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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 T 
離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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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a)  支 持 選 區 T07( 愉 景

灣 )、 T08(坪洲及喜靈

洲 )、T09(南丫及蒲台 )
及 T10(長洲 )的臨時建

議。  
 

項目 (a) 
支持的意見備悉。  

  (b)  對選區 T01(大嶼山 )、
T02( 逸 東 邨 南 ) 、

T03( 逸 東 邨 北 ) 、

T04(東涌南 )、 T05(東
涌中 )及 T06(東涌北 )
的臨時建議有保留，因

為 有 關 選 區 的 人 口 都

在全港前列，而且遠超

法例許可的上限。  
 
考 慮 到 將 來 東 涌 及 大

嶼 山 的 整 體 發 展 計

劃，建議選管會向政府

要求在 2023 年區議會

一 般 選 舉 於 離 島 區 增

加最少兩個議席，以應

付 人 口 增 加 所 帶 來 的

社 區 問 題 及 促 進 地 方

行政發展。  
 

項目 (b)及 (c) 
就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

舉，政府已完成檢討民選

議席數目，而立法會亦在

2018 年 1 月通過附屬法

例，離島區在下屆區議會

選舉沒有新增議席。根據

《選管會條例》，選管會

必須按《區議會條例》指

明的每個區議會的民選議

席數目制定選區分界。選

管會並沒有權力增加或減

少任何地方行政區的民選

議席／選區數目。  
 
由於申述建議與制定主體

法例有關，並不屬選管會

的職權範圍，故此選管會

已將有關意見轉交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考慮。  
 

    (c)  建 議 修 改 《 選 管 會 條

例》及《區議會條例》，

容 許 選 管 會 可 自 行 增

加 或 減 少 每 個 地 方 行

政區不多於 1 0 %的議

席，以應付各地方行政

區 人 口 及 社 區 特 色 的  

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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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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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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這樣離島區便可

增加一個議席，以平衡

東 涌 的 選 區 人 口 多 於

20 000 人，而坪洲和南

丫 島 的 選 區 人 口 則 不

足 7 000 人的情況。  
 

界工作時會繼續以此作為

依據。  

2 所有選

區  
- 1 對離島區各選區的臨時建

議不持異議。  
 

有關意見備悉。  

3 所有選

區  
1 - 希望選管會檢視是次的整

體 劃 界 及 議 席 ， 無 須 待

2023 年才作檢討。  
 

申述提及的事宜與制定主

體法例有關，並不屬選管

會的職權範圍，故此選管

會已將有關意見轉交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考慮。  
 

4 所有選

區  
1 - 表示離島區的臨時建議出

現技術性錯誤，因為在 10
個選區中，有兩個選區的

人口是低於法例許可的下

限，有五個則超出法例許

可的上限。此外，離島區

的人口約 190 000 人，應

有 11.18 個區議員。申述

認為離島區的劃界有以下

疏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沒有

考 慮 離 島 區 的 特 殊 地

理；  
 
 選舉事務處沒有向局方

提供意見；  
 
 立法會沒有意識到計算

選區數據背後有深遠的

影響；及  
 
 離島區議會了解到該地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根據《選管會條例》，

選管 會 在調 整 選 區分

界時，除了考慮預計人

口外，亦須顧及社區獨

特性 、 地方 聯 繫 的維

持，以及有關區域的自

然特徵 (例如大小、形

狀、交通方便程度及發

展 等 ) 等 其 他 法 定 因

素。選管會不能只是硬

性依 從 法例 許 可 幅度

的要求，而不顧及上述

的其他法定因素。在制

定臨時建議時，選管會

曾 探 討 合 併 選 區

T08(坪洲及喜靈洲 )和
T09(南丫及蒲台 )的可

行性。然而，由於這兩

個選 區 沒有 直 接交通

往來，選管會建議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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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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行政區的地理和人口

分布，以及大嶼山和東

涌人口增加的情況，但

卻沒有就選區數目提出

異議。  
 

為解決離島區的問題，建

議：  
 
 合併選區 T08(坪洲及喜

靈洲 )和 T09(南丫及蒲

台 )；或  
 

 選管會向政府建議修訂

《區議會條例》，在離

島區增加一個選區，然

後將選區 T01(大嶼山 )
分拆為選區 T01「大嶼

山 」 及 T11 「 北 大 嶼

山」，而選區 T02(逸東

邨南 )及 T03(逸東邨北 )
則維持其原有分界。  

 

