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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  
選舉開支限額及財政資助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選舉開支限額及財

政資助計劃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立法會議員過往就此等事宜

所作的討論。  
 
 
背景  
 
區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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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中可由候選人

或由他人代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當局會在每次區

議會一般選舉之前檢討選舉開支限額。  
 
3.  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45條訂立的《選

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選舉 )規例》訂明，在區議會選舉中，可

由一名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限額現為53,800元。  
 
區議會選舉的財政資助計劃  
 
4.  當局最先在 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為選舉候選人提供財

政資助，並由 2007年區議會選舉起，把該計劃推展至區議會選

舉的候選人。政府當局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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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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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立法會在 2007年 1月 17日通過的《 2007年區議會

(修訂 )條例》，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若當選或取得 5%或以上有效

選票，均符合資格獲得財政資助。目前，在有競逐的選區，候

選人所獲資助為下述金額最低者     
 

(a) 按該名候選人所獲有效選票總數乘以指明的資助額 (目
前定為每票 12元 )而計算所得款額；  

 
(b) 選舉開支限額的 50%；或  
 
(c) 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  
 

在無競逐的選區，候選人所獲資助為下述金額最低者     
 

(a) 按選區登記選民數目的 50%乘以指明的資助額 (目前定

為每名登記選民 12元 )而計算所得款額；  
 
(b) 選舉開支限額的 50%；或  
 
(c) 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  

 
 
過往就選舉開支限額所作的討論  
 
釐定選舉開支限額  
 
6.  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曾在 1999年 4月
19日、2003年 1月20日、2007年 2月8日及 6月 21日、2011年 2月 21日
及 4月 18日的會議上，討論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事宜。於

1999年為研究與區議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而在內務委員會之

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亦曾就相關事宜作出討論。  
 
7.  1999年 4月，政府當局建議把 1999年第一屆區議會選舉

的選舉開支限額定於 45,000元，與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水平相

同。議員贊成有關建議。  
 
8.  政府當局在 2003年 1月建議，鑒於在 1999年區議會選舉

中，大部分 (86%)候選人的競選開支並沒有超出訂明限額，因此

應把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維持在 45,000元的水

平。議員並沒有就有關建議提出反對。  
 
9.  2007年 2月，政府當局就 2007年區議會選舉的擬議選舉

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建議把選舉開支限額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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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5,000元的水平，或把限額上調至 48,000元的水平，以反映自

上次在 1994年修訂該限額至今的通脹幅度。部分議員認為，由

於區議會選區細小，且自 2003年區議會選舉後，進行競選活動

的費用並無大幅增加，因此選舉開支限額應維持不變。部分其

他議員則認為，宜按通脹把選舉開支限額上調至 48,000元。政府

當局其後把限額上調至 48,000元，並在2007年區議會選舉時採用

該限額。  
 
10.  2011年 2月，政府當局提出初步建議，指鑒於 2008年至

2011年的預測通脹率為 11%，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應由 48,000元增至 53,000元 (即增加 11%，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

元 )。部分議員促請政府當局進一步上調選舉開支限額，以更清

楚反映預期的通脹。經考慮 2011年的預測通脹率後，政府當局

其後建議把選舉開支限額相應調高 12%至 53,800元 (四捨五入至

最接近的百元 )。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選舉開支限額增幅已考

慮 到 2007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中 候 選 人 的 開 支 模 式 ， 其 中 大 部 分

(94.4%)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不超過選舉開支限額的 90%。 2007年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所申報的選舉開支詳情載於附錄 I。  
 
