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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資料來源： 

選舉事務處網頁； 

統計處的人口分布推算 2010-2019； 

統計處的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 

工作原則： 

按基本法九十七條及九十八條的規定； 

排除回歸後已失效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拓展新界界址專條；及 

已取消委任區議員及當然議員的制度。 
 
P1       前言 

P2       委任區議員制度會令民主選舉中蒙上極大污點 

P3--P6   當然區議員窒礙民主進度 

P7       取消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增補委員 

P8—P10  重訂區議會法定準則及分界 

P11      區議會秘書處及會議場地 
 
前言 
 
2010 政改方案內，包含兩個對香港政制發展有深遠影響的選舉，同時相當倚重

民選區議員的民意。可惜當局未能因緣際會地改革區議會體制，提升民選區議

員的認受性，以及將兩個前市政局的部份職權下放予區議會。 
 
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結束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出區議會委任制度諮詢文

件，文件內容為，是分一屆或分兩屆取消區議會委任的制度。 

距離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區議會選舉只剩下一屆(2015 年) 。 

距離 2020 年普選立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只剩下兩屆(2015 年及 2019 年) 。 

回歸前，香港使用三級議會(立法局、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區議會) 制度。 

回歸後，2000 年取消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香港使用兩級議會(立法會、區議會) 

制度，沿用至今。 

 

單是取消區議會委任的制度，並不足以把灰天變藍天，但可為區議會民主化帶

來一個開端，相信是時候，大規模、革命性地，徹底改革區議會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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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區議員制度會令民主選舉中蒙上極大污點 
 

區議員與居民息息相關，按道理在區議會選舉時，投票率應該相當高，但在現

實中，多年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偏低。究竟原因在那裏，是區議會選區分界細

小、是單議席單票制、是候選人能力不足以代表居民聲音，是壁壘太過分明嗎？

究竟區議員的民意有多大，從兩級議會的投票率可見一斑。 
 

2008 年立法會地方選區整體投票率為 45.20%，約 80%有效選票，選出心儀的立

法會議員。 
 

2011 年區議會選舉整體投票率為 41.49% (已減除自動當選選區) ，約 60%有效

選票，選出心儀的民選區議員。 
 

在整體投票率有約 4%及整體代表率有約 20%差距，由此可見，民選區議員的民

意絕對不能與直選立法會議員相比。 
 

回歸已來，特區政府並沒有對區議會的運作及制度作詳細研究，是否須要大幅

度改變制度及組成方法，因此我們再一次強烈建議政府，必須全面改革地區議

會選舉及組成方法。 
 

香港的政制須要向前走是不爭的事實，大部份香港市民在很多年前已經取得共

識，在發展民主選舉的基礎下，地區議會不應該存有委任制度，委任制度只會

令民主選舉中蒙上極大污點。 
 

無論委任區議員在社會上有多大的貢獻，多大的豐功偉業，這只是個人成就。

在民主的真義下，是追求完善的制度，並不是須要選擇性的人治。所以多年來

就引起追求民主人士約不滿，從區議會網頁的資料所示，超過半數的民選區議

員是帶有政黨背景，又有超過半數的民選區議員本身是來自不同職業、不同社

會階層，根本就無需再委任任何人士進入區議會內為市民服務，如有需要只適

量增加民選區議員的數目經已足夠。 

取消委任區議員制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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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區議員窒礙民主進度 
 

1982年區議會成立，當時存在當然區議員的制度，30多年來造成有部份市民享

有一人兩票或間接的一人兩票，直至現在亦沒有完善解決的方案。 

 

1989年，市政局議員停止出任區議會當然議員，每個市區區議會各選出一名成

員出任市政局議員。1993年起，區議會負責監督社區會堂的管理工作及推薦有

關人仕擔任所屬地區多個組織的職務。香港總督推行政改方案時，香港民主派

曾以私人草案方式要求港英政府取消區議會的當然議員議席，但私人草案未獲

通過。1994年主權移交前最後一屆區議會，香港總督放棄行使《區議會條例》

賦予委任議員的權利，該屆的相關議席取消。除27名鄉事委員會主席保留新界

區議會當然議席之外，全部區議員均由地方選區以「單議席單票制」和「票數

領先者取勝」的方式選出。自此區議會在回歸前的民主步伐劃上休止符。 

 

回歸時，1997年7月1日，行政長官委任468名區議員，在18個臨時區議會中出任

區議員，取代18個前港英時代的區議會，作為過渡方式。1999年起，行政長官

恢復委任102人為委任區議員，並保留27名鄉事委員會主席為新界區議會當然議

席。於2001年7月民政事務局公佈「區議會角色與職能檢討」諮詢文件，提出了

28項加強區議會角色和職能的建議。2012年行政長官只委任68人為委任區議

席，隨後推出區議會委任制度諮詢文件，諮詢文件並沒有提及當然區議員的去

留。 

 