兩個 選 區的 分 界 維持

不變，並容許其人口繼

續 偏 離 許 可 幅 度 ( 於
2015 年的區議會選區

分界，上述兩個選區的

人口 亦 獲准 偏 離 法例

許可幅度 )；及  
 

(ii)  請參閱項目 1(b)及 (c)。 

5 所有選

區  
1 - 支持合併長洲以騰出一個

選區增設於東涌。此外，

因 選 區 T01( 大 嶼 山 ) 、
T02(逸東邨南 )及 T03(逸
東邨北 )的人 口 嚴 重 超 出

法例許可的上限，而選區

T08( 坪 洲 及 喜 靈 洲 ) 及
T09(南 丫 及 蒲 台 ) 的 人 口

卻嚴重低於法例許可的下

限 ， 故 建 議 合 併 選 區

T08( 坪 洲 及 喜 靈 洲 ) 及
T09(南丫及蒲台 )，並將選

區名稱改為「坪洲、喜靈

洲、南丫島及蒲台島」。  
 
因 應 上 述 建 議 ， 除 選 區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根據申述建議調整選區

T04(東涌南 )、T05(東涌

中 )及 T06(東涌北 )的分

界，所影響的人口較臨

時建議多；及  
 

(ii)  請參閱項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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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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7(愉 景 灣 ) 的 臨 時 建 議

維持不變外，建議調整其

他選區的分界如下：  
 
選區 T01(大嶼山 ) 
包括臨時建議的範圍，但

不包括石門甲以北的所有

鄉村。  
 
新增選區 T02 
包括滿東邨、裕泰苑及石

門甲以北的所有鄉村。  
 
選區 T02(逸東邨南 ) 
包括逸東 (一 )邨，選區代

號改為 T03，選區名稱維

持「逸東邨南」。  
 
選區 T03(逸東邨北 ) 
包括逸東 (二 )邨，選區代

號改為 T04，選區名稱維

持「逸東邨北」。  
 
選區 T04(東涌南 ) 
包括東堤灣畔、富東邨及

裕 東 苑 ， 選 區 代 號 改 為

T05。  
 
選區 T05(東涌中 ) 
包 括 海 堤 灣 畔 及 藍 天 海

岸，選區代號改為 T06。  
 
選區 T06(東涌北 ) 
包括映灣園、迎東邨、昇

薈及東環，選區代號改為

T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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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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所有選

區  
1 - 認為離島區不能像其他地

方行政區般純粹按人口多

寡決定選區數目，而需要

考慮其獨特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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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

外，選管會的建議是基於

宏觀的整體考慮，而不可

能側重個別地方行政區或

選區。  
 

7 T01 –  
大嶼山  
 
T02 –  
逸東邨

南  
 
T03 –  
逸東邨

北  
 
T04 – 
東涌南  
 
T05 –  
東涌中  
 
T06 –  
東涌北  
 
T08 –  
坪洲及

喜靈洲  
 

2 - (a)  建 議 選 管 會 維 持 選 區

T02( 逸 東 邨 南 ) 及

T03(逸東邨北 )的原有

分 界 及 向 政 府 要 求 在

選區 T01(大嶼山 )的滿

東 邨 一 帶 增 加 一 個 選

區，保留長洲兩個選區

和合併選區 T08(坪洲

及喜靈洲 )及 T09(南丫

及蒲台 )以騰出一個選

區 在 東 涌 位 置 增 設 新

選區，因為：  
 
 根據臨時建議，選區

T01(大嶼山 )、T02(逸
東邨南 )及 T03(逸東

邨北 )的人口均超出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40%，數字上明顯需

要增加一個選區；  
 
 選區 T08(坪洲及喜

靈洲 )及 T09(南丫及  

項目 (a) 
不接納此等建議，因為：  
 
(i)  就 2019 年區議會一般

選舉，政府已完成檢討

民選議席數目，而立法

會亦在 2018 年 1 月通

過附屬法例，離島區在

下屆 區 議會 選 舉沒有

新增議席。根據《選管

會條例》，選管會必須

按《區議會條例》指明

的每 個 區議 會 的民選

議席 數 目制 定 選 區分

界；  
 

(ii)  根據 申 述建 議 ， 選區

T05(東涌中 )及 T06(東
涌北 )的人口均會超出

法例許可的上限：  
 
T05：20 845 人,+25.58% 
T06：22 965 人,+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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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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9 –  
南丫及