11.  部分議員對上調選舉開支限額的建議表示有所保留，認

為此舉會對經濟環境不富裕的候選人不利。然而，亦有另一種

意見認為，訂立選舉開支限額會窒礙民主的發展，應放寬現時

對選舉開支限額的限制，以鼓勵商界及專業界別的候選人參與

選舉。  
 
12.  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選舉開支限額增幅已考慮到

2007年區議會選舉及最近 6次區議會補選中候選人的開支模

式，以及預計的累積通脹。政府當局認為，香港的選舉開支限

額設定在合理而非偏高的水平，因此，資源充裕的政黨所進行

的競選活動並不會令資源較少的政黨及獨立候選人的競選活動

失色。  
 
選舉開支限額的計算基礎  
 
13.  部分議員詢問，當局在釐定選舉開支限額時，有否考慮

區議會選區的選民人數及區議會選區所覆蓋的地域範圍。  
 
14.  政府當局表示，選舉開支限額並不是以選民人數作為釐

定基礎。當局在劃定區議會選舉各選區的分界時，亦已考慮各

區的人口分布情況，而區議會選舉各選區人口的差距，並非如

立法會選舉各選區人口的差距一樣顯著。當局是以預計候選人

會招致的實際開支 (例如在印製介紹單張、宣傳橫額及交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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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支出 )，並參考最近區議會選舉各候選人所申報的開支項

目，作為釐定區議會選舉開支限額的基礎。就數量可能會隨選

區選民數目而變更的開支項目 (例如傳單 )而言，當局在計算這些

開支項目的數量時，是以人口最多的選區所需的數量作為基

礎。政府當局強調，訂立選舉開支限額，是為了讓選舉候選人

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只要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不超過訂明限

額，候選人花費多少，也不會受到限制。  
 
15.  部分議員認為，當局劃一採用相同的選舉開支限額，會

對人口眾多的選區的候選人所進行的競選活動，構成不公平的

限制。政府當局認為，所有區議會選區採用同一選舉開支限額

屬恰當做法，因為區議會選區較立法會地方選區為小，而且大

部分區議會選區的人口偏離標準人口基數 (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

標準人口基數為 17 282人 )的幅度在±25%的範圍內。  
 
 
過往就財政資助計劃所作的討論  
 
財政資助額  
 
16.  財政資助計劃在 2007年的區議會選舉中首次推展至

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政府當局當時建議，須付予每名候選人

的財政資助額上限為候選人實際選舉開支的 50%。部分議員認為

可把資助額提高，例如增加至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實際選舉開支

的 75%，以鼓勵更多人加入競選。  
 
17.  政府當局表示，雖然財政資助計劃的目的是鼓勵更多政

治人才參選，但政府當局認為候選人應承擔部分選舉開支。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中，超過八成候選人花費少於 40,000元。作為

向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提供財政資助的第一步，政府當局認為把

資助額的上限訂為實際選舉開支的 50%，是合理的做法。有關的

資助額亦與其他地方推行的類似計劃相若。  
 
18.  2011年 2月，政府當局就 2011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財

政資助額由每票 10元增至每票 12元的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的

意見。另一方面，根據 2011年 3月 5日獲立法會通過的《 2011年
立法會 (修訂 )條例》，立法會選舉的資助額由以往的每票11元或

申報選舉開支的 50%(以較低者為準 )，修訂為每票 12元或選舉開

支限額的 50%(以較低者為準 )，但資助額不得超逾候選人名單或

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 2011年 4月，政府當局建議就 2011年
區議會選舉的財政資助採納相同的修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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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進一步增加對區議會選舉候

選人的財政資助，以鼓勵更多政治人才參選。政府當局表示，

區議會選舉的資助額按建議調高後將與立法會選舉的資助額看

齊。該建議可讓候選人有更多空間爭取財政資助。  
 
須付款額的計算  
 
20.  事務委員會討論把財政資助計劃由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推展至 2007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當局建議時，部分議員認