鄉事委員會對鄉村的習俗比民選區議員優勝得多，往往在鄉郊事務上發揮溝通

橋樑的角色。鄉事委員會主席除當然區議員的身份外，亦是另外一個法定諮詢

機構「鄉議局」的當然執行委員。 

 

鄉事委員會主席使用另一種間接選舉形式所產生，有別於民選區議員使用分區

直接選舉所產生，而民選區議員的選區分界巳履蓋全香港每一個地方。 

 

鄉委會主席本身不是受薪職位，特區政府在2004年將各鄉事委員會的津貼數額

增加百分之三十，往後有否再增加鄉事委員會的津貼數額，我們沒有進一步的



 4 

資料。但各鄉事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一旦當選為主席後，便可按照法例自動成為

該區區議會的當然區議員，其身份可以領取與民選議員無異的薪津，兩者有著

緊密及不可分割的關係。嚴格來說，縱使特區政府按區議員數目分配地區資源，

也會出現嚴重不均的現狀。 

 

以下是最多當然區議員的新界西離島區議會作為分配地區資源不均例子； 

上圖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網頁 
 

T01  大嶼山 Landau，選區主要包括整個大嶼山 (除大嶼山東北部小部份地域

及東涌新市鎮外) 及西、南海域及島嶼，是全港履蓋面積最大選區之一； 

T01  人口 19500，選民人數 6673；及 

T01  選區履蓋 4 個鄉事委員會，大澳鄉事委員會、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梅

窩鄉事委員會及東涌鄉事委員會。 

該選區內有 5 位區議員為約 19500 人服務，平均每位區議員服務不足 4000 人，

嚴格來說，數據未包括一個現屆的委任區議員，明顯地該選區資源分配比例過

高。曾經有持份者提及該區面積太大，作為解釋的最大理據。我們同意面積是

考慮因素之一，並不能夠認同是最大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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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7  坪洲及喜靈洲 Peng Chau & Hei Ling Chau，選區包括坪洲、喜靈洲周邊

水域、島嶼及大嶼山東北部稔樹灣村、長沙攔。 

T07  人口 7900，選民人數 3 809 ；及 

T07  選區覆蓋坪洲鄉事委員會。 

該選區內有 2 位區議員為約 7900 人服務，平均每位區議員服務不足 4000 人。 

 

T08  南丫及蒲台 Lamma & Po Toi 選區包括南丫島、蒲台島及周邊水域；2 349 

T08  人口 6200 人，選民人數 2349 人；及 

T08  選區覆蓋南丫島 2 個鄉事委員會，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及南丫島南段鄉

事委員會。 

該選區內有 3 位區議員為約 6200 人服務，平均每位區議員服務不足 2100 人，

是全港選區中，分配資源最多的地區。 

 

T09  長洲南 Cheung Chau South，選區包括長洲島南部及長洲南部水域；  

T09  人口 12800 人，選民人數 6169 人； 

T09  選區覆蓋半個長洲鄉事委員會管轄村界；及 

T10  長洲北 Cheung Chau North，選區包括長洲島北部及長洲北部水域； 

T10  人口 12700 人，選民人數 6065 人；及 

T10  選區覆蓋半個長洲鄉事委員會管轄村界。 

該兩個選區，在一個鄉事委員會管轄內，有兩個區議會選區。而該兩個選區(長

洲)有 3 位區議員為約 25500 人服務，平均每位區議員服務不足 8400 人，數據

未包括一個現屆委任區議員，是 4 個例子中，選區面積比較細小。 

 

從上文資料顯示出已經出現以下的問題； 

1. 地區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狀； 

2. 有部份居住在鄉村內的市民享有一人兩票或間接一人兩票的情況；及 

3. 鄉事委員會主席可以晉身法定諮詢機構「鄉議局」的當然執行委員及區域諮

詢組織「區議會」內的當然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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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是上述第3點，現時離鳥區議會的組成，民選區議員10個，當然區議員

8個，委任區議員3個，總數共21個區議員。其中民選區議員有5個來自鄉郊。離

島區議會內有鄉事背景的區議員共13個，超過議會半數議席，足可以左右大局。

我們一直存在一個疑問，鄉事委員會主席在區議會的決定會否受鄉議局的決議

所制約。 

 