蒲台  
 
T10 – 
長洲  

  蒲台 )的人口低於標

準 人 口 基 數 近 六

成，而這兩個選區原

本 就 是 由 不 同 島 嶼

組成，所以可以合併

為 一 個 選 區 。 合 併

後，該選區人口符合

法例要求，其特性亦

不會受影響；及  
 
 考 慮 到 長 洲 的 實 際

地 理 環 境 、 人 口 分

布，以及在可見將來

會 繼 續 有 新 住 宅 落

成，將長洲劃分為兩

個選區合理。  
 

因 應 上 述 增 加 選 區 的 建

議，相關選區的分界建議

如下：  
 
選區 T01(大嶼山 ) 
包括臨時建議的範圍，但

不 包 括 滿 東 邨 及 東 涌 鄉

村。  
 
新增選區  
包括滿東邨、東涌道南邊

由 龍 井 頭 至 灰 窰 下 的 鄉

村、赤鱲角新村、低埔新

村、馬灣新村、山下附近

地區、裕泰苑、北大嶼山

醫院、黃泥屋、馬灣涌、

沙咀頭及石榴埔。  
 
選區 T04(東涌南 )、T05(東
涌中 )及 T06(東涌北 ) 
將選區 T04(東涌南 )的海

堤 灣 畔 轉 編 入 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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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v)  請參閱項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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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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5(東 涌 中 ) 。 由 於 選 區

T05(東 涌 中 ) 的 人 口 會 大

幅超出法例要求，將該選

區的映灣園第一期賞濤軒

轉 編 入 選 區 T06( 東 涌

北 )，而將人口較少的海珀

名邸保留在選區 T05(東涌

中 )。  
 

 

    (b)  表 示 若 選 管 會 及 政 府

不能如項目 (a)所述增

加一個選區，則仍須合

併選區 T08(坪洲及喜

靈洲 )及 T09(南丫及蒲

台 )，讓滿東邨一帶可

以有一個新增選區。  
 

項目 (b)及 (c) 
不接納此等建議，請參閱

項目 4。  
 
 

(c)  有 一 項 申 述 建 議 維 持

選區 T02(逸東邨南 )及
T03(逸東邨北 )的原有

分界，合併選區 T08(坪
洲及喜靈洲 )及 T09(南
丫及蒲台 )，並將騰出

的 一 個 選 區 劃 定 在 滿

東邨、裕東苑及東涌鄉

事 委 員 會 所 屬 鄉 村 的

位置，因為：  
 
 不 能 單 純 因 為 選 區

T08(坪洲及喜靈洲 )
及 T09(南丫及蒲台 )
之 間 沒 有 交 通 聯 繫

便 維 持 兩 個 選 區 的

分界不變。若個別選

區人口嚴重偏低，即

使距離較遠，亦無可

避 免 地 需 要 作 出 合

組；及  



T. 離島區  - 284 - T. 離島區  

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申 述 建 議 可 使 選 區

T01(大嶼山 )、T02(逸
東邨南 )及 T03 (逸東

邨北 )的人口均在法

例許可幅度之內。  
 

 

8 T01 –  
大嶼山  
 
T02 –  
逸東邨

南  
 
T03 –  
逸東邨

北  
 

1 - 反對選區 T01(大嶼山 )、
T02(逸東邨南 )及 T03(逸
東邨北 )的臨時建議。為使

上述三個選區的人口符合

法例規定，同時維持社區

聯繫，建議將整個逸東邨

和選區 T01(大嶼山 )的馬

灣涌及赤鱲角新村等村落

重組為三個選區。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按

2015 年 的 原 區 界 ， 選 區

T01(大嶼山 )涵蓋的地方除

馬灣涌及赤鱲角新村等村

落外，還包括滿東邨、梅

窩、大嶼山南、大澳等地

方。根據申述建議，將整

個逸東邨和選區 T01(大嶼

山 )的馬灣涌及赤鱲角新村

等 村 落 重 組 為 三 個 選 區

後，基於人口分布及地理

和 交 通 的 因 素 ， 選 區

T01(大嶼山 )餘下的地方並

不能轉編入其鄰近選區。  
 

9 T01 – 
大嶼山  
 
T08 –  
坪洲及

喜靈洲  
 
T10 –  
長洲  

1 - (a)  為收窄選區 T01(大嶼

山 )的人口超出標準人

口基數的幅度，建議： 
 
 將在選區 T01(大嶼

山 )的大水坑、狗虱

灣和萬角轉編入選

區 T08(坪洲及喜靈

洲 )，因為有關地方

與選區 T08(坪洲及

喜 靈 洲 ) 的 距 離 較

近，以及有街渡往

來大水坑、稔樹灣

和坪洲；  
 
 以南大嶼郊野公園

和 芝 麻 灣 道 為  

項目 (a)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雖然根據臨時建議，選

區 T01(大嶼山 )的人口

( 2 4  6 8 5 人 )在調整選

區分 界 後仍 然 超 出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

(+48.71%)，但臨時建

議已 大 幅改 善 其人口

超出法 例許 可 上 限的

情況。根據申述建議將

大水坑、狗虱灣和萬角

轉編入選區 T08(坪洲

及喜靈洲 )及將芝麻灣

半島 部 分範 圍 轉編入

T 1 0 ( 長 洲 ) 後 ， 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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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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將芝麻灣半島

