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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 F 
深水埗區 

書面/口頭申述摘要 
 

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1 所有選

區  
 

2 - 支持深水埗區各選區的臨

時建議。  
 

支持的意見備悉。  
 

2 所有選

區  
 

1 - (a)  支 持 選 區 F02( 長 沙

灣 ) 、 F07( 南 昌 中 ) 、
F10(麗閣 )、 F13(荔枝

角 中 ) 、 F18( 荔 枝 角

北 )、 F22(龍坪及上白

田 )及 F24(又一村 )的
臨時建議。  
 

項目 (a) 
支持的意見備悉。  

    (b)  反對選區 F01(寶麗 )、
F19(元州 )及 F21(李鄭

屋 )的臨時建議，並建

議：  
 
 將選區 F01(寶麗 )的

元 州 邨 第 五 期 轉 編

入選區 F19(元州 )；  
 

 將選區 F19(元州 )的
保安道、長發街、元

州 街 及 興 華 街 一 帶

的 私 人 樓 宇 和 冠 榮

大 廈 轉 編 入 選 區

F01(寶麗 )，以減少

社區差異；及  
 
 因應選區 F21(李鄭

屋 )的人口較少，將

選區 F01(寶麗 )的懷

惠道、東沙島街、青

山 道 及 東 京 街 一 帶  

項目 (b)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申 述 建 議 所 影 響 的人

口 (10 696 人 )較臨時建

議 (980 人 ) 多 9 716
人；及  
 

(ii)  劃 界 建 議 須 基 於 人口

分 布 和 相 關 地 區因素

的考慮，選區由多於一

個 社 區 組 成 ， 實 屬難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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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轉編入選區 F21(李
鄭屋 )。  
 

 

    (c)  反對選區 F20(蘇屋 )及
F21(李鄭屋 )的臨時建

議 ， 並 建 議 將 選 區

F21(李鄭屋 )的整個茶

花 樓 轉 編 入 選 區

F20(蘇屋 )。  

項目 (c) 
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根據

臨時建議，其實整個蘇屋

邨 (包括茶花樓 )均屬於選

區 F20(蘇屋 )，故此茶花樓

的 人 口 亦 已 包 括 在 選 區

F20(蘇屋 )之內。選管會會

就 選 區 F20( 蘇 屋 ) 及

F21( 李 鄭 屋 ) 的 建 議 分 界

作出技術性修訂。  
 

    (d)  反 對 選 區 F03( 南 昌

北 ) 、 F04( 石 硤 尾 ) 、
F05(南昌東 )、 F23(下
白田 )及 F25(南山、大

坑東及大坑西 )的臨時

建議，並建議：  
 
 將選區 F03(南昌北 )

內 大 埔 道 以 北 的 樓

宇 轉 編 入 選 區

F04(石硤尾 )，以反

映 兩 區 不 同 的 生 活

圈子；及  
 

 將選區 F04(石硤尾 )
的 石 硤 尾 邨 美 如 樓

及 美 映 樓 轉 編 入 選

區 F23(下白田 )而非

F25(南山、大坑東及

大坑西 )以平衡人口

差異。而且該兩座樓

宇 的 部 分 居 民 是 由

選 區 F 2 3 (下 白 田 )
的 白 田 邨 遷 移 至

此，而選區 F23(下  

項目 (d)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如將選區 F03(南昌北 ) 

內 大 埔 道 以 北 的樓宇

轉編入選區 F04(石硤

尾 ) ， 所 影 響 的 人 口

(2 718 人 )較臨時建議

(1 191)多 1 527 人；  
 

(ii)  如將選區 F04(石硤尾 )
的 石 硤 尾 邨 美 如樓及

美 映 樓 轉 編 入 選 區

F23( 下 白 田 ) ， 選 區

F23( 下 白 田 ) 的 人 口

(20 817 人 )會超出法例

許 可 的 上 限

(+25.41%)；  
 

(iii)  申述所提及的部分人

口 調 遷 源 於 屋 邨 重

建。屋邨重建令居民需

要搬遷到不同的選區

屬一個常見的現象，而

原有的地區聯繫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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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白 田 ) 的 居 民 也 經