長遠而言，地區議會是特區政府與香港市民之間的橋樑，取消當然區議員有助

提高民選區議員的民望。同時必須加強區議會職能，確立民選區議員的代表性

及認受性取代兩個前市政局的部份功能，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 

 
取消當然區議員，確實有一點技術問題，以下的建議希望可以解決部份分分岐。 

1. 增加各鄉事委員會的津貼數額； 

2. 各鄉事委員會主席可以領取與民選區議員無異的薪津； 

3. 為表尊重，政府各諮詢議題，先諮詢各鄉事委員會。 

4. 修訂區議會條例，讓鄉事委員會主席可以在區議會選舉中，也可成為民選區

議員。即可以同時領取兩份薪津。(這點不會在下文重訂區議會法定準則及分界

中重複) 
 

同時，我們尚有一個不能有效解決的技術問題，當取消委任區議員及當然區議

員後，離島區議會只剩下10個民選區議員，按現時統計處2010-2019的人口分布

推算資料顯示，離島區在2016年的人口約為159 500，2019年的人口約為181 

700，這10年間只增長約3萬人。究竟一個區議會只有約10至11位議員，是否可

以運作暢順，在下文重訂區議會法定準則及分界時，將提出解決方案。 

 
 
 
 
 
 
 
 

取消當然區議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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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朔迷離的區議會增補委員 

區議會體制內，「區議會增補委員」的身分，另人難以明白，相信大部份香港居

民根本不知道區議會內存有增補委員。 

區議會增補委員的產生：由民選區議員、委任區議員及當然區議員它，若干名

區議員聯合提名所產生 (各區議會可能有小許差異) 。 

區議會增補委員的職能：在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擔任委員，具有發言權及表決

權。 

 

 

 

 

 

典型的區議會架構 

各區區議會由區議員所組成，分別為 

1. 民選區議員由分區直選產生， 

2. 當然區議員由歷史遺留下來的間選所產生， 

3. 委任區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所產生， 

4. 而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增補委員由區議員所委任。 

上述只有民選區議員符合民主程序，其餘的當然區議員、委任區議員及增補委

員，早晚亦要在區議會中廢除。而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增補委員，其認受性及

代表性確實不足，理應比委任區議員更早廢除。 

建議:應該考盧在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增設公眾聽証會，搜集公眾的寶貴意見(如立

法會般)，使區議會更能貼近市民大眾。 

 
取消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增補委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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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訂區議會法定準則及分界 
 

區議會除召開特別會議外，通常每兩個月舉行一次例會，若有重大議題時，超

過 30 個區議員發表意見，每位發表 3 分鐘，需要使用約兩小時的時間發表意見，

尚未計算出員官員的回應及區議員跟進議題的時間。 
 

現時 18 個區議會中，已經有 6 個區議會超過 30 個區議員，其中超過 40 個區議

員的則有 4 個。如取消委任區議員及當然區議員，超過 30 個區議員亦有 4 個。

從統計處 2010-2019 人口分布推算的資料顯示(下表、表 1)，在 2019 年將有 7

個區議會可的需要增 3-6 個民選區議員。在統計處的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

在 2023 年就會突破 8 百萬人口，2039 年會接近 9 百萬人口。特區政府在每一

屆區議會選舉前，也會重訂選區劃界，長遠而言，加重官員及立法會的負擔，

這問題必須正視。 
 
以下是節錄統計處 2010-2019 的人口分布推算撮要(12 級標楷體) ； 
 
2009 年至 2019 年期間，推算人口數目增長最大的三個區議會分區是元朗(增加 111 600 人)、
西貢(增加 83 100 人)和沙田(增加 73 400 人)。 

 
推算小組估計屯門新市鎮在推算期內仍會是人口最多的新市鎮，其人口在 2019 年為 528 500 
人或佔全港陸上人口的 6.9%。 
 
如按不同年齡組別的推算人口分析，在 2019 年有最多長者人口、工作年齡人口及年輕人口數

目的區議會分區將分別是東區(131 300 人)、沙田(496 200 人)及元朗(85 000 人)。它們會分

別佔 2019 年全港同齡陸上人口的 9.9%、9.2%及 9.1%。 
 
將軍澳新市鎮在推算期內預計會有最大的人口增長，它的人口在未來十年會增加 74 700 人
或 21.0%，達至 2019 的 430 100 人，佔同期新界區人口增長的 19.9%。 
 