轉編入選區 T10(長
洲 )，因為芝麻灣半

島內的人口主要集

中在芝麻灣碼頭和

澄碧邨，他們主要

靠長洲街渡而不是

用陸路往返南大嶼

山。按地方聯繫的

維持的準則，芝麻

灣半島應屬於選區

T10(長洲 )；  
 
 將石鼓洲和索罟群

島同時轉編入選區

T10(長洲 )，因為長

洲與這兩個島嶼距

離亦相近。此外，

將芝麻灣半島、石

鼓洲和索罟群島劃

入選 區 T10(長 洲 )
不會令該選區的人

口增加太多；及  
 
 若長洲繼續分為兩

個 選 區 ， 則 選 區

T01(大嶼山 )的芝麻

灣 半 島 可 轉 編 入

「長洲北」，而選

區的名稱可更改為

「 長 洲 北 及 芝 麻

灣 」 。 至 於 選 區

T01(大嶼山 )的石鼓

洲和索罟群島則可

轉編入「長洲南」，

選區名稱可更改為

「長洲南及索罟群  

T01( 大 嶼 山 ) 的 人 口  
( 24 237 人 ) 仍會超出

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  
(+46.01%)，其偏離幅

度與臨時建議比較，並

沒有明顯改善；  
 

(ii)  萬角 屬 梅窩 鄉 事 委員

會，申述建議將其轉編

入選區 T08(坪洲及喜

靈洲 )會破壞有關地方

的傳統鄉村聯繫；及  
 
(iii)  根據申述建議，將芝麻

灣半 島 部分 範 圍 轉編

入選區 T10(長洲 )後，

後者 的人口會 進 一步

超出法例許可的上限： 
 
臨時建議：  
T10：21 752 人, +31.04% 

 
申述建議：  
T10：22 131 人,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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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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此舉亦可提

高有關選區的人口

數字。  
 

 

    (b)  隨 著 東 涌 新 市 鎮 持 續

發展，長遠而言，選區

T01(大嶼山 )內的村落

可 分 拆 及 轉 編 入 其 他

選 區 內 與 公 共 屋 邨 或

私 人 屋 苑 合 組 成 新 的

選區。  

項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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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02 –  
逸東邨

南  
 
T09 –  
南丫及

蒲台  

1 - 表示選區 T02(逸東邨南 )
有 20 000 多人，而選區

T09(南 丫 及 蒲 台 ) 雖 然 只

有 6 000 多人，卻有一名

民 選 議 員 和 兩 名 當 然 議

員，即共有三位區議員，

平 均 一 名 區 議 員 只 服 務

2 000 人，是選區 T02(逸
東邨南 )區議 員 的 十 分 之

一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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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

的工作量並非劃界的相關

考慮因素。  
 

11 T02 –  
逸東邨

南  
 
T03 –  
逸東邨

北  
 

1^ - 支持選區 T02(逸東邨南 )
及 T03(逸東邨北 )的臨時

建議，原因如下：  
 
 隨著滿東邨入伙，東涌

西將增加一萬多人，臨

時建議成功地將新增的

人 口 平 均 分 配 給 選 區

T02( 逸 東 邨 南 ) 及 T03 
(逸東邨北 )；  
 

 轉編入選區 T03(逸東邨

支持的意見備悉。  

                                                 
^有關申述載有 12 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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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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 的 康 逸 樓 及 清 逸 樓

