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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區議會於 1982 年成立，其職能主要包括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及按撥

款進行地區環境改善工程，並於推動社區參與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而

由於具有選舉與前線實戰機會，區議會因此被視為培養本港政治人才的

重要搖籃。 

 

不過，從觀察所見，區議會的工作近年屢受批評。其中有數字反映，

在香港特區最近三屆區議會任期中，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門就全港問題及

地區事務諮詢區議會的總次數，呈下降趨勢。 

 

另一方面，目前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1,200 名成員中，有 117

人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佔整體選舉委員會人數接近十分之一。而立法會

自 2012 年起新增的功能界別——區議會（第二）五個議席，民選區議員

擁有參選權和提名權；反映區議會在本港政制範疇中的角色漸見重要。 

 

社會向前發展，公眾對區議會有一定期望與訴求。在最近一次區議

會換屆選舉中，年輕一代在參選、投票，以及當選方面表現理想，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青年對區議會抱有相當期盼，甚至對區議會有求新的想法。 

 

區議會運作至今已有 30 多年，香港社會在這段期間亦出現不少變

化。事實上，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已有超過 10 年沒有進行檢討。新一

屆區議會選舉將於 2019 年 11 月底舉行。就如何讓區議會有效發揮其應

有職能，達至與時並進並擔當切合社會需要的角色，是一個十分值得探

討的課題。 

 

本研究嘗試了解香港青年對區議會角色與職能發揮的評價，以及他

們對區議會的觀感。此外，研究亦參考一些海外經驗及透過訪問本地專

家、學者和部分現屆區議員，冀就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提出可行

建議。 

 

是項研究於 2019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透過幾方面蒐集資料，包括

文獻參考、青年實地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0 位 18 至 35 歲青年，以及

19 個專訪，當中包括 4 位熟悉本港區議會發展及部分海外地方行政規劃

的專家和學者，以及 15 位現屆區議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0%E8%AD%B0%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0%E8%AD%B0%E5%9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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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討論 

 

1. 區議會民意代表的價值得到肯定；其在本港政治層面的參與度，近

年提升。當局有責任持續協助區議會發揮上述價值和影響力。 

 

是項研究顯示，在接受實地意見調查的 520 名香港青年中，有最多

人認為區議會最大的價值，在於其作為民意代表(33.3%)，有相當比

例(34.4%)亦認為，區議會的主要工作是向政府反映居民意見。 

 

區議會民選議席逐步遞增，至目前絕大部分議席經選舉產生。而近

幾次區議會換屆選舉選民投票率，亦持續上升；反映區議會的民選

成份及民意基礎有相當號召力。 

 

區議會的發展已有一段歷史，其民意代表形象鮮明。此外，區議會

在本港政制層面中的分量，近年漸見重要。當局應致力維繫和鞏固

區議會上述方面的價值和影響力。 

 

2. 區議會發揮職能所面對的挑戰，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2.1 區議會難以向政府有效反映民意 

 

目前全港有 400 多位民選區議員於各地區服務，這對特區政府吸納

地區意見方面，提供廣泛網絡。 

 

然而，綜合受訪區議員意見分析所得，區議會向政府反映民意遇到

不少障礙，主要包括：(1)政府部門傾向用自己角度處理地區問題，

而區議員所提出的意見，則多以各種理由婉拒；(2)政府官員毋須向

區議會問責，就區議員所提出的意見，政府可以不理會；(3)政府對

區議會民意認受功能的重視程度，存有一種可有可無的心態。 

 

區議會在掌握區情方面走在地區前線，如民意能夠得到有效反映，

對特區政府維繫有效管治，相信會帶來積極幫助。就如何讓地區意

見透過區議會有效影響政府決策，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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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向區議會進行諮詢的重視程度不足 

 

調查顯示，受訪青年認為由區議會履行意見諮詢工作的重要性，平

均達 7.26 分(0-10 分，10 為非常重要)；惟在他們觀感中，區議會

向政府提供意見的表現，平均分只有 4.72 分，低於 5 分合格水平。 

 

綜合研究訪問中專家和區議員的意見，政府當局不一定就每項諮詢

工作諮詢區議會。此外，政府亦毋須向區議會作出諮詢結果交代；

政府亦可繞過區議會而將議案交到其他諮詢會進行討論。 

 

接受政府的諮詢是本港區議會的其中重要職能。香港社會環境漸趨

複雜，區議會的諮詢角色，理應得到更大的發揮。但上述數據反映

情況出現落差，令人質疑區議會的諮詢職能，是否得到有效發揮。 

 

2.3 選區過小 

 

按區議會選區標準人口基數，人口和議席的比例多年來維持約為

17,000 對 1。有受訪學者和區議員認為，這比例局限了區議員的思

維，容易令他們聚焦其小區利益，無形中忽略提出宏觀社會政策的

動力。這與近年有市民期望區議員能夠以廣闊視野推動地區發展的

訴求，亦存有差距；而有利於地區整體規劃的機會，難免亦受影響。 

 

