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早前公布完善選舉制度的條

例修訂草案，建議以各區人口基數及不

割裂選區為基礎，將原先的5個地方選

區重新劃分為10區：新界5區、九龍3

區、港島2區。每區採取雙議席單票

制，各選出2名立法會議員。多名政界

人士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坊間已對過往選區劃分爭議不斷，特區

政府是次對選區劃分的建議符合實際情

況。隨着選區細化，日後不同選區的候

選人會更精準地針對該區居民所關注的

議題；而重劃選區配合雙議席單票制，

亦能避免再有激進分子以低比例票數當

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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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維持 5個立法會
地方選區逾20年，但歷
史上地方選區的劃分也
曾出現數次改動。1991
年，港英政府管治香港

逾百年後，首次在立法局選舉中加入地區
直選議席，當時全港分為9個選區：港島
兩區、九龍3區、新界4區，選舉採用雙
議席雙票制，每區選出兩席。
至1995年最後一次立法局選舉，港英政

府將全港選區劃分成20個選區：港島4區、
九龍7區、新界9區，但選舉改為單議席單
票制，每區只選出一席。
回歸後的香港於1998年進行第一屆立

法會選舉，特區政府將港英時期的20個
選區綜合成 5個選區，即香港島、九龍
西、九龍東、新界西和新界東，並會視
乎各區的人口變化，適時調整各選區產
生的議席數目，這個選區分布其後一直
沿用至第六屆立法會選舉。

第七屆立法會選區劃分
（北區及元朗區西北部）

新界東北
（大埔區及沙田區西部）

新界東南
（西貢區及沙田區東部）

新界西南
（葵青區及荃灣區）

人口：824,6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8.8%

香港島東
（東區及灣仔區）

九龍中
（九龍城區及黃大仙區西北部）

九龍西
（油尖旺區及深水埗區）

九龍東
（觀塘區及黃大仙區東南部）

新界西北
（屯門區及元朗區東南部）

香港島西
（中西區、南區及離島區）

新界北

人口：694,2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8.4%

人口：775,1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2.3%

人口：746,4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1.5%

人口：780,0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2.9%

人口：778,9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2.8%

人口：771,8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1.8%

人口：718,6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5.2%

人口：797,1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4.4%

人口：698,900

與該區標準人口基數的偏差：-7.8%

香港立法會選區分界自1998年第一屆立
法會選舉沿用至今，分別是香港島、

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和新界東5大選
區，但社會對選區劃分早已爭議不斷。特
別是2020年新界西人口預計逾217萬，是
全港人口最多的選區，但議席比例是最低
的，而且未來新界西的人口增長速度很快
會超越其他選區，長遠而言對該區選民不
公平。

梁志祥：新選區符合地緣因素
民建聯立法會新界西議員梁志祥表示，

草案根據人口分布重新劃分選區，議席比
例較以往合理。在5大選區的情況下，一名
議員需關注很大區域的議題，而隨着選區
細化，地區直選的議員日後可以更針對地
處理其選區的議題。不過他也坦言，是次
選區劃分令元朗東南部和西北部分別納入
新界西北選區和新界北選區，日後議會處
理涉及元朗的議題時，兩區議員可能出現
立場不一的情況，需要加強協商。
若草案通過，原本屬於新界西選區的離島

會與中西區、南區合併為香港島西選區。梁
志祥認為，相關安排符合地緣因素，因為離

島有很多來往港島的船班，主要交通網絡都
是通往港島西，而且中西區區議會和離島區
議會多年來都是共用會議場所。

梁美芬：激進派只服務少數人
草案亦建議將九龍由原本的2個選區劃成

3個選區。經民聯立法會九龍西議員梁美芬
表示，重劃選區配合雙議席單票制，能避
免再有激進派別利用低比例票數當選，
「在5大選區的情況下，當選的激進派別表
面上代表一個大選區的民意，實際上只是
服務很少人」。

郭偉强：盡量令選區平均分配
工聯會立法會香港島議員郭偉强表示，

特區政府按人口比例劃分選區的做法合
理，雖然部分地區的實際人口與基準人口
有偏差，但考慮到18區民政事務的工作，
草案已盡量令每個選區平均分配。
對於離島日後併入香港島西選區，郭偉强

指按人口基數計算，單以香港島的人口不足
以分成兩個選區，而離島鄰近港島，因此將
離島、中西區和南區合併為香港島西選區的
做法，從人口和地緣角度上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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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2021年
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
完成逐條審議階段，並訂於本周五進入審議修訂條
文程序。昨日會議多位議員關注查閱選民登記冊的
安排，要求當局進一步收緊限制，以防濫用。特區
政府代表表示，政府有三部分的「組合拳」以防濫
用，並強調選民部分個人資料會被遮蔽，措施可有
效保障選民。
《條例草案》建議明年5月1日起，只會讓「指