常 利 用 位 於 選 區

F04( 石 硤 尾 ) 的 偉

智街前往港鐵石硤

尾站。  

免會受到影響。有關影

響是源於人口調遷而

非劃界所致，選管會認

為未有充分的資料和

理 據 支 持 容 許 選 區

F23(下白田 )的人口超

出法例許可的上限；及  
 

(iv)  根據 2019 年的預計人

口，選區 F25(南山、

大 坑 東 及 大 坑 西 ) 較
F23(下白田 )更有空間

吸納選區 F04(石硤尾 )
超出的人口。  

 
    (e)  建議修直 崇 真 小 學 附

近的分界線，並將選區

F25(南山、大坑東及大

坑 西 ) 的 名 稱 更 改 為

「九龍仔」，以方便市

民。  

項目 (e)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申 述 建 議 轉 編 的 崇真

小學並沒有人口，故此

無需調整分界；及  
 

(ii)  現 有 的 選 區 名 稱 自

2007 年沿用至今，大

部 分 市 民 已 習 慣 有關

名稱。另外，申述建議

的 名 稱 亦 與 九 龍 城區

的「九龍仔」相近，可

能令市民產生混淆。  
 

    (f) 反 對 選 區 F06( 南 昌

南 ) 、 F08( 南 昌 西 ) 及
F09( 富 昌 ) 的 臨 時 建

議，並建議：  
 
 將選區 F06(南昌南 )

沿 荔 枝 角 道 以 南 一

帶 的 私 人 樓 宇 轉 編

入選區 F08(南昌西 )  

項目 (f)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根 據 申 述 建 議， 選區

F08( 南 昌 西 ) 的 人 口

(21 785 人 )會超出法例

許 可 的 上 限

(+31.2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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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以改善兩個選區分

界線奇突的問題；及  
 

 將選區 F09(富昌 )的
深 水 埗 公 園 及 嘉 靈

小 學 轉 編 入 選 區

F08(南昌西 )，以反

映 該 小 學 的 出 入 口

位 置 位 於 選 區

F08(南昌西 )的實際

情況。  
 

(ii)  選 區 的 形 狀 雖 然 是一

個相關考慮，但某程度

上 受 制於 人 口 的 分布

情況，並非首要的考慮

因素。  
 
 

 
    (g)  對選區 F12(碧匯 )的臨

時建議有保留。申述認

為居住於選區 F12(碧
匯 )的人口較為分散，

於選舉時 應 設 立 多 個

投票站以方便選民。  
 

項目 (g) 
劃界建議須基於人口分布

的客觀資料，投票站的安

排並非相關考慮因素，選

管會已將有關意見轉交選

舉事務處考慮。  
 

    (h)  對 選 區 F11( 幸 福 ) 、  
F14( 荔 枝 角 南 ) 、

F15(美孚南 )、 F16(美
孚中 )及 F17(美孚北 )
的臨時建議有保留，並

認 為 選 區 F15( 美 孚

南 ) 、 F16( 美 孚 中 ) 及
F17(美孚北 )的東面應

改以青沙公路為界，以

反映道路改變。  
 

項目 (h)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選

區 F15(美孚南 )、F16(美孚

中 )及 F17(美孚北 )的人口

均在法例許可幅度之內，

根據一貫的工作原則，沒

有需要修改其現有分界。  

3 F01 – 
寶麗  
 
F19 – 
元州  
 

1 - 建議：  
 
 將選區 F01(寶麗 )的元

州邨第五期轉編入選區

F19(元州 )；及  
 

 將選區 F19(元州 )的私

人 樓 宇 轉 編 入 選 區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申

述 建 議 所 影 響 的 人 口

(7 972 人 )較臨時建議 (980
人 )多 6 9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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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F01(寶麗 )。  
 

