cb2-47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51218cb2-47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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