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治理  

 

政府在地区治理方面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和谐小区，提升巿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提升地区治理效能，政府于2023年5

月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重塑区议会及强化地区治理

架构。随着立法会于2023年7月全票通过《2023年区议会(修

订)条例草案》，《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已于2023

年7月10日正式刊宪生效。 

 

 重塑后的区议会重回《基本法》下作为非政权性的区域咨询

和服务组织定位，坚定将国家安全放于首位，全面落实「爱

国者治港」原则，并充分体现行政主导，协助政府增强地区

治理效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民政事务总署的角色：民政事务总署负责推动地区治理工

作、小区建设活动、小区参与活动、乡郊小工程和地区小型

工程，以及旅馆、床位寓所和会社的发牌事宜。该署一直致

力推广良好大厦管理的概念，并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合作，

务求不断提升全港大厦管理水平。此外，该署亦为内地新来

港定居人士和少数族裔人士提供支持服务，协助他们早日融

入小区。该署亦协助宣传与政府主要政策、策略及发展计划

有关的信息，并在有需要时促进市民对这些事务的了解。此

外，在有需要时，该署会就影响小区的有关问题，协助决策

局和部门收集和评估市民的意见。民政事务总署亦透过分布

于全港的18个民政事务处，执行上述职务。 

 

强化地区治理架构：作为完善地区治理的一部分，政府于

2023年7月成立「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领导委员

会」）及「地区治理专组」（「专组」），以期在中央层

面加强统筹力度，提高地区治理效能。「领导委员会」由

政务司司长主持，负责制订地区治理整体策略方针、具体

政策和措施、工作优次和资源调拨。「专组」由政务司副

司长主持，负责指挥和统筹各政策局及部门的地区工作，

并协调涉及跨部门或跨区的地区问题。 

 

民政事务专员的角色：香港划分为18个行政区，各区的民政

事务专员是政府在地区层面的代表。民政事务专员是有关民

政事务处的主管，亦同时担任区议会主席、「关爱队」小队

总指挥，及地区管理委员会主席， 致力促进政府与市民之间

的沟通，联系和关爱市民，建设和谐共融小区；为公众提供

咨询服务、推行「小区参与计划」和地区主导行动计划、与

相关政府部门和小区团体携手，协力解决地区问题、为大厦

管理团体提供协助、以及进行小型工程项目和小区重点项目

等。在紧急情况下，民政事务专员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以确保在其行政区提供有效的紧急支持服务。 

 

区议会的角色：民政事务专员作为区议会主席，  领导区议

会执行其以下法定职能： 

 

(一) 就影响有关地区的民生、居住环境及有关地区内的

人的福祉的地区事务，接受政府咨询； 

(二) 就该区议会的主席指明的议题，收集有关地区内的

人的意见，并向政府提交意见摘要及建议应对方

案； 

(三) 与有关地区内的人建立恒常的联络机制，定期会见

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四) 在有关地区内支持和协助推广法律及政府政策，并

协助政府开展地区咨询会等各类咨询、宣传及联络

活动； 

(五) 在政府的统筹下，协助顺利提供与有关地区内的人

的利益相关的文化、康乐及环境卫生等服务；  

(六) 为与区议会职能有关的项目及活动申请拨款资助，

例如 —— 

(i) 旨在推广体育、艺术及文化的项目及活

动； 

(ii) 地区盛事及庆祝活动；及 

(iii) 绿化及义工工作； 

(七) 为有关地区内的人提供服务，例如咨询及个案转介

服务； 

(八) 在政府的统筹下，与有关地区内的其他咨询及服务

组织互相配合，使为有关地区内的人提供的服务能

达到最佳效果；及 

(九) 承担政府不时委托的其他事宜。 

 

咨询区议会：各部门会派代表出席区议会会议， 就影响有关

地区的民生、居住环境及有关地区内的人的福祉的地区事务

咨询区议会；以及知会区议会可能影响所属地区的各项政府

政策及计划。 

 

区议会的组成：第七届区议会由2024年1月1日开始运作。区

议会共有470个议席（包括委任议席179个、地区委员会界别

议席176个、区议会地方选区议席88个及由新界乡事委员会

主席出任的当然议席27个）。区议会议席的分布如下： 

 

市区的区议会： 议席数目 

中西区 20 

东区  30 

九龙城 20 

观塘  40 

深水  20 

南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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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湾仔  10 

黄大仙 20 

油尖旺 20 

  —— 

 合计： 200 

 

新界的区议会： 议席数目 

离岛  18 

葵青  32 

北区  24 

西贡  32 

沙田  42 

大埔  22 

荃湾  22 

屯门  32 

元朗  46 

  —— 

 合计： 270 

总数： 470 

 

地区管理委员会：各区的区管会由民政事务专员担任主席。

该会是一个官方委员会，成员包括区内各主要部门的代表。

区管会为各部门提供讨论的场合，以探讨和解决区内的问

题。委员会对区议会的建议及要求作出积极的响应。 

 

 「地区主导行动计划」自2016-17年度起在18区推行，以解

决地区上的老大难问题和掌握发展地区机遇。已推展的项目

包括改善环境卫生及公共地方管理工作，例如处理店铺阻

街、加强灭蚊工作、移除违泊单车等；及针对当区的独特情

况和需要，以期改善居民生活质素及优化小区设施，例如促

进及改善楼宇的消防安全等。 

 

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在1976年9月成

立，在扑灭罪行方面担当重要角色，不但检视区内的治安情

况，亦会反映区内市民关注的治安问题。地区扑灭罪行委员

会负责在区内举行宣传活动，协助提高市民的防止罪案意

识，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灭罪工作。每个地方行政区，各设

一个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 

 

地区防火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自1998年3月在各区先后

成立。地区防火委员会积极推广防火安全及其他有关大厦安

全的事宜，亦会在区内举行有关防火及大厦安全的教育和宣

传工作，并与业主立案法团合力推广并协办大厦防火演习。

每个地方行政区，各设一个地区防火委员会。 

 

分区委员会：分区委员会自1972年起在各区先后成立。分区

委员会推动公众参与地区事务；就筹办小区参与活动及推行

由政府赞助的计划，提供意见并加以协助；并就影响该分区

的地方问题提供意见。现时香港共有71个分区委员会。 

 

小区参与计划：为促进小区建设及地区和谐，民政事务总署

在 18 区推行「小区参与计划」，提供拨款让政府部门、非

政府机构、区议会或区议会／民政事务处辖下委员会／工作

小组，举办推广地区体育、艺术及文化的项目及活动、地区

盛事及庆祝活动和绿化及义工工作等。 

 

业主立案法团：业主立案法团是私人大厦业主根据《建筑物

管理条例》(第 344 章)成立的法人团体，具有若干法律权力

管理大厦。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港约有 11 400 个业主

立案法团，其中约 9 300 个是在各区民政事务处协助下成立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