4 F01 – 
寶麗  
 
F21 – 
李鄭屋  
 

1 - 反對將選區 F01(寶麗 )內
保安道以北近懷惠道的喜

雅、嘉莉閣及寶華閣轉編

入選區 F21(李鄭屋 )。建議

維持選區 F01(寶麗 )的原

有分界不變，因為上述樓

宇原屬選區 F01(寶麗 )，改

動將會影響社區服務的持

續性，對受影響的居民不

公平。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如選區 F21(李鄭屋 )的

分 界 維 持 不 變 ， 選區

F21( 李 鄭 屋 ) 的 人 口

(12 356 人 )會低於法例

許 可 的 下 限

(-25.56%)；及  
 

(ii)  劃 界 建 議 須 基 於 人口

分布的客觀資料，社區

服 務 的 提 供並 非 相關

考慮因素。  
 

5 F02 – 
長沙灣  
 
F03 – 
南昌北  
 
F04 – 
石硤尾  
 
F05 – 
南昌東  
 
F06 – 
南昌南  
 
F21 – 
李鄭屋  
 
F22 – 
龍坪及

上白田  
 
 
 

1 - 建議將選區 F22(龍坪及上

白 田 ) 分 拆 編 入 其 他 選

區，以便設立一個新選區

容納石硤尾邨經重建後多

出的人口。建議：  
 
 將選區 F22(龍坪及上白

田 ) 沿 龍 翔 道 以 北 及 呈

祥道以北的範圍轉編入

選區 F24(又一村 )；  
 

 將選區 F22(龍坪及上白

田 ) 的 澤 安 邨 轉 編 入 選

區 F02(長沙灣 )，並將選

區 F02(長沙灣 )的樂年

花園轉編入選區 F21(李
鄭屋 )；  

 
 將選區 F22(龍坪及上白

田 ) 白 田 邨 的 樓 宇 轉 編

入選區 F23(下白田 )，並

將選區 F23(下白田 )內
偉智街一帶的樓宇轉編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申

述建議所影響的選區數目

較臨時建議多五個，所影

響的人口亦較多。  
 



F.  深水埗區  - 70 - F.  深水埗區  

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F23 – 
下白田  
 
F24 – 
又一村  
 

入選區 F04(石硤尾 )，建

議選區 F23(下白田 )的
名稱改為「白田」；  

 
 由選區 F04(石硤尾 )內

重建後的石硤尾邨以及

偉智街一帶的樓宇組成

一個選區，命名為「上

石硤尾」；  
 

 由選區 F04(石硤尾 )內
尚未重建的石硤尾邨以

及選區 F03(南昌北 )和
F05(南昌東 )的大埔道以

北、白田街以東、黃竹

街以西及巴域街以南一

帶 的 樓 宇 組 成 一 個 選

區 ， 命 名 為 「 下 石 硤

尾」；及  
 

 將選區 F06(南昌南 )內
長沙灣道以東一帶的樓

宇轉編入選區 F05(南昌

東 )。  
 

6 F03 – 
南昌北  
 
F04 – 
石硤尾  
 
F05 – 
南昌東  
 
 

1 - 對臨時建議將選區 F04(石
硤 尾 )的 石 硤 尾 邨 美 如 樓

及 美 映 樓 轉 編 入 F25( 南
山、大坑東及大坑西 )不持

異議，並進一步建議：  
 
 將選區 F05(南昌東 )的

石硤尾邨第 19 及 20 座

轉 編 入 選 區 F04( 石 硤

尾 )，因為這兩座樓宇在

地理上接近選區 F04(石
硤尾 )的石硤尾邨，與該

屋 邨 有 緊 密 的 社 區 聯

繫。建議有助保持社區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選區 F05(南昌東 )的人

口 在 法 例 許 可 幅 度之

內，根據一貫的工作原

則，沒有需要修改其現

有分界；及  
 

(ii)  如 保 留 大 埔 道 以 北一

帶 在 選 區 F03( 南 昌

北 )，F03(南昌北 )的人

口 (20 819 人 )會超出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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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完整性；及  
 