為，在計算須付的財政資助額時，不應包括候選人所接受的選

舉捐贈，以免減低候選人向政黨及其他人士爭取捐贈和贊助的

意願。  
 
21.  政府當局接納議員的意見，最後不把選舉捐贈納入計算

財政資助額的公式中，並在須向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支付的財政

資助額計算公式中，作出類似的修改。  
 
22.  議員問及成功當選的候選人可否把任何剩餘或未使用

的捐贈用來支付日後的地區工作開支，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

如 候 選 人 接 受 了 50,000 元 的 捐 贈 ， 而 他 所 使 用 的 款 項 達 到

48,000元的指明選舉開支限額，他便須把剩餘或未使用的捐款

(2,000元 )給予慈善機構。如候選人接受了 48,000元的捐贈，在選

舉 期 間 悉 數 使 用 這 筆 款 項 ， 並 根 據 財 政 資 助 計 劃 成 功 申 索

24,000元，他會獲准保留 24,000元的資助，作日後地區工作之用。 
 
向候選人提供其他形式的協助  
 
23.  在 2011年 2月及4月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議員

建議，作為提供予候選人的另類財政資助，政府應考慮購買廣

播時間，供候選人作競選之用。政府當局認為，現時向候選人

提供的財政資助已經足夠。若政府資助候選人透過電子傳媒進

行競選活動，將難以禁止資源充裕的政黨或個別候選人安排播

放更多政治／選舉廣告，繼而對經濟環境不太富裕的候選人更

為不利。為確保選舉以公開、公平及廉潔的方式進行，政府當

局當時表示，不會容許候選人在電子傳媒發放選舉廣告。  
 
24.  有建議認為，政府當局應以資助券形式向候選人提供資

助以取代免付郵資的安排，藉此在派發選舉相關材料方面向候

選人提供財政誘因和更大彈性。亦有建議認為，政府當局可考

慮把免付郵資寄發宣傳信件的開支數額計入候選人的選舉開支

限額內，或向那些選擇不向相關選區／界別內的每名選民寄出

上述信件的候選人提供相同金額的資助回扣。政府當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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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所獲得的財政資助額，取決於他或她的所得票數。若以

現金形式向候選人提供財政資助以取代免付郵資，這做法並不

可行。政府當局會考慮在日後的選舉中以資助券形式向候選人

提供資助的建議。  
 
 
新近發展  
 
25.  政府當局建議，在 2015年 2月 16日的下次會議上，就

2015年 11月舉行的第五屆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財政資助額及選

舉開支限額，徵詢事務委員會對當局所提建議的意見。  
 
 
相關文件  
 
26.  相關文件及會議紀要一覽表載於附錄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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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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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7 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  
 

所申報的選舉開支佔選舉開支限額的百分比
候選人數目的

百分比 

10%或以下 [$4,800 或以下] 2.6% (24) 

超過 10% - 20% [$4,801 - $9,600] 2.1% (19) 

超過 20% - 30% [$9,601 - $14,400] 4.4% (40) 

超過 30% - 40% [$14,401 - $19,200] 5.1% (46) 

超過 40% - 50% [$19,201 - $24,000] 9.7% (88) 

超過 50% - 60% [$24,001 - $28,800] 15.1% (137) 

超過 60% - 70% [$28,801 - $33,600] 22.6% (205) 

超過 70% - 80% [$33,601 - $38,400] 19.2% (175) 

超過 80% - 90% [$38,401 - $43,200] 13.6% (124) 

超過 90% - 100% [$43,201 - $48,000] 5.6% (51) 

最低選舉開支 $55 

中位數 $31,561 

最高選舉開支 $47,881 

候選人總數 909 

註：  2007 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為

$48,000。括弧內數字為候選人數目。  
 
 
 
KL0152 

 

附錄 I 



附錄 II 
 

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及財政資助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9年 4月 19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議會紀要 

與 區 議 會 選 舉 有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小 組 委

員會 

 

1999年 5月 24日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1999年 5月 28日  
 

與區議會選舉有關的附屬

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月 20日  
(議程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7年 2月 8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7年 6月 21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2月 21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4月 18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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