12 個新市鎮中， 
葵涌新市鎮將會是長者人口比例最高的新市鎮，其比例會由 2009 年的 16.3%增至 2019 年的

19.4%。 
天水圍新市鎮將會是工作年齡人口比例最高的新市鎮，其比例會由 2009 年的 77.1%上升至

2019 年的 79.6%。 
 
元朗新市鎮將會是年輕人口比例最高的新市鎮，其比例會由 2009 年的 13.2%上升至 2019 年

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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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統計處 2010-2019 的人口分布推算(表 1) 

區議會分區                        

District Council District   

現時民

選議席 2011 年 2015 年 2019 年 

增加人口

2011 至 2019 

中西區   CentralandWestern 15  264700 269100 273900 9200 
灣仔      Wan Chai 11  163400 167400 171000 7600 
東區      Eastern 37  593400 583300 596200 2800 
南區      Southern 17  278800 277500 275100 -3700 
深水埗    Sham Shui Po 21  376300 406400 442900 66600 

九龍城    Kowloon City 22  374300 411300 442400 68100 
黃大仙    Wong Tai Sin 25  421100 423100 416900 -4200 
觀塘      Kwun Tong 35  622400 641100 666900 44500 
油尖旺    Yau Tsim Mong 17  317600 333500 353600 36000 
葵青      Kwai Tsing 29  506300 501600 491900 -14400 
荃灣      Tsuen Wan 17  295000 292800 301300 6300 
屯門      Tuen Mun 29  497900 507100 530800 32900 
元朗      Yuen Long 31  577500 621700 662900 85400 
離島      Islands 10  155300 163500 181700 26400 
大埔      Tai Po 19  295700 309500 320500 24800 
沙田      Sha Tin 36  631100 672400 686000 54900 
西貢      Sai Kung 24  434900 461900 504200 69300 

北區      North 17    312900 326600 340500 27600 
陸上總計  Land Total              
(不包括水上人口) 412  7118600 7369800 7658700 540100 

 

建議重訂區議會法定準則 
 
要有效處理上述問題確實不容易，但未來10年人口分佈的數據已經推算出來，

為何不長遠根治這些問題，我們初步認為， 18個區議會應重組及分拆成為27個

區議會或以上，每一個區議會均使用比例代表制，選出全體區議員，才能有望

解決問題。 
 
各區議會訂明法定區議員人數，最少為15名，最多為30名。 
若某區不足15名區議員，亦須選出15名區議員。 

若某區超過25名區議員，需分拆區議會或將某一個議席併入其他區議會。區議

會亦應設有中途補選制度，時期大約每屆任期的中間，即兩年進行出缺補選。 

當區議會議員基數少於20%，就須要進行出缺補選。(基數為一個區議員服務

17250名或少於17250名居民，參閱附件各分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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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重訂區議會分界 
 

香港島的人口比較穩定，現時有4個區議會，10年後將會受到舊區重建的影響，

估計人口數目增長15900人。 

建議：將香港島的區議會重組及分拆成為5個區議會。參閱附件分界HK 1-5。 

 

現時九龍半島有5個區議會，估計未來10年，人口數目增長約20萬人，需要增加

10多個區議員。 

建議：將九龍半島的區議會重組及分拆成為8個區議會。參閱附件分界KL 1-8。 

 

現時新界東有5個區議會，估計未來10年，人口數目增長約18萬人，需要增加約

10個區議員。10年後人口亦會急速增長，重訂選區分界時，必須正視該問題。 

建議：將新界東的區議會重組及分拆成為6個區議會。參閱附件分界NTE 1-6。 

 

新界西，現時有5個區議會，估計未來10年，人口數目增長約18萬人，需要增加

約10個區議員。10年後人口亦會急速增長，特別在離島區，重訂選區分界時，

必須正視該問題。 

建議：將新界西的區議會重組及分拆成為8個區議會。參閱附件分界NTW 1-8。 

 
重訂區議會法定準則及分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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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秘書處及會議場地 

 

長久以來，各區議會秘書處均屬民政事務署管理，有部份公眾認為這制度並不

可取，有欠公平性及獨立性。 

 

區議會是特區政府與香港市民之間的橋樑，往後區議會趨向於發展成為地區行

政機構，分擔立法會部份工作，區議會秘書處作為處理及支援區議會的工作，

確實需要獨立於政府以外。 

 

我們建議各區議會秘書處暫時併入立法會秘書處，使區議會秘書處傾向立法會

秘書處化，假以時日，約一至兩屆後，各區議會秘書處統一後，才獨立出立法

會秘書處。 

 

當分拆區議會後，會出現會議場地不足的實況，我們注意到中西區議會及離島

區議會，共用同一個會議場地，按這模式應可暫時應付會議場地。長遠而言，

需考慮分3至5區的會議中心，或興建統一會議中心。 

 
改革區議會秘書處及會議場地完 

 