 保留大埔道以北一帶在

選區 F03(南昌北 )，以保

持南昌一帶的社區完整

性。  
 

 
 

7 F03 – 
南昌北  
 
F04 – 
石硤尾  
 
F05 – 
南昌東  
 
F23 – 
下白田  
 
F25 – 
南山、

大坑東

及大坑

西  
 

1 3 (a)  反 對 選 區 F03( 南 昌

北 ) 、 F04( 石 硤 尾 ) 及
F25(南山、大坑東及大

坑西 )的臨時建議，認

為有關臨 時 建 議 未 有

顧及社區 完 整 性 和 反

映選管會 只 考 慮 人 口

數字。建議：  
 
 保 留 石 硤 尾 邨 美 如

樓 及 美 映 樓 在 選 區

F04(石硤尾 )，並將

選區 F04(石硤尾 )的
石 硤 尾 邨 第 三 及 七

期 或 美 荷 樓 和 石 硤

尾 邨 第 三 及 七 期 轉

編入選區 F23(下白

田 )；或  
 
 將 石 硤 尾 邨 分 拆 為

石 硤 尾 東 及 石 硤 尾

西兩個選區。  
 
綜合原因如下：  

 
 相比於南山邨、大坑

東 邨 及 大 坑 西 新

邨，石硤尾邨及白田

邨 一 直 被 視 為 一 個

完整社區。居民的活

動 範 圍 集 中 在 兩 條

邨內，並經常共用相  

項目 (a)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如 將 美 荷 樓 和石 硤尾

邨 第 三及 七期 轉 編入

選區 F23(下白田 )，選

區 F04(石硤尾 )的人口

(21 276人 )仍然超出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

(+28.18%)；  
 

(ii)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

舉 的 標 準 人 口 基 數為

16 599，而法例許可的

人 口 偏 離 標 準 幅 度是   
12 449 人 至 20 749
人。石硤尾邨的人口為

24 400 人，不足以成立

兩個選區；及  
 

(iii)  選管會收到有關申述

後前往實地視察，留意

到美如樓及美映樓與

毗鄰的大坑西新邨地

理上非常接近，而且沿

偉智街或窩仔街前往

南山邨、大坑東邨及大

坑西新邨無須經過任

何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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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同的社區設施，因此

關係更密切；  
 
 石 硤 尾 邨 的 美 如 樓

及 美 映 樓 與 南 山

邨、大坑東邨及大坑

西 新 邨 地 勢 上 有 高

低之分，前往後者需

要 往 下 坡 走 一 段 時

間才能到達；及  
 
 上 述 建 議 令 兩 個 選

區 保 持 其 社 區 完 整

性。  
 

 

    (b)  有一項申 述 進 一 步 建

議將選區 F03(南昌北 )
內大埔道、南昌街、巴

域街及北 河 街 的 私 人

樓 宇 轉 編 入 選 區

F05(南昌東 )，以將同

屬舊型私 人 樓 宇 編 配

至同一選區。  
 

項目 (b) 
請參閱項目 6(i)。  

    (c)  有一項申 述 亦 建 議 將

選區 F03(南昌北 )內大

埔道、北河街、巴域街  
及桂林街 的 私 人 樓 宇

轉編入選區 F05(南昌

東 )。  
 

 

項目 (c)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選

區F03(南昌北 )內位於大埔

道、北河街、巴域街及桂

林街範圍內的私人樓宇與

選區F05(南昌東 )在地理上

沒有相連的部分，按申述

作出調整並不可行。  
 

    (d)  有一項 申 述 建 議 保 留

大埔道、北河街、巴域  
街及桂 林 街 的 私 人 樓

宇 在 選 區 F03( 南 昌

北 )。  
 

項目 (d)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根

據申述建議，選區 F03(南
昌北 )的人口 (20 819人 )會
超 出 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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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e)  認為選 管 會 只 提 供 了

