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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幾屆文憑試卷一試題中，政治議
題一直是熱門的設題方向，如政府管治、
政黨政治、示威遊行等，而同學需要留意
的是，政制發展固然是近年的重點政治議
題，尤其特首選舉最為受重視，但其他相
關的議題同樣需要關注，如區議會和立法
會選舉，當中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將
近，故同學可多掌握有關資訊。
首先，同學須了解區議會的角色與職
能。區議會是一個香港的地區性議會組
織，主要着眼地方行政工作，既要就地區

福利、公共設施、社區活動等向特區政府
提供意見，也要承擔有關地區的環境改善
事務、康樂和文化活動，故此區議會可謂
是聯繫港府與市民的重要橋樑。
觀乎近年區議會選舉的體制，以至整個

選舉生態，當中便涉及到不少值得同學關
注的議題，除了經常被提及的「蛇齋餅
糭」外，還有疑似「種票」問題，繼
2011年大規模種票風波後，早前亦有發
現多個選區出現大量可疑的選民登記個
案，如「一屋多姓」、以地舖、工廈或已

收回重建的舊樓作登記住址等，甚至有現
任區議員的選民登記住址無故遭人更改。
可見，現時的選民登記制度顯然存在漏
洞。

參選人趨年輕化
區議會年輕化亦是近年的趨勢，如民主

黨於本屆區議會選舉派出的參選人最年輕
的僅21歲。就政黨方面而言，區議會是
培養未來更多年輕政治人才的平台，讓他
們能多參與地方行政及社區服務的工作。

也有一些年輕人因「佔中」的啟發，參選
本屆區議會選舉，希望把「民主理念」帶
入社區生活。
總的來說，不少同學或會特別擔心自己

未能掌握「政治題」，其實無論是要分析
一些政治議題或社會問題，通識科最根本
的考核重點，都是在於考生平日的時事積
累，以及對議題的了解，故此同學宜按不
同單元選取相關新聞來閱讀，以作全面研
習。 ■馬燕雯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中文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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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2015年區議會選舉如箭在弦，今屆首次不設委任議席，除了27位當

然議員，將會產生431個直選議席。區議會理應是最貼近民生的議會，

然而，區議會的功能一直成疑，市民對於區議會的印象甚為模糊，箇中因由涉及本港地區事務

沿革，本文將探討區議會在功能上有什麼改善空間。 ■Henry Law 資料通識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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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箭上弦
民意定輸贏

公 民 參 與
單元二：今日香港（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香港居民可如何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
．香港居民對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和形式受什麼因素影
響？他們的參與有什麼意義？為什麼他們會有不同的訴求？有
關訴求帶來什麼影響？

．政府如何回應不同群體的訴求？政府的回應對香港的管治、維護法治
精神和提升公民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有什麼影響？為什麼？

議 題 探 索

港英時代，地區事
務主要是由市政區及
區域市政區負責，包
括清潔服務、食物衛
生事務、文娛康體設

施等，自2000年香港政府進行區域組
織政治改革後，市政區及區域市政局
從此消失。
據當時特區政府文件和記錄顯示，
相關地區事務權有意下放予區議會，
然而，基於不同因素的考慮，最終相
關權責分散於特區政府轄下的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衛生署和民政
事務處等。

可提意見欠實權 易淪「花瓶」
參考香港政府文件，目前區議會主
要職能是就地區福利、公共設施及服
務、地域發展計劃、社區活動、公共
工程、公帑運用等提供意見，亦可以
運用政府撥款，改善區內環境和促進
康樂及文化活動等。
簡而言之，區議會以諮詢性質為
主，欠缺立法和審批政府公共開支的
權力，雖然歷屆香港政府都承諾增添
區議會功能性和實際權力，如2013年
區議會獲撥款興建地區小型工程、
2014年起加強地區管理委員會的決策
權力，不過由於地區管理委員會的當
然主席是港府的民政事務專員，而且
非所有區議員可以加入，所以區議會
仍然缺乏實際權力。
地區議會的實權其實關乎民生發

展，當中有雙重意義。其一，加強地區
事務的代表性和問責性，民選議員由於

擁有民意授權，因此決策上理應較政府
官員較大代表性，民選議員必須透過選
舉連任，所以必須關顧社區需要，了解
選民要求，否則會減低連任機率；其
二，涉及政治人才的培育，世界各地的
政黨組織都是由地區事務開始培養政治
人才，因此地區議會缺乏行政實權，政
治人才無從培育。
另一方面，「行政主導」的原則

