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局長在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記者會開場發言（只有中文）（附圖／短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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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五月二日）下午就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舉

行記者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亦有出席。以下

是陳國基、林定國資深大律師、曾國衞和麥美娟的開場發言：  

  

行政長官：我們會就各項細節向大家介紹，首先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

長就區議會的定位和職能等細節作出介紹。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多謝行政長官，重塑區議會的具體措施有幾

項，我會先介紹頭三點，即區議會優化後的諮詢及服務職能、區議會的

組成、以及由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的安排。  

  

  區議會職能優化方面，區議會一定要重回《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

定的非政權性區域諮詢組織定位，以維護國家安全為首位，並充分體現

行政主導的原則；同時亦須提升其有效暢通民意的功能，優化其諮詢及

服務職能。  

  

  我們列舉了九項諮詢職能，強調區議員應定期與市民接觸，多方面

收集市民意見，尤其要做好提供地區服務，包括諮詢或轉介個案等。亦

要在政府統籌下，與其他組織、地區諮詢組織、服務組織配合，令對區

內市民的服務達到最佳效果。  

  

  總括來說，改革後的區議會擔當配合政府的角色，協助政府掌握地

區脈搏，這是非常重要，幫我們為社區把脈，令政府能更有效地策劃地

區服務；同時亦協助凝聚民心；以及為區內居民提供不同的諮詢和轉介

服務。  

  

  在重塑後，區議會的角色會更為清晰和全面，以確保地區治理的工

作更到位。  

  

  重塑後的區議會，區議會主席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擔任，正如剛才

行政長官所說，這能更好發揮領導及協調作用。主席獲賦權（1）制訂

會議常規、（2）委任委員會、（3）委任區議員擔任委員會的主席及



（4）委任非區議員的人士成為委員會的增選委員等。  

  

  這個安排體現行政主導，更重要是確保區議會工作能夠配合政府施

政。在地區內，區議會、三個地區委員會（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關愛隊」（「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

及地區管理委員會統一由政府領導，令政府在統籌地區工作上更有效，

提升地區治理水平，最終協助市民在社區裏好好生活。  

  

  重塑區議會的組成方案方面，議席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區議

會地方選區和當然議員組成。區議會的議席數目如行政長官所說，與現

時相若，將會有 470 席。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區議會地方選區的議

員數目比例大約是 4:4:2，另加 27 個新界區議會當然議員。  

  

  有多種產生方式的區議員，讓愛國愛港而且有志服務地區的人士可

透過多種渠道參與區議會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從不同渠道收集意見可

使政府更立體考慮問題，有助制定更合適的政策。居民在尋求區議員協

助不需局限於地方選區的區議員，亦可以向不分選區的委任及地區委員

會界別的議員求助，有更多人可以幫到市民。  

  

行政長官：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介紹區議會的產生方法和其他相關

內容。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謝行政長官。大家好，接下來我會簡介區議

會經重塑後的產生辦法，以及與區議會選舉相關的安排。  

  

  今次重塑區議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的設計和設定主要有幾個目標：

首先，我們要令區議會去政治化，重回《基本法》的初心定位。此外，

我們要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確保區議會牢牢掌握在愛

國者手中，同時，我們亦會透過不同途徑和方式產生議席，從而廣納不

同界別、不同專業有志服務社區而又愛國愛港的人士共同參與區議會的

工作，提升特區的地區治理效能。  

  

  剛才行政長官和麥局長都提到，新一屆區議會的議席總數是 470

席，與現時的 479 席相若，令區議會可以繼續有效履行各項職能。新的

區議會組成共有四種方式，分別為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區議會

地方選區選舉，以及當然議席。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和區議會地方選

區的議員數目大約為 4:4:2 的比例，再加上 27 名由鄉事委員會主席擔任

的當然議員，共 470 席。區議會將包含具不同專長及地區經驗的議員，



能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考量。區議會亦可從不同渠道收集意見，使

政府全面考慮地區事務，有助制訂合適的社區政策，有利提升地區管治

效能，實現良政善治。  

  