每 個 選 區 的 人 口 數

字，並未有提供選區內

個 別 樓 宇 的 實 際 人

口，以致當區區議員未

能根據 實 際 人 口 作 出

建議。  
 

項目 (e) 
由於劃界工作是按選區為

依據，所以會列出各選區

的數字。但選管會在調整

分界時亦會要求規劃署人

口分布推算小組之下一個

專為劃界工作而成立的專

責小組就轉編的範圍提供

個 別 樓 宇 的 人 口 數 字 細

分。如有需要，選管會亦

會就市民提出的新方案，

請專責小組協助推算有關

的人口數字。  
 

8 F03 – 
南昌北  
 
F04 – 
石硤尾  
 
F25 – 
南山、

大坑東

及大坑

西  
 

2 - 
 

(a)  支持臨時建議，但認為

長遠而言，需調整石硤

尾及南 昌 一 帶 的 選 區

分界以 及 石 硤 尾 邨 被

分別劃 入 三 個 不 同 選

區的情況。  
 

項目 (a) 
支持的意見備悉。在制定

劃界建議時，選管會須恪

守《選管會條例》所述的

法定準則及其工作原則，

按預計人口、現有選區分

界和相關的地區因素進行

劃界工作。選管會在日後

進行劃界工作時會繼續以

此作為依據。  

 
(b)  對臨時建議不持異議。 
 

項目 (b) 
有關意見備悉。  

9 F03 – 
南昌北  
 
F04 – 
石硤尾  
 
F25 – 
南山、

大坑東

及大坑

- 1 希望選管會能提供充分理

據說明為何將選區 F04(石
硤 尾 )的 石 硤 尾 邨 美 如 樓

及 美 映 樓 轉 編 入 選 區

F25(南山、大坑東及大坑

西 )後又吸納選區 F03(南
昌北 )的部分私人樓宇。  

 

按 2015 年的原區界，選區

F04( 石 硤 尾 ) 的 人 口

(22 651 人 )會超出法例許

可的上限 (+36.46%)，將位

於 F04(石硤尾 )的美如樓

及 美 映 樓 轉 編 入 F25( 南
山、大坑東及大坑西 )後，

選區 F04(石硤尾 )的人口

會調整至 17 848 人，因而

有空間吸納選區 F03(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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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西  
 

北 )超出的人口。臨時建議

可在影響最少選區數目的

情況下，令選區 F03(南昌

北 )和 F04(石硤尾 )的人口

均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度

之內。  
 

10 F03 – 
南昌北  
 
F04 – 
石硤尾  
 
F25 – 
南山、

大坑東

及大坑

西  
 
 