下，可以避免下放權力予區議會後，
區議會的決策流於民粹主義。而且，
現時的制度下，特區政府較容易協調
不同區之間的爭議，因為區議員有機
會只着眼於該區利益，就以巴士重組
為例，不同區的區議員都分別提出反
對聲音，致使整體規劃受阻。
雖然區議會最貼近民生，然而，區
議員又缺乏能力影響民生，甚至有人
認為區議會形同虛設，淪為「政治花
瓶」。大家不妨反思一下，區議會選
舉的選票，到底多大程度可以協助社
區提升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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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參與：公民透過不同形式參與社會
和政治事務，可以分為「制度化」和「非制
度化」的途徑。「制度化」包括投票、參選

和諮詢等；「非制度化」包括簽名運動、遊行示威和公民抗命等。
2. 政治效能感：公民認為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影響政府的能力。公民的政治效能

感越高，參與政治程度越大；相反，政治效能感越低的人，越容易趨向政治冷
感。

相 關 概 念

模 擬 試 題
資料A：部分區議員的宣傳橫額

資料B：
民建聯今次派出172人參選區議會，平均年齡45歲，強調議員年輕化

和專業化是政界的發展趨勢。政黨在合適時候交棒是必然現象，雖然每
次選舉都會有風險，但如果「師父」能帶領好「徒弟」，相信成功交接
不難，而民建聯亦已經作出長期部署，不擔心接棒的年輕參選人會失去
選票「基本盤」。

資料C：
特區政府於去年在深水埗和元朗兩區推行先導

計劃，賦予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
委員會決策及統籌權力，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
的管理和環境衛生等問題，並由區議會就工作優
次提供意見。
特區政府會於今年8月先導計劃完結後進行檢

討，視乎情況，積極考慮增撥人手和資源，於下
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在18區全面推行，並會於
未來5個財政年度，每年再額外向社區參與計劃
撥款2,080萬元，進一步加強支援區議會在地區
上推廣藝術文化活動。

題 目 拆 解
a：題目要求分析學生分析資料
A，而非提出個人立場判斷區議
員的工作，學生要先拆解資料A

中的正反論據，例如資料A顯示區議會的工作性質、範疇和
成效等，再分析相關工作能否提升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b：題目屬於建議題，值得留意的是題目將建議角色局限於特
區政府和政黨，因此必須考慮兩者的角色身份和權力局限，
從而提出可行及具有成效的建議。另外，學生須留意建議應
該建基於現時區議會的狀況提出進階建議，而非重複資料提
及的措施。

參 考 答 案 a. 正方：很大程度提升生活質素
●有助改善社區衛生，例如向政府部門反映意
見，改善蚊患等問題，提升港人健康；
●有助提升社區民生，例如引入不同設施，改
善生活質素。

反方：很小程度提升生活質素
●區議員工作流於「爭取」，未有實際行動提
升生活質素；
●區議員工作欠缺實權，只能向政府部門「反
映」，未必有成效，或難以提升生活質素。

b. 特區政府方面：
1. 改革區議會功能，直接將地區事務管理和
財政權力賦予區議員，加以監察。全面推

行先導計劃後，逐步減少民政事務專員的
角色；

2. 進一步撥款予區議會，並且容許區議會參
與更多地區建設和改善項目，不再將款項
區限於文娛事務。

政黨方面：
1. 引入年輕人才參政。政黨可以提供更多參
選機會予年輕人才，並且提供更多區議員
職能相關培訓工作，提升區議員的工作能
力；

2. 引入專業人才參政。政黨可以吸引更多專
業人士參選區議會，將更多專業知識帶進
區議會，提高區議員的工作能力，針對解
決地區難題。

尖 子 必 殺 技

「成功爭取屋邨增設便利店」

「要求食環署加強滅蚊，杜絕蚊患」

a. 資料A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區議員工作有助提升香港人的生活質素？（6分）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特區政府及政治團體可如何加強區議會的功能？（8分）
想 一 想

延
伸
閱
讀

■區議會
選舉踏入

選舉期，各
政治團體積

極拉票。圖為
民建聯早前的區

選誓師大會。
資料圖片

■■如何令區議會發揮最大的功能如何令區議會發揮最大的功能，，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特區政府要思考的問是特區政府要思考的問
題之一題之一。。圖為工聯會為今屆區選造勢圖為工聯會為今屆區選造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成功爭取增設汽水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