  在委任方面，179 個議席將會由行政長官親自委任。行政長官會根

據用人唯才的原則，按照區情及地區行政發展需要，委任具才幹的愛國

愛港人士擔任區議員。委任議席亦可吸納一些有志服務社區並有不同專

業技能和經驗的人士參與，加強區議會的履職效能。  

  

  在地區委員會界別方面，176 個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席，將由 18 個地

方行政區當區的「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

區委員會」，統稱「三會」的委員，以「全票制」選出各區的區議員。

「三會」的委員均為愛國愛港人士，長期扎根地區，熟悉區情，可按整

個地方行政區的需要選出合適的區議員，而候選人在爭取支持時，亦需

要展現能夠照顧香港整體利益和圑結地區各界的能力。  

  

  引入委任和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可有助矯正現行制度下區議員容

易以政治及民粹掛帥的問題，以不同途徑廣納賢能，突破小選區利益局

限性的思維，促進區議會以大局思維進行理性討論，有助確保區議會回

歸民生主導的非政權性區域諮詢組織的定位。  

  

  在地方選區直選方面，將會有 88 個議席。政府建議將全港分為 44

個區議會地方選區，採用「雙議席單票制」，由當區地方選區選民選

出。過往一直有意見認為區議會選區過小，議員以鄰為壑，缺乏大局意

識。重劃後的區議會選區將合併成 44 個較大選區，候選人將需要爭取更

大範圍的居民支持，可令議員更具大局思維，更宏觀地處理地區事務。  

  

  在選舉方法方面，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的候選人需獲得當區「三

會」每會各三名委員的提名，但本身無須為「三會」委員。當區「三

會」委員將按「全票制」投選地區委員會界別的議員。  

  

  至於區議會地方選區選舉，候選人同樣需得到當區「三會」每會各

三名委員的提名，另外，亦需獲得最少 50 名參選選區的選民提名。當區

選民將按「雙議席單票制」選出地方選區議員。  

  

  必須強調的是，加入「三會」委員的提名要求，可確保候選人是有

志於扎根地區，有能力服務地區的人士。「三會」委員是社區內的重要

持份者，而且心繫社區，又熟知區情，由他們負責提名候選人，可強化



候選人的代表性，確保他們真正了解地區事務，並增強「三會」與區議

會的聯繫，有利各方緊密合作。  

  

  在資格審查方面，區議會的主要職能為協助政府收集民意，落實政

策措施，回應民眾訴求，是特區政治體制和治理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必須要確保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為此，特區政府將設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區議會資格審查

委員會」。委員會會由兩至四名官守成員和一至三名非官守成員所組

成。  

  

  所有區議員，無論以何種方式產生，都必須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

審查確認，方可進行參選、獲委任或成為當然委員。委員會會裁定有關

人士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在有需要

時，委員會可徵詢特區國安委（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意見，而有關「擁護、效忠」的具體要求已在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

及通則條例》訂明相關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以供客觀的審別。  

  

  至於選區劃界方面，由於今次區議會改革的時間緊迫，政府會按照

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暫停由選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就第七屆

區議會選區進行的劃界的工作，改由政府當局直接負責。今次屬一次性

安排，往後的劃界工作將仍然會交由選管會負責。  

  

  由於 18 個地方行政區將維持不變，而按照現時檢討的建議，地方選

區的議席數目是 88 個，在採用「雙議席單票制」下，將有 44 個地方選

區。政府會將現時的 452 個區議會選區重新組合，適當地將相連的選區

合併成為 44 個較大的地方選區，以保留社區的完整性。  

  

  政府現時所提出的劃界建議，已考慮各個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社

區獨特性、地方聯繫，以及有關地方行政的特徵等。  

  

  上述劃界方案將會列入今次改革所涉及的修訂條例草案裏，供立法

會審議。  

  