1 - 在選區 F04(石硤尾 )仍有

屋邨將建成，未能確定人

口流動的情況下，建議維

持 選 區 F03( 南 昌 北 ) 、
F04( 石 硤 尾 ) 及 F25( 南
山、大坑東及大坑西 )分界

不變。此外，認為將石硤

尾邨的美如樓及美映樓轉

編入選區 F25(南山、大坑

東 及 大 坑 西 )會 破 壞 該 區

的社區聯繫，因兩者分別

屬於新舊屋邨。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根 據 申 述 建 議 ， 選區

F03(南昌北 )及 F04(石
硤尾 )的人口均會超出

法例許可的上限：  
 
F03: 20 819 人 , +25.42% 
F04: 22 651 人 , +36.46% 

 
(ii)  劃 界 建 議 須 基 於 人口

分 布 和 相 關 地 區 因素

的考慮，選區由多於一

個 社 區 組 成 ， 實 屬難

免。  
 

11 F04 – 
石硤尾  
 
F22 – 
龍坪及

上白田  
 
F23 – 
下白田  
 

1 - 申述質疑選管會未有考慮

選區 F22(龍坪及上白田 )
的白田邨於 2019 年區議

會選舉時正進行重建而引

致大幅度的人口變動，而

選區 F23(下白田 )已包括

白田邨新建的樓宇，擔心

原屬選區 F22(龍坪及上白

田 )的 選 民因 原 邨 安 置 到

F2 3 (下 白 田 )而 在錯誤的

選區投票，建議作出以下

調整：  

 
(a)  將選區 F04(石硤尾 )石

硤尾邨 美 如樓 及 美 映  

項目 (a)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申 述 建 議 所 影 響 的選

區 數 目 較 臨 時 建 議多

一個，所影響的人口亦

較多；  
 

(ii)  選區 F04(石硤尾 )的石

硤 尾 邨 美 如樓 及 美映

樓和選區 F22(龍坪及

上白田 )在地理上並沒

有相連的部分，按申述

作出調整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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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樓轉編入選區 F22(龍
坪及上白田 )，然後將

選區 F22(龍坪及上白

田 )的上白田邨第 9 至

11 座以及第 13 座轉編

入選區 F23(下白田 )，
以增加 白 田 社區 的 社

區完整性。  
 

(iii)  如將選區 F22(龍坪及

上白田 )的上白田邨第

9 至 11 座以及第 13 座

轉編入選區 F23(下白

田 )，選區 F23(下白田 )
的人口 (22 818 人 )會超

出 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

(+37.47%)；及  
 

(iv)  一直以來，區議會一般

選 舉 的 選 區 劃 界 工作

是 按 既 定 做 法 採 用截

至選舉年度 6 月 30 日

的 最 新 預 計人 口 數字

進行，在此日期後的發

展不在考慮之列。  
 

    (b)  將選區 F23(下白田 )的
白田商場 轉 編 入 選 區

F22(龍坪及上白田 )，
令因重建 而 需 要 搬 遷

的居民能 編 入 同 一 個

選區。  
 

項目 (b)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選

區 F22(龍坪及上白田 )及
F23( 下 白 田 ) 的 人 口 在 法

例許可幅度之內，根據一

貫的工作原則，沒有需要

修改其現有分界。  
 

    (c)  將選區 F04(石硤尾 )的
石硤尾邨 第 三 及 七 期

轉編入選區 F22(龍坪

及上白田 )，以抵銷在

2019 年中旬因上白田

邨重建而 需 搬 遷 而 流

失的人口。  
 

項目 (c)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申

述建議所影響的選區數目

較臨時建議多一個，所影

響的人口亦較多。  
 

12 F04 – 
石硤尾  
 
F22 – 
龍坪及

上白田  

1 - (a)  反對選區 F04(石硤尾 )
及 F25(南山、大坑東

及 大 坑 西 ) 的 臨 時 建

議，考慮到選區 F22(龍
坪及上白田 )因重建而  

 

項目 (a)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沒

有明確的申述內容說明如

何調整選區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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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F23 – 
下白田  
 
F25 – 
南山、

大坑東

及大坑

西  

  引致的人口變化，建議

選區 F04(石硤尾 )的界

線應與選區 F22(龍坪

及上白田 )而非 F25(南
山、大坑東及大坑西 )
的界線一併調整。  

 