明人士」查閱立法會選民登記冊資料，而「指明人
士」包括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登記用戶者、
曾在先前選舉獲得相關資料的團體或組織、曾在先
前選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代表團體或組織，以及

公開宣布有意安排代表參選的團體和組織。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表

示，鑑於香港沒有政黨法規管政黨運作，當局又如
何確認查閱人士的身份？立法會九龍東議員謝偉俊
亦指，若要防範「黑記」或別有用心之徒透過查閱
選民登記冊內的資料「搞鬼」，應收窄查閱選民登
記冊的範圍，否則當局做了連串工夫，最後卻漏洞
處處，毫無阻嚇作用。
委會員主席廖長江也提出，任何人只要宣布參選，

便可以公然索取選民登記冊內的資料，容易被濫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回應時表

示，除條例草案所訂的內容，當局也會盡量收窄查
閱的範圍。至於若利用公開宣布或派員參選的手法

查閱選民資料，他說，查閱者亦有成本，一旦宣布
參選，便需要申報選舉開支，以及要受到選舉法例
的規管。

索料須簽聲明 只作選舉用途
他說，政府有三部分的「組合拳」以防濫用，包括

領取資料人士須提供身份證明，以及簽署表格，聲明
資料只作選舉用途，如違反選舉用途會有相應罰則。
他續指，選民部分個人資料亦會被遮蔽，例如查閱者
無法看到選民全名，強調措施有效保障選民。
此外，鄧忍光表示，直到目前為止，約有兩三百

間傳媒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內的登記用戶，
當中30間為網媒，一些欠缺採訪記錄或自稱「公民

記者」人士，均不被接納為政府新聞處登記用戶，
若發現有傳媒濫用查閱選民登記冊權利，新聞處可
以取消其用戶登記。
工聯會麥美娟關注，在處理選民登記時，會接納

什麼文件作住址證明，希望選舉事務處可彈性處
理，鼓勵市民登記做選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江嘉敏

指，除水、電、煤單外，當局接納3個月內
的銀行單及電話單等，市民簽署聲明後，
亦可使用同住者的住址證明登記做選
民，另外若提交申請時未能提供
住址證明，也可稍後再補
交。

查閱選民登記冊 三式「組合拳」防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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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人口數目按2021年分區人數推算

註：標準人口基數的計算方法是將香港人口總數除以地區直

選議員數目，即7,580,010÷20=379,010，由於10個選區每區

有兩個議席，因此各區標準人口基數為379,010×2=758,0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早前在 facebook
發帖指聽聞教協在會員大會上決定
不派人參選來屆立法會。其後教協
對此予以否認。梁振英昨日繼續發
文指，連「現階段保留派代表參選
立法會的權利」這一沒有實質決定
的議題都在教協會員大會被臨時抽

起，質疑意味着棄選，並斥責教協
越描越黑。
梁振英日前於社交網站發文，指聽

聞教協在上周六召開會員大會，決定
不派人參選來屆立法會，他指，參選
與不參選「撇撇脫脫總是好事」。教
協則否認已就參選問題有定論。
梁振英昨日再發帖指，「教協棄選

越描越黑」，教協是否派員參選下屆
立法會，要由會員大會通過，上周六
的會員大會明明有這個議題「現階段
保留派代表參選立法會的權利，發出
教育和民主的聲音」，這個沒有實質
決定的議題在會上都被臨時抽起，就
是「保留權利」也不談了，「還不是
棄選。」

他並指，昨日《蘋果日報》報道教協
的解釋，「教協總幹事沈偉男接受查詢
時表示，參選立法會需要動用經費」，
並聲稱會員大會原定有討論是否動用款
項，但最終未有進入有關程序等。梁振
英指，相關解釋是當讀者是傻瓜，大會
議題只不過是要求大會「授權理事會動
用不多於港幣60萬元的開支用於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60萬元對教協來
說濕碎啦，最近教協豪擲5,000萬買物
業眼都不眨。」

教協避談參選取態 梁振英批越描越黑

●梁振英批
評教協對參
選的取態越
描越黑。

fb截圖

回歸前後選制數度更迭

歷屆立法會選區議席數目的改動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

屆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註：特區政府每次在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前，都會視各選區人口變

化，決定會否調整各區議席數目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選舉年份

1998年
2000年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香港島

4
5
6
6
7
6

九龍西

3
4
4
5
5
6

九龍東

3
4
5
4
5
5

新界西

5
6
8
8
9
9

新界東

5
5
7
7
9
9

議席總數

20
24
30
30
35
35

●本港維持5個立法會地方選區逾20年，但歷
史上地方選區的劃分也曾出現數次改動。圖為
2016年立法會選舉，市民輪候投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