調查顯示，三成六(36.0%)受訪青年認為區議會在職能發揮上最大的

障礙，是各區各自為政；另有近一成(8.5%)認為是選區太小所致。 

 

本港人口推算在未來二十多年逐步上升，民選議席數目將不斷增加，

選區過小而有機會衍生的問題，相信亦會持續。政府當局需正視本

港區議會選區過小的問題，並就關有方面，作出宏觀的改革。 

 

2.4 資訊發放落後於社會步伐 

 

調查顯示，七成四(74.0%)受訪青年不認為自己信任區議會。另有相

若百分比(74.1%)不認為區議會資訊透明度高，七成半(75.0%)則認

為自己有責任監察區議員。 

 

有受訪區議員表示，有關區議會會議的資訊仍以錄音聲帶及文字檔

等發放，資訊容易變得過時，其閱讀便捷度亦不理想。此外，區議

會官方網頁內容更新緩慢，亦未能有效反映區議員的工作表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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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區議會的評價或信任度，難免受影響。 

 

在科網及公民社會意識增強年代，事後記錄已不能滿足現今社會對

實時取得完整訊息，以便監察民意代表和政府的訴求。而區議會會

議沒有安排視像即時直播，這與立法會會議作網上直播的安排，有

明顯差距；市民能否有效監察區議會，頓成疑問。 

 

區議會應把握資訊科技發達及公民意識漸增等契機，善用各種媒體

和技術，促進區議會透明度，爭取市民信任。 

 

3. 區議會可視為政治人才培育基地；惟地區工作從不容易，本港政治

事業入門和發展階梯亦欠清晰，年輕一代對投身區議會存有顧慮。 

 

綜合受訪學者和區議員意見，區議員工作提供機會學習剖析地區問

題，以及思考解決方法等。而透過與居民互動所建立的信任，以及

區議會選舉為區議員帶來選舉洗禮的經歷等，為區議會作為政治人

才培育平台提供實戰機會。 

 

不過，本港政治事業發展階梯欠清晰，而在選舉結果影響下，區議

員事業發展前景的保障更是模糊；地區工作從不容易。 

 

調查顯示，八成半(85.2%)受訪青年對參選區議會興趣不大，主要原

因是認為事業發展前途不理想，或認為區議會缺乏發揮機會；反映

他們在這方面的顧慮。有受訪區議員表示，在缺乏相關培訓或支援

下，對於一些無黨派的獨立人士、或是政治素人而言，就如何於參

選區議會的路上作出裝備，以至當選後如何盡快適應議會工作，倍

添困難。 

 

本港政治人才庫向來不足，區議會提供政治人才培育機會，關鍵是

如何讓年輕一代「看」得見投身區議會的途徑、所能夠發揮的空間，

以至可能帶來的成就等；這方面需靠政府當局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4. 受訪青年關心區議會事務，他們亦關注區議員的議政能力。受訪專

家和區議員認為，增強區議會政策研究空間和水平，有助提升區議

會整體質素。 

 

近六成八 (67.8%)受訪青年表示關心區議會事務；另有逾六成

(62.5%)期望自己能夠對區議會所作出的決定有更多參與。此外，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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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32.1%)在考慮投票選舉區議員時，會以候選人的議政能力或個

人能力為首要條件。 

 

社會公民意識增加，有受訪區議員直言，不少市民期望區議員能以

政策規劃角度發展社區。有受訪專家亦認為，提升區議會政策研究

的空間和角色，是本港區議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思考方向，亦是為區

議會注入新氣象不可缺少的元素。 

 

目前，區議會有關地區研究的項目，主要由相關政府部門主導；而

礙於資源考慮或其他因素，由區議員個人進行地方問題研究工作，

或選區之間就地區研究問題進行合作，有相當難度。 

 

政府當局早年曾作出讓區議員有更多機會參與制訂政策過程的構想。

近年，隨著社會客觀環境發展，區議員的職責已不止於街坊服務。

強化區議員的議事能力，從而提升區議員的質素，是促進區議員有

效參與政策制訂的重要條件；這亦是區議會未來發展的重要一步。 

 

5. 各區議會常規中一些涉及民意授權及公眾參與等議題的規例，有相

當差異；就目前各區議會常規中有關上述方面的條文，應否統一，

以給社會清晰指引，值得討論。 

 

區議會可訂立常規，以規管其程序及其轄下委員會的程序。然而，

是項研究從不同渠道收集的資料發現，目前全港 18 個區議會會議

常規中，部分範疇的條文，存有相當差異。 

 