    (b)  建議將選區 F22(龍坪

及上白田 )的白田邨第

9、10 及 11 座轉編入

選區 F23(下白田 )，以  
反映上述 屋 邨 的 居 民

因重建而於 2018 年 4
月開始的「提早調遷」

以及於 2019 年第三季

後正式調遷的情況，並

維持社區完整性。  

項目 (b)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選區 F22(龍坪及上白

田 )及 F23(下白田 )的
人 口 均在 法 例 許 可幅

度之內，根據一貫的工

作原則，沒有需要修改

其現有分界；及  
 

(ii)  一直以來，區議會一般

選 舉 的 選 區 劃 界 工作

是 按 既 定 做 法 採 用截

至選舉年度 6 月 30 日

的 最 新 預 計人 口 數字

進行，在此日期後的發

展不在考慮之列。  
 

13 F04 – 
石硤尾  
 
F25 – 
南山、

大坑東

及大坑

西  
 

- 2 支持臨時建議，並希望能

有一位勤力及做實事的區

議員服務當區的居民。  

支持的意見備悉。  

14 F06 – 
南昌南  
 
F08 – 
南昌西  

1 - 反對臨時建議，認為南昌

街及醫局街一帶的樓宇曾

被編入三個不同的南昌選

區，以致降低區議員提供

有關意見備悉。根據臨時

建議，位於選區 F06(南昌

南 )內 南 昌 街 和 醫 局 街 交

界一帶的樓宇會轉編入選



F.  深水埗區  - 77 - F.  深水埗區  

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服務的效率和延續性。建

議將南昌街及醫局街一帶

的樓宇保留在選區 F08(南
昌西 )。  
 

區 F08(南昌西 )。  

15 F06 – 
南昌南  
 
F08 – 
南昌西  
 
F09 – 
富昌  
 
 

- 1 與項目 2(f)相同。  
 

請參閱項目 2(f)。  

16 F06 – 
南昌南  
 
F08 – 
南昌西  
 
F09 – 
富昌  
 
F10 – 
麗閣  
 
 

2 - 認為在臨時建議下，選區

F06(南昌南 )及 F08(南昌

西 )的分界線交錯相入。建

議將選區 F06(南昌南 )沿
荔枝角道以南一帶的樓宇

轉 編 入 選 區 F08( 南 昌

西 )，以使兩個選區均以荔

枝角道為分界線。  
 
有一項申述進一步建議將

選區 F08(南昌西 )內欽州

街以西北一帶的樓宇轉編

入人口較少的選區 F10(麗
閣 )。  

 
有一項申述進一步建議將

選區 F08(南昌西 )內欽州

街以西一帶的樓宇轉編入

人 口 較 少 的 選 區 F10( 麗
閣 )，並將選區 F09(富昌 ) 
的深水埗公園及嘉靈小學

轉編入選區 F10(麗閣 )。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申 述 建 議 所 影 響 選區

數 目 較 臨 時 建 議 多一

個，所影響的人口亦較

多；及  
 

(ii)  選 區 的 形 狀 雖 然 是一

個相關考慮，但某程度

上 受 制於 人 口 的 分布

情況，並非首要的考慮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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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17 
 

F09 – 
富昌  
 
F11 – 
幸福  
 
F12 – 
碧匯  
 
F14 – 
荔枝角

南  
 
 

1 
 

- 
 

建議：  
 
 將選區 F11(幸福 )內荔

枝角道以南一帶的範圍

轉編入新增選區 F12(碧
匯 )，因為該範圍內星匯

居的房屋性質與新增選

區內的樓宇更為接近；  
 

 將選區 F09(富昌 )內東

京街西以西北的範圍轉

編 入 新 增 選 區 F12( 碧
匯 ) 。 經 調 整 後 ， 選 區

F09(富昌 )只包括富昌邨

及榮昌邨；  
 

 將選區 F14(荔枝角南 )
西九龍公路以南的部分

轉編入新增選區 F12(碧
匯 ) 。 經 調 整 後 ， 選 區

F14(荔枝角南 )只包括海

麗邨；及  
 

 經上述調整後，昂船州

將 由 選 區 F14( 荔 枝 角

南 ) 轉 編 入 新 增 選 區

F12(碧匯 )，建議將後者

的選區名稱改為「昂船

灣」，以避免選區名稱

只包括兩個屋苑的名稱

而忽視了長沙灣副食品

批發市場旁興建中的公

共房屋。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申 述 建 議 所 影 響 的人

口 (14 631 人 )較臨時建

議 (13 376 人 )多 1 255
人；  
 

(ii)  由 於 發 祥 街 西 至 東京

街 西 一 帶 並 沒 有 人

口 ， 故 此 無 需 調 整分

界；及  
 

(iii)  劃界建議須基於人口

分布和相關地區因素

的考慮，選區由多於一

個社區組成，實屬難

免。  
 

18 
 

F11 – 
幸福  
 
F12 – 
碧匯  

1 
 

1 
 

建議將選區 F11(幸福 )內
荔枝角道以南及西九龍走

廊以北的範圍，包括星匯

居 ， 轉 編 入 選 區 F12( 碧
匯 )。因為：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申 述 建 議 所 影 響 的人

