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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文件 27/2016 號  

（於 3 月 17 日會議討論）  

 

南區區議會  

 

透過地區管理委員會加強地區行政的「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邀請南區區議會為南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提供

意見。  

 

 

背景資料  

 

2. 行政長官於 2014 年施政報告中提議加強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讓

專員在地區上與區議會攜手，統籌協調不同部門的工作，因應區情積極回

的地區管理委員會決策權，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及環境衞生等問

題，並由區議會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  

 

3.  有鑑於在深水埗和元朗兩區推行的地區行政先導計劃成效理想，

行政長官於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建議在全港 18 區推行「地區主導行動計

劃」，進一步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各

區民政事務專員將諮詢新一屆區議會，由地區管理委員會決定具體計劃內

容，積極解決各區急需處理的問題。政府已參考兩區的先導計劃的成本而

批撥資源予民政事務總署再作分配。現擬議由地區管理委員會提出建議，

然後諮詢區議會，以決定南區的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稱「主導計劃」）

的主題及優次。  

 

 

 

 

 

 



2 

 

基本原則  

 

4. 主導計劃應集中處理可於地區層面解決，並且不會帶來重大政策

影響或對全港造成影響的地區問題。根據此原則，一些涉及廣泛政策和資

源影響的問題，例如關乎《城市規劃條例》的事宜、工務工程計劃及其優

次等，不應在計劃下處理。主導計劃亦不宜處理就罪行或破壞社會安寧／

危害公眾安全／嚴重阻礙交通或道路使用者的事宜所採取的執法行動

等。主導計劃下處理的地區問題的行政安排，也不應涉及修改法例。此外，

參照 2006 年有關《區議會角色、職能及組成的檢討》中就區議會參與管

理部分地區設施的原則，儘管部門須盡可能根據區管會的決定行事，但有

關的決定不得損害有關部門的法定權力和責任，也不得超越部門的財政權

限，或違反有關的國際專業和安全標準，或偏離政府現行的員工和資源管

理政策（包括政府的收費和費用）。  

 

5. 南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傾向不會去特別推行一些目前

基本上已有部門處理而問題可控的事項。由於各部門在處理地區個別問題

時有其政策、資源和優次的考慮，民政處建議務實地集中處理需要多部門

合作的課題，而有關問題應可於本屆區議會完結前提供可予檢視成效的數

據。  

 

 

南區地區管理委員會的初步看法  

 

6.  南區地區管理委員會（下稱「區管會」）於 2016 年 2 月 24 日的會

議上就主導計劃作出討論。區管會在審視南區的情況及參考了過去區議會

及其委員會和區管會的關注事項後，大體上支持在此計劃下進行紓緩南區

交通擠塞的工作，亦有委員提議考慮處理其他項目。區管會亦同意將此事

項提交南區區議會討論，以便全面徵詢區議員的意見。  

 

 

擬議計劃  

 

7.  在參考了區管會的意見及綜合其看法後，民政處現建議考慮下列

項目，爭取資源，以加強處理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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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優先 (1): 就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進行研究  

 

8.  香港仔是南區的一個中心區，交通繁忙，但道路狹窄，衍生不少

交通問題。過去，議員及居民曾提出多項建議，例如香港仔行人專用區、

香港仔交通重新規劃以及巴士不駛入香港仔市中心等。為全面而有效地處

理有關問題，現建議運輸署就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進行研究，並諮詢居民

及各持份者，以充分了解該區的交通問題，並與各有關部門制訂切實可行

的方案，實質處理相關問題。  

 

建議優先 (2): 加強處理南區東部（海灣區、赤柱區）的部分交通問題  

 

9.  南區東部有若干非法泊車或上落客（尤其旅遊巴）的黑點。特別

在深水灣、淺水灣一帶，嚴重影響赤柱及海灣區的交通。主要關注事項包

括阻塞交通、交通意外以及空氣污染和噪音滋擾等問題。建議警方充分善

用資源，靈活調配人手，加強執法，以打擊非法泊車及非法上落客的問題。

亦建議運輸署考慮居民及持份者的意見，完善有關交通安排及考慮增建交

通設施，例如加設交通標誌、在淺水灣西行方向安裝電子顯示屏等。各有

關部門亦應加強宣傳和教育活動。  

 

建議優先 (3):  

 

10.  除了上述淺水灣一帶， 的非法泊車問題亦經常引致嚴

重交通擠塞。建議警方充分善用資源，靈活調配人手，加強執法。運輸署

則考慮居民及持份者的意見，完善有關交通安排及考慮增建交通設施。亦

建議與規劃署及地政處研究附近可有增建停車位的空間。各有關部門亦應

加強宣傳和教育活動。  

    

建議優先 (4):加強處理香港仔的環境衞生問題  

 

11.  除了交通，香港仔有部分地區的環境衞生問題一直存在，例如香

港仔舊大街和香港仔大道一帶，情況並不理想。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除了

加強監控、清理及執法之外，全面研究有關問題，若確定是資源不足，可

考慮在主導計劃下爭取資源，以加強處理有關問題。  

 

 

 



4 

 

其他建議  

 

12.  區管會亦曾討論其他項目：例如設立巴士轉乘站；善用政府高架

道路下面的空間及美化港鐵架空路軌橋墩；監察巴士脫班情況。但基於不

同的原因，這些建議暫時並沒有列為建議優先項目，例如多年來都未能覓

得合適地點以興建巴士轉乘站，或因考慮到資源問題（見以下第 13 段）

等。  

 

推行方法  

 

13.  基於資源及人手等問題，要有實質成效，估計主導計劃只能推行

部分上述項目。各部門會分工合作，重點處理各有關問題，民政處則會經

區管會統籌協調。在進行時，亦會與區議會及其相關的委員會（例如交通

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等）通力合作。  

 

14.  參照先導計劃的安排，有關部門若不能按區管會和區議會經討論

後訂定的目標處理有關問題，須向區管會交代理據，若部門經區管會協調

後仍未能落實工作，有關情況可透過民政事務總署或民政事務局尋求高層

次的協調和指示。  

 

 

徵詢意見  

 

15.  請議員就擬議計劃提出意見，包括建議其他項目，並提供有關執

行的意見。亦請議員就有關項目，訂定優次，然後交區管會決定並制訂具

體計劃內容。民政處會據此向民政事務總署申請資源，以便開展工作，並

會適時向區議會或其委員會報告進度及尋求意見。  

 

 

 

 

南區民政事務處  

2016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