有 4 000 人，假如保留

清逸樓在選區 T02(逸東

邨 南 ) 會 令 該 選 區 的 人

口超過 25 000 人，出現

制度危機；及  
 

 不認同以樓型不同而批

評選區劃界，因為全港

選區劃界有不少同類案

例。  
 

12 T02 –  
逸東邨

南  
 
T03 –  
逸東邨

北  
 

548# - (a)  反對選區 T02(逸東邨

南 )及 T03(逸東邨北 )
的分界，建議保留上

述兩個選區的原有分

界，綜合原因如下：  
 

 選 區 T02( 逸 東 邨

南 )原本由逸東 (一 )
邨 組 成 ， 而 選 區

T03( 逸 東 邨 北 ) 則
由 逸 東 ( 二 ) 邨 組

成，兩個屋邨的居

民社區生活分得清

楚，他們已習慣尋

找其所屬選區的區

議員協助。臨時建

議將康逸樓和清逸

樓由逸東 (一 )邨分

割至選區 T03(逸東

邨北 )，會破壞兩個

社區的完整性；  
 

 臨時建議對康逸樓

和清逸樓的居民不

公，剝奪他們原本  

項目 (a)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按

2015 年 的 原 區 界 ， 選 區

T01( 大 嶼 山 ) 的 人 口

(36 109 人 )因滿東邨的落

成會大幅超出法例許可的

上限 (+117.54%)。由於政府

經檢討各地方行政區民選

議席的數目後，離島區沒

有新增議席，加上考慮到

滿東邨與大嶼山其他鄉村

部分並沒有任何聯繫，因

此 ， 臨 時 建 議 將 選 區

T01(大嶼山 )的滿東邨轉編

入位置相近的選區 T02(逸
東邨南 )。  
 
經 上 述 改 動 後 ， 選 區

T02(逸東邨南 )的人口偏離

百分比會高達 70%，為減

低各選區的人口偏離標準

人口基數百分比的差異，

臨時建議於是將逸東 (一 )
邨的康逸樓和清逸樓轉編  

                                                 
#
申述中有 546 份範本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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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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選區 T02(逸東

邨南 )的投票權；  
 

 康逸樓每屆都在不

同選區，令居民無

所適從，漠視社區

的 聯 繫 性 及 完 整

性；及  
 

 按臨時建議，有關

選區的人口嚴重偏

離標準人口基數的

許可上限。  
 

入選區 T03(逸東邨北 )。有

關選區的人口分別是：  
 
T01：24 685 人, +48.71% 
T02：23 475 人, +41.42% 
T03：24 772 人, +49.24% 
 
至 於 申 述 提 出 的 其 他 事

項，劃界建議須基於人口

分布的客觀資料，地區行

政事務的安排或區議員所

提供的社區服務並非相關

考慮因素。  
 
另有意見支持臨時建議 (請
參閱項目 11)。  
 

    (b)  有 546 項範本申述表

示選管會沒有諮詢居

民意見，便將逸東 (一 )
邨的康逸樓和清逸樓

劃入選區 T03(逸東邨

北 )。  
 

項目 (b) 
《選管會條例》規定，選

管會負責制定臨時建議，

然後進行公眾諮詢。在諮

詢期內，公眾人士可透過

不同途徑就臨時建議發表

意見，選管會會客觀地考

慮在諮詢期內收到的每一

個申述，然後才作出正式

建議。  
 

    (c)  有兩項申述表示選管

會嚴重高估滿東邨將

來入伙的人口，滿東

邨的人口並非如臨時

建議推算的那麼多。

當中一項申述建議只

將逸東 (一 )邨 的 康 逸

樓轉編入選區 T03(逸
東邨北 )，並將滿東邨

劃入選區 T02(逸東邨

南 )。因為申述估計滿

項目 (c)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根

據申述建議，選區 T02(逸
東邨南 )和 T03(逸東邨北 )
的人口均會偏離標準人口

基數，與臨時建議相比，

申述建議並無明顯優勝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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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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邨於 2019 年的入伙