完成意見書時間為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前，數據會有輕微誤差。 
 

 

 

 

 

此致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panel_ca@legco.gov.hk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yattung.hk@gmail.com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A01 中環 18529 D01 香港仔 19630 B01 軒尼詩 14097
A02 半山東 20337 D02 鴨脷洲邨 13210 B02 愛群 15114
A03 衛城 18913 D03 鴨脷洲北 15136 B03 鵝頸 15912
A04 山頂 21203 D04 利東一  15054 B04 銅鑼灣 15011
A05 大學 18535 D05 利東二 12548 B05 大坑 14518
A06 堅摩 17270 D06 海怡東 15319 B06 渣甸山 15586
A07 觀龍 13355 D07 海怡西 15088 B07 樂活 14519
A08 西環 16214 D08 華貴 16079 B08 跑馬地 14534
A09 寶翠 20803 D09 華富一 12473 B09 司徒拔道 15035
A10 石塘咀 16392 D10 華富二 14386 B10 修頓 14862
A11 西營盤 16187 D11 薄扶林 21476 B11 大佛口 14236
A12 上環 18726 D12 置富 16764 C16 天后 14375
A13 東華 15228 D13 田灣 17586 C17 炮台山 16780
A14 正街 16064 D14 石漁 19316 C18 維園 15191
A15 水街 16919 D15 黃竹坑 16589 C19 城市花園 15268

D16 海灣 16270 C30
D17 赤柱及石澳 22258
T08部份 蒲台島

總數 264675 總數 279182 總數 225038

17.65

21.17

18.61

22.33

15.00

18.0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金夫人馳馬徑以北

馬己仙峽道以東

正義道以西

摩星嶺道以北

西高山以北

田灣山以北

香港仔水塘以北

摩星嶺道以南

西高山以南

龍景街以西

田灣山以南

香港仔水塘以南

金夫人馳馬徑以東

南風道以南

深水灣道以南

黃泥涌峽道以南

大潭峽以南至馬塘坳

大浪灣以西

香港仔水塘以北

南風道以北

黃泥涌峽道以北

馬己仙峽道以西

城市花園以西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15.34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16.18 13.05

正義道以東

龍景街以東

長康街以西

電廠街以西

HK01 HK02 HK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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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C01 太古城西 17409 C03 鯉景灣 20356
C02 太古城東 18438 C04 愛秩序灣 19609
C14 柏架山 13823 C05 筲箕灣 14190
C15 寶馬山 15841 C06 阿公岩 21094
C20 和富 20029 C07 杏花邨 19181
C21 堡壘 14996 C08 翠灣 13420
C22 錦屏 16647 C09 欣藍 16853
C23 丹拿 15571 C10 小西灣 13760
C24 健康村 15611 C11 景怡 17027
C25 鰂魚涌 15200 C12 環翠 15135
C26 南豐 13727 C13 翡翠 15538
C27 康怡 14715 C30部份 西灣河 19454
C28 康山 14107 C33 興民 14908
C29 興東 19288 C34 樂康 13403

C30部份 西灣河 19454 C35 翠德 13340
C31 下耀東 17022 C36 漁灣 15243
C32 上耀東 13283 C37 佳曉 13749

總數 275161 總數 276260

18.42

22.1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8.34

22.01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大潭水塘道以北 大潭水塘道以北

正義道以西

龍景街以西

長康街以東

栢架山道以西

大浪灣以東
耀興道山坡(引水道以北)

栢架山道以東

15.95

東區走廄以西南(鯉景灣西

南)至愛秩序街以西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電廠街以東

城市花園以東

大潭峽以北

耀興道山坡(引水道以南)

東區走廄以東西(鯉景灣)至
愛秩序街以西

HK05

16.02

HK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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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01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J01 觀塘中心 17080 J11 寶達 24761 J05 坪石 13160
J02 九龍灣 13380 J12 秀茂坪北 21091 J06 雙彩 20120
J03 啟業 15646 J13 曉麗 20333 J07 佐敦谷 20715
J04 麗晶 16578 J14 秀茂坪南 19537 J08 順天 18715
J15 興田 17051 J25 景田 21353 J09 雙順 17769
J16 藍田 20752 J26 翠屏 19656 J10 安利 13399
J17 廣德 19830 J27 寶樂 15328 J33 淘大 17758
J18 平田 15777 J28 月華 13557 H04 鳳凰 15711
J19 栢雅 14509 J29 協康 16510 H05 鳳德 15699
J20 油塘東 21183 J30 康樂 16568 H06 龍星 19907
J21 油麗 17559 J31 定安 16210 H17 正愛 20535
J22 翠翔 18773 J32 牛頭角 15598 H18 正安 20203
J23 油塘西 20567 J34 樂華北 13843 H19 慈雲東 20124
J24 麗港城 23457 J35 樂華南 14319 H20 瓊富 19809