口 (14 614 人 )較臨時建

議 (13 376 人 )多 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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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經 上 述 調 整 後 ， 選 區

F11(幸福 )及 F12(碧匯 )
的人口會更貼近標準人

口基數；及  
 

 星匯居旁的潤發倉庫及

嘉里鴻基貨倉將有新的

規劃，將上述範圍與私

人屋苑星匯居轉編入選

區 F12(碧匯 )能保持社

區完整性，使社區服務

更一致。  
 

人；  
 

(ii)  劃 界 建 議 須 基 於 人口

分布的客觀資料，社區

服 務 的 提 供並 非 相關

考慮因素；及  
 

(iii)  一直以來，區議會一般

選舉的選區劃界工作

是按既定做法採用截

至選舉年度 6 月 30 日

的最新預計人口數字

進行，在此日期後的發

展不在考慮之列。  
 

19 F12 – 
碧匯  
 

1 - 支持臨時建議。  支持的意見備悉。  

20 F13 – 
荔枝角

中  
 
F18 – 
荔枝角

北  
 
 

1 - 建 議 將 選 區 F18( 荔 枝 角

北 )內 長 沙 灣 道 以 南 的 工

廠大廈和臨時家禽市場轉

編 入 選 區 F13( 荔 枝 角

中 )，因為上述範圍在地理

位置上與選區 F13(荔枝角

中 )比較相近，而與F18(荔
枝角北 )相距甚遠，因此選

區 F13( 荔 枝 角 中 ) 的 區 議

員 應 會 較 F18( 荔 枝 角 北 )
的區議員更關心上述範圍

的情況。另外，工廠區和

家禽市場理應沒有人口，

因此這建議不會影響有關

選區的人口。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選

區 F13( 荔 枝 角 中 ) 及

F18( 荔 枝 角 北 ) 的 人 口 均

在法例許可幅度之內，根

據一貫的工作原則，沒有

需要修改其現有分界。  
 

 
  

21 F16 – 
美孚中  
 
F17 – 
美孚北  

1 - 建議將選區 F16(美孚中 )
的美孚新邨第七期轉編入

選區 F17(美孚北 )。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選

區 F16(美孚中 )及 F17(美
孚 北 )的 人 口 均 在 法 例 許

可幅度之內，根據一貫的

工作原則，沒有需要修改



F.  深水埗區  - 80 - F.  深水埗區  

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其現有分界。  
 

22 F20 – 
蘇屋  
 
F21 – 
李鄭屋  
 

1 2 與項目 2(c)相同。  
 

請參閱項目 2(c)。  

23 F22 – 
龍坪及

上白田  
 

2 - (a)  支持臨時建議，認為有

關分界 能 確 保 該 選 區

的社區完整性。  
 

項目 (a) 
支持的意見備悉。  
 
 

    (b)  就投票站安排而言，建

議維持 在 上 述 選 區 設

立兩個投票站，分別供

上白田 邨 和澤 安 邨 及

選區內 各 私 人 屋 苑 的

居民前往投票。  
 
 有 一 項 申 述 表 示 在

2018 年 立 法 會 補

選，於澤安邨設立了

兩個投票站，引致大

批 選 民 前 往 錯 誤 的

投票站，而澤安邨居

民 亦 不 滿 獲 編 配 新

投票站的安排。  
 

 有 一 項 申 述 建 議 將

上 白 田 邨 的 投 票 站

設 於 上 白 田 邨 第 九

座 地 下 的 空 置 店

舖，而非新白田社區

會堂，以免對居民造

成不便及混亂。  
 

項目 (b) 
選管會已將有關意見轉交

選舉事務處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