率為 40%，按此推算，

經上述建議調整後，

選區 T02(逸東邨南 )及
T03(逸東邨北 )人口分

別 是 22 483 人 及

22 287 人，雖然選區

的人口仍會超出法例

許可的上限，但相比

臨時建議，有關選區

的人口較平均，對兩

個選區的居民及未來

的區議員較公平及公

義。  
 

臨時建議：  
T02：23 475 人, +41.42% 
T03：24 772 人, +49.24% 

 
申述建議：  
T02：25 883 人, +55.93% 
T03：22 364 人, +34.73% 
 
有 關 人 口 數 字 方 面 的 意

見，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

舉的劃界工作是按照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預計人口數

字來進行。一如以往，預

計人口數字是由規劃署人

口分布推算小組之下一個

專為劃界工作而成立的專

責小組提供。是次的人口

分布預計數字是以政府統

計處於 2016 年進行的中期

人口統計為基礎，再加上

相關政府部門的最新官方

資料，經過一套科學化和

有系統的方法推算出來。

專責小組的成員都是專業

部門，一向負責全港人口

統 計 及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工

作，掌握最新的人口及土

地房屋發展的資料，是普

遍 地 有 高 度 認 受 性 的 數

據。選管會一直信賴專責

小組提供的統計資料，這

些資料亦是可供劃界工作

的唯一一套數據。  
 

13 T06 –  
東涌北  

1 - 支持臨時建議。  支持的意見備悉。  



T. 離島區  - 290 - T. 離島區  

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14 T04 –  
東涌南  
 
T06 –  
東涌北  

1 - 認為臨時建議將迎東邨轉

編入選區 T06(東涌北 )會
令居民無所適從。  

按 2015 的原區界，選區

T04( 東 涌 南 ) 的 人 口

(36 777 人 )會大幅超出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

(+121.56%)。為使該選區的

人口能調整至法例許可幅

度之內，必須調整該選區

的分界。  
 

15 T04 – 
東涌南  
 
T05 – 
東涌中  
 
T06 – 
東涌北  
 

1 - 認為選區 T04(東涌南 )、
T05(東涌中 )及 T06(東涌

北 )的名稱未 能 清 楚 描 述

東涌新市鎮，因此，建議

位於市中心的選區 T04(東
涌南 )改名為 「 東 涌 市 中

心」，位於市中心東面及

東 涌 東 交 匯 處 的 選 區

T05(東涌中 )改名為「東涌

東」，以及將選區 T06(東
涌 北 ) 改 名 為 「 東 涌 海

濱」。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臨

時建議的選區名稱反映選

區的位置。此外，選區名

稱「東涌南」及「東涌北」

自 2007 年沿用至今，市民

已習慣有關選區名稱，更

改選區名稱容易令市民產

生混淆。  
 

16 T04 – 
東涌南  
 
T05 – 
東涌中  
 
T06 – 
東涌北  

1 - 不同意將海堤灣畔及映灣

園第五期海珀名邸分別轉

編入選區 T04(東涌南 )及
選區 T06(東涌北 )，因為： 
 
 海堤灣畔、映灣園及藍

天海岸三個屋苑的地理

位置十分相近，一直都

屬選區 T05(東涌中 )；  
 

 選管會在 2011 年區議

會選區劃界時曾表示海

堤灣畔和東堤灣畔被北

大嶼山公路分隔，因此

不接納將這兩個屋苑劃

入同一個選區；  
 

不接納此項申述，因為：  
 
(i)  在每 一 次區 議 會 選區

劃界，選管會都會檢視

有關選區的分界。一些

在上 一 次容 許 偏 離許

可幅 度 的選 區 因 為客

觀環境有所改變，例如

地方 行 政區 有 新 增議

席，或者鄰近選區有空

間作出調整，選管會都

會按 實 際情 況 適 當地

調整其分界。  
 
在是 次 劃界 ， 由 於按

2015 的原區界，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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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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灣園第五期海珀名邸

與映灣園其他四期分別

在選區 T06(東涌北 )及
T05(東涌中 )，同一個屋

苑 將 由 兩 名 區 議 員 服

務；及  
 

 當區區議員與街坊已建

立了良好的關係，選區

轉變令街坊覺得訝異及

不滿。  
 

T04( 東 涌 南 )( 包 括 選

區 T06(東涌北 ))的人

口 (36 777 人 ) 會 大 幅

超出 法 例許 可 的 上限

(+121.56%)，因此，選

管會在東環、昇薈及迎

東邨 的 位置 劃 定 新增

選區 T06(東涌北 )。當

轉編 部 分人 口 入 新增

選區後，選區 T04(東
涌南 )便有空間吸納選

區 T05(東涌中 )超出法

例許可上限的人口，因

此， 選管會遂 將 選區

T05(東涌中 )的海堤灣

畔轉編入選區 T04(東

涌南 )；  

 
(ii)  在 2011 年及 2015 年的

區議會選區劃界，雖然

選區 T05(東涌中 )的人

口超 出 法例 許 可 的上

限，但考慮到其偏離幅

度及選區 T05(東涌中 )
與 T04(東涌南 )有北大

嶼山公路阻隔，因此，

選 管 會 建 議 選 區

T05(東涌中 )的分界維

持不變，並容許其人口

超 出 法 例 許 可 的 上

限。在 2011 年及 2015
年，選區 T05(東涌中 )
的人口分別是：  
 
2011：22 048 人, +27.58% 
2015：22 450 人, +32.34% 
 
然而，在是次劃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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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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的 選 區人 口 大 幅增