H21 彩雲東 14932
H22 彩雲南 12807
H23 彩雲西 11835
H24 池彩 15882
H25 彩虹 15107

總數 252142 總數 248664 總數 324187

14.21

16.58

19.89

18.52

21.61

25.93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4.41

16.81

20.17

牛頭角道以北

沙田坳道以東至新光中心

龍翔道以北至新光中心

觀塘道以南

清水灣道以東

秀茂坪道以南

清水灣道以西

KL02 KL03

觀塘道以北

牛頭角道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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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道以東及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H01 龍趣 13080 G01部份 馬頭圍 10000 E01 尖沙咀西 19275
H02 龍下 13892 G02 馬坑涌 19816 E02 佐敦東 21562
H03 龍上 20859 G03 馬頭角 14311 E03 佐敦西 20663
H07 新蒲崗 21427 G04 樂民 14851 E04部份 油麻地 16374
H08 東頭 16118 G05 常樂 16841 E05部份 富榮 14029
H09 東美 15304 G06部份 何文田 10943 E06部份 旺角西 14746
H10 樂富 14713 G11 啟德 20636 E07 富柏 19594
H11 橫頭磡 18042 G12 海心 15816 E08 奧運 18761
H12 天強 16424 G13 土瓜灣北 13160 E09 櫻桃 14727
H13 翠竹及鵬程 18355 G14 土瓜灣南 14900 E10 大角咀南 14501
H14 竹園南 15240 G15 鶴園海逸 19600 E11 大角咀北 17944
H15 竹園北 15836 G16 黃埔東 17945 E12 大南部份 5000
H16 慈雲西 19266 G17 黃埔西 20912 E15 旺角南 15829

G01部份 馬頭圍 6970 G18 紅磡灣 17949 E16 京士柏 21396
G06部份 何文田 10000 G19 紅磡  14907 E17 尖沙咀東 21160
G07 嘉道理 18927 G20 家維 17136 G09
G08 太子 16675 G21 愛民 14117
G09部份 九龍塘 10000 G22 愛俊 13714
G10 龍城 15018

總數 296146 總數 287554 總數 255561

14.60

17.04

20.44

19.74

23.69

16.43

19.17

23.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6.92

亞皆老街以南及

染布房街以東及

治民街以東至海濱南岸以東

亞皆老街以南(旺角段)
渡船街以西至窩打老道

西九龍走廊以西

欽州街西以南及聚魚道以南

沙田坳道以西

窩打老道以東至亞皆老街以北

KL06KL04 KL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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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E04部份 油麻地 5000 F01 寶麗 13275
E05部份 富榮 4029 F02 長沙灣 16243
E06部份 旺角西 5000 F07部份 南昌西 3097
E12部份 大南 16470 F08 富昌 16655
E13 旺角北 16075 F09 麗閣 15501
E14 旺角東 15444 F10 幸福 19692
F03 南昌北 21587 F11 荔枝角南 21522
F04 石硤尾及南昌東 20559 F12 美孚南 17724
F05 南昌南 19929 F13 美孚中 13580
F06 南昌中 21245 F14 美孚北 16599

F07部份 南昌西 10000 F15 荔枝角北 21395
F18 下白田 18674 F16 元州及蘇屋 21293
F19 又一村 15631 F17 李鄭屋 13069
F20 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 21325 S14 荔華(葵青) 14893
F21 龍坪及上白田 17663