例如，有 12 個區議會設有授權票制度，容許未能出席會議而欲投票

的議員，可用書面委任另一位議員為其代表進行投票；6 個區議會

則不設委託投票。此外，有 15 個區議會可委任非議員的人士為委員

會成員，他們可在委員會會議中投票，並可被計算為法定人數；3 個

區議會則不設增選委員制度。再者，有 15 區未有就公眾人士在旁聽

區議會的會議時能否進行拍攝或錄影等行為作出明文規限；3 區則

列出一些相關條文，例如不得拍攝照片或進行錄影等。 

 

各區議會可自行訂立常規，其中好處，是讓各區議會可因應其議會

文化、區情或需要而訂立規則。然而，上述幾項很大程度關乎民意

授權及公眾參與方面等議題，無關地域因素。當這些規例出現不一，

且有嚴有寬時，難免會引起外界關注，甚至爭議。就各區議會常規

中上述方面的條文應否統一，以給社會清晰指引，值得進一步討論。 

http://www.hklii.hk/chi/hk/legis/ord/547/s2.html#district_council
http://www.hklii.hk/chi/hk/legis/ord/547/s2.html#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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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基於上述結果及討論，本研究循強化區議會的角色與職能方向，包

括提升區議員質素、改善透明度，以及促進市民參與等，作出如下建議： 

 

1. 檢視現時區議會的角色與職能，並引入社區權利概念，促進區

議會與民間共建社區的成效，並滿足現今社會對區議會的訴求。 

 

距離上次就區議會角色與職能進行檢討，至今已超過 10 年。

研究建議政府當局全面檢視現時區議會的角色與職能，包括審

視區議會在反映民意並成為政府重要諮詢對象方面的成效，以

及於本港政治環境中可發揮的空間等。 

 

參考外地政府推動社區權利經驗，研究亦建議當局引入相關概

念，容許地區居民有權利就區內部分空置官地，以及具社區價

值的設施和建築物等，向區議會提出發展建議，推動社區共創

共建項目；相信有助拓闊區議員在地區事務上可發揮的空間。 

 

2. 擴闊選區，提升區議員的思維和能力，促進地區規劃發展。 

 

香港地方細小，人口推算在未來二十多年持續增加，若按目前

區議會選區標準人口基數計算，區議會選區數目將不斷上升；

在選區過小情況持續下，區議員聚焦細小選區利益，以及地區

整體規劃易受忽略等問題，難有徹底的改善。 

 

研究建議政府當局就選區劃分作出宏觀的改革，包括考慮擴大

人口基數及重組選區等，並增加對選區的支援，以提升區議員

的視野和能力，以及應對地區服務和發展的需要；這為區議會

有效發揮職能和增加影響力，提供長遠發展的方向。 

 

3. 各區議會增設資料研究組，以增強區議員政策分析及議政等方

面能力，同時提升整體區議會質素。 

 

社會不斷進步，不少市民期望區議員能以政策規劃角度發展社

區，區議員在政策分析和議政等方面的能力，愈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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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政府當局於各區區議會增設資料研究組，就地區問題

定期進行研究，以及編製地區良好的實踐案例等。此舉有助區

議員對區內問題有更深入掌握，進一步回應地區需要，同時加

強區議員政策分析和議政能力，推動區議會朝向更高水平發展。 

 

4. 加強民政事務專員與區議會夥伴合作的關係。 

 

各區民政事務專員是政府在地區層面的代表。專員於扮演政府

與區議會之間的橋樑，角色重要。 

 

研究建議當局加強民政事務專員與區議員之間夥伴合作的關

係，包括在每屆區議會任期開始，或每年雙方就未來地區工作

目標進行討論，凝聚共識。研究亦建議專員定期在區議會會議

上發布地區工作進度時間表，有助雙方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5. 提升區議會資訊透明度，一方面促進區議會資訊有效傳遞，另

方面加強公眾對區議會的監察。 

 

研究建議提升區議會的資訊透明度，透過各種媒體平台和技術，

大力改善區議會資訊的發布形式和速度，例如增設議會直播安

排等，促進公眾對議會的監察。 

 

此外，研究建議區議員考慮採用目標為本方式，定期向居民重

點發布地區最新工作目標，並列出一至兩項達致目標的關鍵結

果，讓地區工作的進度和成果資訊，能更具體地傳遞，促進市

民監察議會表現。 

 

6. 就各區議會常規中有關民意授權、公眾參與，以及資訊公開等

議題的規例，作統一做法，給社會清晰指引。 

 

目前各區議會會議常規中部分涉及民意授權、公眾參與，以及

資訊公開等議題的規例，存有相當差異。 

 

研究建議各區議會就常規中上述方面的規例展開討論，並統一

相關條文，給公眾清晰指引。此舉相信有助提升市民對區議會

的良好觀感，同時為新一屆區議會議會文化注入新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