  我的介紹先到這裏。  

  

行政長官：再請麥局長向大家講述區議員的薪金和津貼，以及履職監察

制度。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在重塑後的區議會，為支持區議員可以履行各

項地區工作，現時為區議員提供的酬金、各項津貼、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等，將維持在現時相若水平。  

  

  另外，整個地區治理工作的目標，就是要令市民能夠得益，所以我

們希望區議會能夠好好掌握地區脈搏，亦可以加強統籌協調地區事務。

如何令到市民直接得益呢？當然就是要有一個履職盡責的區議會。這不

單是讓市民在選舉時行使投票權，更重要是在區議員任期內，每一個區

議員都是履職盡責服務市民，以及收集和反映他們的意見。  

  

  所以引入區議員履職監察機制，會對一些行為表現不符合公眾期望

的區議員啓動調查，加強對區議員工作的問責性和工作的透明度。這個

機制會由民青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在接收到當區區議會主

席，或當區區議會動議後，啓動「監察委員會」制度，透過「監察委員

會」進行調查，按調查建議對有關區議員作出處理。  

  

  若涉事區議員認為處理不公，他可以向政務司司長提出上訴。民青

局局長將制訂公開的行政指引，說明區議員應有的表現，以及列出負面

行為清單，具體說明哪些行為或構成展開調查的理由。  

  

  整個履職監察制度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希望有一個切實履職盡責

的區議會，令市民不單在選舉時可行使投票權，更可以在區議員任期

內，確保每一名區議員盡責地反映市民的意見，協助政府掌握社區的脈

搏，更好地做好地區服務，令每一個市民都能受惠。  

  

行政長官：請律政司司長介紹在法律修訂方面的工作。  

  

律政司司長：謝謝行政長官。特區政府正積極進行《2023 年區議會（修

訂）條例草案》的草擬工作，今次修例共涉及六條主體法例及 14 條附屬

法例。其中最主要是會修訂《區議會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主要涉及六

方面的範疇：（一）修訂區議會的職能、（二）修訂區議會的組成方

法、（三）加入有關委任及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的條文、（四）修訂區

議會地方選區議員產生辦法的相關條文、（五）設立區議會資格審查委

員會，以及（六）加入監察區議員履職情況及進行相關調查及處理的條

文等。我們亦會在《條例草案》中同時修訂或廢除其他條例及相關的附

屬法例，以配合落實與產生辦法及資格審查相關的選舉安排。以上是我

就立法工作的一些簡介。  



  

行政長官：請政務司司長講述政府將成立的地區治理架構和相關事宜。  

  

政務司司長：謝謝行政長官。為了回應市民需要，政府需要加強地區治

理工作領導和統籌力度，我們會強化高層領導和工作架構。我們將會設

立由我，即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領導地區治理

整體策略、政策和措施。同時，我們會把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

事項統籌工作組」重新定位，將其改名為「地區治理專組」，以負責統

籌和指揮各政策局和部門的地區工作。我現在為大家逐一介紹一下。  

  

  首先是由我主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是新成立的架構，統

領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地區治理工作，職權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第

一，制訂策略的方針、具體政策措施以及工作優次；第二，理順在區內

實施的政策和措施；第三，審視工作成效，就政策措施的推行情況和資

源調配等提供指導性的意見。我們預計在年中，領導委員會便會成立並

舉行第一次會議。領導委員會的常設部門代表將主要是民生部門，與市

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視乎需要，我們或會增補其他政策局或部門。詳

情我們稍後會公布。  

  

  在高層領導和監督下，領導委員會會確保地區治理架構下，各個板

塊所制訂的政策措施能相互協調和配合，從而達致預期的效果，及時回

應市民的訴求。  

  