G09部份 九龍塘 9115

總數 237746 總數 224538

12.83

14.97

17.96

13.59

15.85

19.02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欽州街以西欽州街以東

界限街以北至東鐵綫以西

清沙公路以南
青山公路(葵涌段)以南至華泰路以東

青葵公路以北

亞皆老街以西及北(旺角段)
窩打老道以西

渡船街以東

界限街以南至西九龍走廊

KL07 KL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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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R01 沙田市中心 21347
N01 聯和墟 20640 P01 大埔墟 15006 R02 瀝源 13050
N02 粉嶺市 20263 P02 大埔中 14196 R03 禾輋邨 18586
N03 祥華 17929 P03 頌汀 15335 R06部份 王屋 17960
N04 華都 19077 P04 大元 14808 R07 沙角 15057
N05 華明 17746 P05 富亨 16532 R08 博康 17186
N06 欣盛 21372 P06 怡富 16796 R09部份 乙明 14742
N07 盛福 18787 P07 富明新 14371 R10 秦豐 13630
N08 上水鄉郊 21385 P08 廣福及寶湖 13674 R11部份 新田圍 15281
N09 清河 20365 P09 宏福 13007 R12部份 翠田 15817
N10 御太 13027 P10 大埔滘 14219 R13 顯嘉 13639
N11 彩園 18724 P11 運頭塘 17657 R14 下城門 21544
N12 石湖墟 20344 P12 新富 15866 R15 徑口 19896
N13 天平西 13867 P13 林村谷 20933 R16 田心 15651
N14 鳳翠 14697 P14 寶雅 16030 R17 翠嘉 16077

N15部份 沙打 12327 P15 太和 16972 R18 大圍 20986
N16 天平東 18849 P16 舊墟及太湖 15185 R19 松田 19651
N17 皇后山 19533 P17 康樂園 15173 R20 穗禾 13956

P18 船灣 17314 R21 火炭 16982
N15部份 沙打 4000 R22 駿馬 13972

總數 308932 總數 287074 總數 33501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22.33

26.80

19.14

22.97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NTE01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20.60

24.71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17.91

八仙嶺、屏風山以北(現界)
北大刀屻以東北(現界)

大刀屻、觀音山以西(現界)

落馬州、麒麟山以東(現界)
雞公嶺以東北(現界)

新娘潭道以西

吐露港公路以西(香港科學園)
環迴西路以北(中文大學)

赤泥坪以北
新娘潭道以東(船灣郊野公園)

大刀屻、觀音山以東(現界)
北大刀屻以南(現界) 赤泥坪以南

環迴西路以南(中文大學)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19.4216.64

獅子山隧道公路以東北至

沙田路以北至

城門河以北
吐露港公路以東(香港科學園)

NTE02 NTE03

八仙嶺、屏風山以南(現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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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4 第一城 15855 Q02部份 白沙灣 2000 Q01 西貢市中心 12944
R05 愉城 15197 Q04 坑口東 15734 Q02 白沙灣 16543

R06部份 王屋 0 Q05部份 坑口西 0 Q03 西貢離島 11689
R09部份 乙明 0 Q06 寶軍 17278 Q05 坑口西 16588
R11部份 新田圍 2000 Q07 維都 22862 Q12部份 南安 22872
R12部份 翠田 0 Q08 健善 20548 Q13部份 康景 9738
R23 頌安 21288 Q09 彩健 19584 Q14部份 翠林 17757
R24 錦濤 19257 Q10 澳唐 16974 Q15 寶林 17310
R25 馬鞍山市中心 21400 Q11 富君 17575 Q16 欣英 19650
R26 利安 21309 Q12部份 南安 0 Q17 運亨 21176
R27 富龍 19323 Q13部份 康景 10000 Q18 景林 18028
R28 錦英 19443 Q14部份 翠林 0 Q19 厚德 18742
R29 耀安 17127 Q22 尚德 19252 Q20 富藍 18203
R30 恒安 20992 Q23 廣明 19310 Q21 德明 19952
R31 鞍泰 20562 Q24 環保 14572 P19 西貢北 12681
R32 大水坑 18338
R33 愉欣 16541
R34 碧湖 20526
R35 廣康 12950
R36 廣源 14019

總數 296127 總數 195689 總數 253873

13.05

15.66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6.92

20.31

23.69

23.69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4.7211.3417.17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寶寧路以北

西貢東及西郊野公園

樟木頭、烏溪沙以東

樟木頭、烏溪沙以西

獅子山隧道公路以西南至

沙田路以南至

城門河以南 影業路以東

碧水新村以南

將軍澳隧道以北

昭信路以西及北

寶寧路以南

影業路以西

清水灣道以西

碧水新村以北

將軍澳隧道以南

昭信路以東及南

清水灣道以東

NTE06NTE04 NTE05

第 2 頁    NTE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M10部份 屏山北 3000 M01 豐年 21555 L01 屯門市中心 17174
M11部份 廈村 10000 M02 水邊 17682 L02 兆置 20882
M12 天盛 22771 M03 南屏 17285 L03 兆翠 21598
M13 瑞愛 18831 M04 北朗 16352 L04 安定 16113
M14 瑞華 18181 M05 元朗中心 20183 L05 友愛南 14341
M15 頌華 14236 M06 鳳翔 20421 L06 友愛北 14338
M16 悅恩 18783 M07 十八鄉北 21514 L07 翠興 17126
M17 富恩 20458 M08 十八鄉南 22673 L11 新墟 16857
M18 逸澤 18752 M09部份 屏山南 12226 L12 三聖 19738
M19 天恒 22228 M10部份 屏山北 19258 L13 恆褔 20091
M20 宏逸 19928 M27 錦綉花園 15425 L14 富新 14812
M21 晴景 17983 M28 新田 21229 L15 悅湖 13971
M22 嘉湖北 22901 M29 錦田 10324 L16 兆禧 13139
M23 慈祐 21596 M30 八鄉北 12072 L17部份 湖景 10000
M24 天耀 20410 M31 八鄉南 16151 L20部份 龍門 15195
M25 嘉湖南 19399 L27部份 景峰 9573
M26 頌栢 15483 L09 景興 14755

