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選區分界及名稱臨時建議 
公眾諮詢(補充資料) 

 
臨時建議中，新界西地方選區的人口偏離百分比為+11.90%(最高)，將新界
西其中一個地方行政區轉編入其他地方選區的考慮方案有 7 個： 
(註：調整地方選區分界時所涉及的地方選區需要有接連區界，因此得出 7
個方案。) 
 
 
(一) 2 個法例下不可行的方案－ 
 
方案 改動所包括的地方行政區 不可行的原因 

1 將葵青區 
由新界西轉編入新界東 
 

• 這會令新界東的偏離百分比超出法
例許可的上限(+20.12%)。 

 
2 將元朗區 

由新界西轉編入新界東 
• 這會令新界東的偏離百分比超出法

例許可的上限(+27.36%)。 
 

 
 

(二) 5 個法例下可考慮但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不建議採納的方案－ 
所有方案中個別地方選區人口偏離百分比均小於臨時建議(-6.98%(最
低)至+11.90%(最高))，但選管會不建議採納。 

 
方案 改動所包括 

的地方行政區 
如果採納方案，人
口偏離百分比 
最高/最低的 
地方選區 

選管會不建議採納的原因 

最低 最高 

1 將離島區 
由新界西 
轉編入新界東 

-6.98% 
(九龍西) 

+3.80% 
(九龍東) 

• 新界東地方選區現時已幅
員甚廣，經方案 1 調整後，
新劃定的範圍將會進一步
擴大；及 
 

• 大嶼山分屬荃灣及離島兩
個地方行政區，大嶼山東北
部(例如欣澳等地)屬於荃灣
區，其東北部以外地方(例
如東涌、梅窩等地)則屬離
島區，而荃灣區及離島區現
時均在新界西地方選區
內。因此，方案 1 會將大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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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改動所包括 
的地方行政區 

如果採納方案，人
口偏離百分比 
最高/最低的 
地方選區 

選管會不建議採納的原因 

最低 最高 

山分拆到兩個不同的地方
選區，即大嶼山東北部以外
的地方會轉編到新界東，而
大嶼山的東北部則保留在
新界西。 

 
2 將荃灣區 

由新界西 
轉編入新界東 

-6.98% 
(九龍西) 

+10.18% 
(新界東) 

• 荃灣區的範圍包括大嶼山
東北部(例如欣澳等地)，而
荃灣區及離島區現時均在
新界西地方選區內。 
 

• 方案 2 將荃灣區編入新界
東，大嶼山會因此分拆到兩
個不同的地方選區，即大嶼
山的東北部(荃灣區)會轉編
到新界東，而其東北部以外
的地方(離島區)則保留在新
界西。 

 
3 將葵青區 

由新界西 
轉編入九龍西 

-4.86% 
(香港島) 

+5.62% 
(新界東) 

• 按 5 個地方選區的現有分
界，5 個地方選區的預計人
口與其所得數目的偏離百
分比均在法例許可幅度之
內；及 
 

• 將新界的地方行政區轉編
入九龍並不符合劃界的工
作原則(即在符合法定準則
的情況下，應盡量把香港
島、九龍及新界分開處理)。 
 

4 將葵青區 
由新界西 
轉編入香港島 
 

-6.98% 
(九龍西) 

+5.62% 
(新界東) 

• 按 5 個地方選區的現有分
界，5 個地方選區的預計人
口與其所得數目的偏離百
分比均在法例許可幅度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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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改動所包括 
的地方行政區 

如果採納方案，人
口偏離百分比 
最高/最低的 
地方選區 

選管會不建議採納的原因 

最低 最高 

• 將新界的地方行政區轉編
入香港島並不符合劃界的
工作原則(即在符合法定準
則的情況下，應盡量把香港
島、九龍及新界分開處
理)；及 
 

• 傳統上，香港島自成一角。 
 

5 將離島區 
由新界西 
轉編入香港島 
 

-6.98% 
(九龍西) 

+5.62% 
(新界東) 

• 大嶼山分屬荃灣及離島兩
個地方行政區，與不採納方
案 1 及方案 2 的原因類近，
方案 5 會將大嶼山分拆到
兩個不同的地方選區，即大
嶼山的東北部以外的地方
會轉編到香港島，而其東北
部則保留在新界西； 

 

• 按 5 個地方選區的現有分
界，5 個地方選區的預計人
口與其所得數目的偏離百
分比均在法例許可幅度之
內； 
 

• 將新界的地方行政區轉編
入香港島並不符合劃界的
工作原則(即在符合法定準
則的情況下，應盡量把香港
島、九龍及新界分開處
理)；及 
 

• 傳統上，香港島自成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