加，令選區 T05(東涌

中 )的人口 (24 546 人 )
大幅 超 出法 例 許 可的

上限 (+47.88%)。雖然

選區 T05(東涌中 )與選

區 T04(東涌南 )之間有

北大嶼山公路，但選管

會留意到選區 T05(東
涌中 )的海堤灣畔與選

區 T04(東涌南 )的東堤

灣 畔 之 間 有 天 橋 相

連，因此，臨時建議將

選區 T05(東涌中 )的海

堤 灣 畔 轉 編 入 選 區

T04(東涌南 )。經上述

調整後，選區 T04(東
涌 南 ) 的 人 口 (21 213
人 )只會輕微超出法例

許 可 的 上 限

(+27.80%)；及  
 

(iii)  劃界 建 議須 基 於 人口

分布的客觀資料，地區

行政 事 務的 安 排 或區

議員 所 提供 的社 區服

務並非相關考慮因素。 
 

17 T10 –  
長洲  

1 1 支持長洲合併成為一個選

區的臨時建議。  
 

支持的意見備悉。  
 

18 T10 –  
長洲  

453% 6 (a)  反 對 將 長 洲 合 併 成 為

一 個 選 區 的 臨 時 建

議，建議維持長洲原來

兩個選區，綜合原因如

下：  

項目 (a)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按 2015 年的原區界，

選區 T04(東涌南 )(包括  

                                                 
%
申述中有 440 份範本申述。 



T. 離島區  - 293 - T. 離島區  

項目  
編號  

選區  
數目  

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  
書面  口頭  

     選 管 會 將 政 府 統 計

處「中期人口抽樣調

查」的結果作為實質

數字，並根據此數字

將 長 洲 二 合 為 一 並

不穩妥，長洲的預計

人 口 應 不 會 少 於

30 000 人；  
 

 長 洲 是 受 香 港 市 民

及 海 內 外 遊 客 喜 愛

的小島，正面對很多

社區及民生問題，加

上旅遊業的發展，極

需要區議員解決。若

只 有 一 位 區 議 員 服

務，將令居民等待協

助的時間更長，對政

府產生不滿情緒；  
 

 臨 時 建 議 罔 顧 長 洲

的實際狀況，長洲人

多斜坡多，島上沒有

任 何 公 共 交 通 工

具，只能依靠單車代

步或步行。只有一個

議 席 會 令 居 民 求 助

時十分不便；及  
 
 長 洲 和 東 涌 雖 同 在

離島區，但人口、社

區結構、生活圈子不

同。此外，兩地相距

甚遠，來回一次需要

約四小時。當中一項

申 述 進 一 步 表 示 東

涌 與 長 洲 不 是 毗 鄰

選區，將長洲合併以  

選區 T06(東涌北))(36 777
人,+121.56%)及 T05(東涌

中) (24 546 人,+47.88%)的
人 口 均 會 大 幅 超 出 法

例許可的上限，由於政

府 經 檢 討 各 地 方 行 政

區 民 選 議 席 的 數 目

後，離島區沒有新增議

席，在此情況下，選管

會 在 檢 視 離 島 區 所 有

選 區 的 分 界 及 平 衡 各

選 區 之 間 的 人 口 分 布

和地理狀況後，考慮到

長 洲 南 與 長 洲 北 地 理

相近，而且人口均低於

法例許可的下限，故建

議 將 兩 者 合 併 以 騰 出

一 個 選 區 劃 定 在 東 涌

的位置；  
 

(ii)  原則上，合併選區不會

破壞社區的完整性。此

外，長洲屬一個墟鎮，

在 街 坊 代 表 選 舉 中 為

單一選區，故此，選管

會 不 認 同 合 併 長 洲 南

及 長 洲 北 會 破 壞 有 關

地 方 的 社 區 完 整 性 或

令 兩 個 地 方 產 生 不 協

調的說法；及  
 

(iii)劃 界 建 議 須 基 於 人 口

分布的客觀資料，地區

行 政 事 務 的 安 排 或 區

議 員 所 提 供 的 社 區 服

務並非相關考慮因素。 
 
有 關 人 口 數 字 方 面 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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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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出 選 區 數 目 以 便