L10 興澤 16064

總數 304940 總數 264350 總數 285767

天慈路以東
落馬州以西(現界)

麒麟山、雞公嶺以西(現界)
北大刀屻至大帽山以西(現界)

天慈路以西

濕地公園路至尖鼻咀

洪水橋以東北

大欖涌水塘以北(現界)
田夫仔以南(現界)
清快塘以北(現界)

石排頭路、震寰路、青田路以南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NTW01 NTW02 NTW03

龍門路、青雲路、鳴琴路以東

青山公路(嶺南路以南)
下白泥以東至洪水橋

大帽山至田夫仔以北(現界)

尖鼻咀西至下白泥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7.43

20.33

24.40

15.11

17.62

21.15

19.05

22.86

16.33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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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L08 山景 18418 K01 德華 20527 S01 葵興 19405
L17部份 湖景 4331 K02 楊屋道 19327 S02 葵盛東邨 18384
L18 蝴蝶 17631 K03 海濱 18826 S03 上大窩口 12990
L19 樂翠 14969 K04 祈德尊 14217 S04 下大窩口 14028

L20部份 龍門 4000 K05 福來 13461 S05 葵涌邨北 17518
L21 新景 15121 K06 愉景 16644 S06 葵涌邨中 14636
L22 良景 14473 K07 荃灣中心 14168 S07 石蔭 21136
L23 田景 17816 K08 荃威 18273 S08 安蔭 16396
L24 寶田 21235 K09部份 麗濤 20502 S09 新石籬 18881
L25 建生 16318 K10 麗興 10000 S10 石籬 19400
L26 兆康 17017 K11 荃灣郊區西 20873 S11 大白田 21492

L27部份 景峰 10000 K12 荃灣郊區東 20798 S12 葵芳 18635
L28 富泰 18203 K13 綠楊 14409 S13 華麗 16136
L29 屯門鄉郊 22958 K14 梨木樹東 21602 S15 祖堯 16584

M09部份 屏山南 4000 K15 梨木樹西 13905 S16 興芳 20231
M11部份 廈村 4244 K16 石圍角 13529 S17 荔景 14638

K17 象石 13351 S18 葵盛西邨 18580

總數 220734 總數 284412 總數 299070

和宜合道、青山公路、德士

古道、靑荃路以南

靑荃路西至青龍頭

斧山以西

九華徑以西

青衣島以東

青龍頭以西
清快塘以南(現界)

大帽山至田夫仔以(現界)
和宜合道、青山公路、德士

古道、靑荃路以北

14.72

17.66

下白泥以西至洪水橋以南

青龍頭以西

石排頭路、震寰路、青田路以北

龍門路、青雲路、鳴琴路以西

包括洪水橋

NTW04

青山公路(嶺南路以北)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2.61 16.25

18.96

22.75

17.34

19.94

23.93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NTW05 NTW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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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代號 選區名稱 估計人口

K09部份 麗濤 10502 T01 大嶼山 19169
S19 安灝 21260 T02 逸東邨北 21457
S20 偉盈 19853 T03 逸東邨南 17712
S21 青衣邨 14846 T04 東涌北 22048
S22 翠怡 19334 T05 東涌南 18558
S23 長青 19097 T06 愉景灣 17560
S24 長康 18515 T07 坪洲及喜靈洲 7748
S25 盛康 13350 T08部份 南丫及蒲台 6095
S26 青衣南 19175 T09 長洲南 12870
S27 長亨 13669 T10 長洲北 12769
S28 青發 19195
S29 長安 14050

總數 202846 總數 155986

南丫

長洲

赤立角國際機場

青衣島

馬灣

大嶼山東北部

大嶼山

坪洲

喜靈洲

民選議席

基數17250
民選議席

基數15000
民選議席

基數12500

11.76

13.52

16.23

9.04

10.40

12.48

民選議

席   基數
民選議

席   基數
民選議

席   基數

NTW07 NTW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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