  至於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專組」，會取代現時的「地

方行政督導委員會」和「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現時的「地方行政督

導委員會」是由民青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以

及各相關部門高層代表組成，這個委員會提供一個平台作跨部門討論和

協商，共同致力處理街道管理等地區問題。而現時的「地區事項統籌工

作組」則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以及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高層代表組

成，這個工作組就「老、大、難」的地區環境衞生和市容問題作出督導

和統籌。  

  

  在新的地區治理架構下，我們將通過整合現有的督導委員會和統籌

工作組，成立「地區治理專組」，以全局觀和更宏觀的角度考慮各種地

區問題。這個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專組，將根據由我主持的領導委員

會所定下的策略方針，指揮和統籌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地區工作。專組

能有效協調和理順不同部門落實地區工作，解決一些需要跨部門或跨區

處理，又或需要部門作彈性安排或酌情處理的地區問題。我們預計在今



年年中，專組就會成立並舉行第一次會議。專組的常設部門代表將主要

是民生部門，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視乎需要，這個組亦會增補其

他政策局或部門。詳情我們稍後會公布。  

  

  大家在這張幻燈片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我們強化後的地區治理架

構，最頂層是由我主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到下一層即由政務

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專組」，以至再下一層的民政事務專員，以

至「三會」、區議會等不同單位之間的關係。  

  

  總括來說，這次完善地區治理工作，具體來說有五大方面的好處。  

  

  第一，優化區議會職能和區議會主席。改革後的區議會會令政府能

更有效地策劃和推展地區服務，亦因區議會不再有管理或撥款審批職

能，這些職能回歸政府，符合行政主導，並可有效防止部分區議員濫用

有關權力，阻礙政府施政。而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可

確保地區事務進行諮詢的主導權在政府手中，亦可更好地統籌區議會、

「三會」及「關愛隊」，令他們互相配合，產生協同效應，目的是更有

效服務市民。  

  

  第二，完善區議會組成及產生方法，讓愛國愛港而且有志服務地區

的人士，有多渠道參與區議會工作。更多有專業知識、各方經驗及有能

人士可進入區議會，為市民服務。他們可以從不同渠道收集意見，可使

政府更立體地考慮問題，有助制訂更合適的政策。居民求助時，有更多

具能力和不同經驗的區議員可幫助他們。引入委任和地區委員會界別的

議員，可有效矯正現行制度下，區議會以政治及民粹議題掛帥的問題。

我們要指出，區議會組成不是越多選舉越好，而是要有合適的方法，讓

合適的人加入區議會，服務市民。是次建議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和

地方選區產生的議員比例為 4:4:2，正正是要平衡區議會地方選區和整個

地方行政區的利益，讓區議員不受小選區利益的局限，反而更宏觀地反

映地區意見。  

  

  而地方選區擴大，有利於整體思維，鼓勵大局觀，更宏觀地處理地

區問題。此外，地區委員會界別及區議會地方選區選舉需要「三會」提

名，以及地方選區選舉採用「雙議席單票制」，可增加政治局面的穩定

性，並且更能有效反映大部分市民的意見。  

  

  第三，引入資格審查機制，可確保「愛國者治港」。所有加入區議

會的人，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區議會不會再成為鼓吹「港



獨」平台並危害國家安全，回復以民為重。  

  

  第四，履職監察機制，可回應市民的訴求。市民不單在選舉時可行

使投票權，更可在區議員任期內，持續監察議員的表現，確保每一名區

議員盡責履職，符合市民期望，這樣將會令所有區議員同心合力，更主

動地盡心盡力服務市民。  

  

  最後，第五，強化地區治理架構。新設立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

會」，能確保地區治理架構下，各板塊的政策措施相互協調和配合，並

以全局觀和更宏觀角度考慮各地區問題，能更有效和及時回應市民訴

求。「地區治理專組」可有效促進政府部門之間就地區工作的協調和合

作，快速制訂並指揮合適應對措施。  

  

  總括來說，整個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目的就是要更好地服務香

港市民，讓整體社會受益。  

  

完  

2023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