在 東 涌 劃 定 新 選 區

是 違 反 選 管 會 的 工

作原則  – 「凡人口

超 出 許 可 幅 度 的 現

有選區，其分界及毗

鄰 選 區 的 分 界 均 會

調整」的說法。  

見，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

舉的劃界工作是按照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預計人口數

字來進行。一如以往，預

計人口數字是由規劃署人

口分布推算小組之下一個

專為劃界工作而成立的專

責小組提供。是次的人口

分布預計數字是以政府統

計處於 2016 年進行的中期

人口統計為基礎，再加上

相關政府部門的最新官方

資料，經過一套科學化和

有系統的方法推算出來。

專責小組的成員都是專業

部門，一向負責全港人口

統 計 及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工

作，掌握最新的人口及土

地房屋發展的資料，是普

遍 地 有 高 度 認 受 性 的 數

據。選管會一直信賴專責

小組提供的統計資料，這

些資料亦是可供劃界工作

的唯一一套數據。  
 

    (b)  有 385 項申述指臨時

建 議 事 前 沒 有 經 過 諮

詢，漠視民意。  
 

項目 (b) 
《選管會條例》規定，選

管會負責制定臨時建議，

然後進行公眾諮詢。在諮

詢期內，公眾人士可透過

不同途徑就臨時建議發表

意見，選管會會客觀地考

慮在諮詢期內收到的每一

個申述，然後才作出正式

建議。  
 

    (c)  有 一 項 申 述 表 示 選 管

會 諮 詢 離 島 區 區 議 會  
項目 (c) 
為顧及法定考慮因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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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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副主席及民政事務

專 員 後 仍 將 長 洲 合 併

是令社區分裂。  

管會有需要了解擬議選區

的特色、地理環境及交通

方便程度，以充分考慮不

同劃界建議的可行性。考

慮到各區民政事務專員負

責地方行政事務，對區內

的地區特色和地理交通有

較全面及深入的認識，一

直以來，選管會有邀請他

們就其所屬地方行政區在

這方面提供事實資料以作

參考之用。  
 
選 管 會 在 制 定 臨 時 建 議

時，所有工作程序均以保

密的方式進行，包括諮詢

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以

及 與 其 他 協 作 部 門 的 溝

通。選管會在公布臨時建

議前，不會諮詢任何地區

人士，亦不會向協作部門

以外的機構或人士披露臨

時建議的內容。  
 

    (d)  有 一 項 申 述 認 為 長 洲

的 面 積 比 整 個 灣 仔 區

更 大 ， 但 只 有 一 個 議

席，相反，灣仔區卻有

13 個議席。  
 

項目 (d)至 (f) 
根據《選管會條例》，選

管會必須按《區議會條例》

指明的每個區議會的民選

議席數目制定選區分界。

由於申述建議與制定主體

法例有關，並不屬選管會

的職權範圍，故此選管會

已將有關意見轉交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考慮。  

    (e)  有 四 項 申 述 認 為 選 管

會 應 在 離 島 區 增 加 議

席，而不是合併長洲。 
 

    (f) 有 一 項 申 述 同 時 建 議

仿效前些年代，將長洲

分為三個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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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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有 一 項 申 述 表 示 根 據

紀錄，長洲街坊尋找區

議 員 幫 助 的 預 計 個 案

數字會增加，因此長洲

必須維持兩個選區，確

保 有 基 本 人 手 幫 助 市

民。  
 

項目 (g) 
劃界建議須基於人口分布

的客觀資料，地區行政事

務的安排或區議員所提供

的社區服務並非相關考慮

因素。  

    (h)  有 一 項 申 述 建 議 合 併

「 長 洲 北 」 及 選 區

T08(坪洲及喜靈洲 )，
藉 此 維 持 長 洲 原 有 的

兩個議席。  

項目 (h)  
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根

據《選管會條例》，選管

會在調整選區分界時，除

了考慮預計人口外，亦須

顧及社區獨特性、地方聯

繫的維持，以及有關區域

的自然特徵 (例如大小、形

狀、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

等 )等其他法定因素。由於

「長洲北」及選區 T08(坪
洲及喜靈洲 )之間沒有直接

交通連接，選管會的臨時

建議沒有將兩地合併為一

個選區。  
 

    (i)  另 一 項 申 述 則 建 議 合

併選區 T08(坪洲及喜

靈洲 )及 T09(南丫及蒲

台 )，以騰出一個選區

數目，並維持長洲原有

的兩個議席。  
 

項目 (i) 
不接納此項建議，請參閱

項目 4。  

    (j)  申 述 表 示 其 進 行 的 意

見 調 查 顯 示 大 部 分 長

洲居民反對臨時建議。 
 

項目 (j) 
有關意見備悉，請參閱項

目 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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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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08 –  
坪洲及

喜靈洲  
 
T09 – 
南丫及

蒲台  
 
T10 –  
長洲  
 

- 2 不反對臨時建議，但希望

選管會解釋在考慮合併選

區以騰出選區數目時，為

何合併「長洲南」及「長

洲北」兩個選區，而不是

將離島區其他島嶼合併。  

請 參 閱 項 目 4 及 項 目

18(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