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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工作進度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工作進度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工作進度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工作進度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這份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工作

進度。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

導、律政司司長和政制事務局局長出任成員的政制發展專責

小組。專責小組負責就《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

法律程序問題作深入研究，就此徵詢㆗央有關部門，並聽取

市民對有關問題的意見。

向政制事務委員會發出討論文件向政制事務委員會發出討論文件向政制事務委員會發出討論文件向政制事務委員會發出討論文件

3. 專責小組在 1 月 14 日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發

出討論文件，當㆗羅列了《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

和法律程序問題。㆔㆟專責小組分別出席了 1 月 15 日及 2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聽取議員就有關事宜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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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見社會不同界別約見社會不同界別約見社會不同界別約見社會不同界別

4. 自 1 月 15 日以來，專責小組分別約見不同團體和

㆟士，就以㆖第㆔段所指的事務委員會文件㆗的原則和法律

程序問題，聽取他們的意見。截至 2 月 20 日為止，專責小

組合共進行了 26 次會議，會見了 53 個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

團體和㆟士，包括立法會、區議會、政黨和政團、法律界、

學術界、工會和商會。具體資料見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

訪京之行訪京之行訪京之行訪京之行

5. 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的安排，專責

小組於 2 月 9 日和 10 日與港澳辦及全國㆟大常委法制工作

委員會會面，就《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法律程

序問題進行交流。此外，專責小組與㆒批內㆞法律專家舉行

座談。政務司司長於 2 月 11 日在立法會作出聲明，向議員

講述專責小組訪京之行的工作。有關發言全文見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政

制事務局局長於 2 月 16 日代表專責小組出席政制事務委員

會會議，回答議員就訪京之行和其他相關事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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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網頁政制發展網頁政制發展網頁政制發展網頁

6. 專責小組於 2 月 19 日推出政制發展的官方網頁。

這網頁載有與專責小組工作有關的資料。我們亦以提問方式

將有關的原則和法律程序問題㆖載於網頁，並邀請市民就這

些問題發表意見。

㆘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

7. 專責小組會繼續與不同團體和㆟士會面，聽取他們

就有關問題，尤其是原則問題的意見。我們亦會在適當時候

與㆗央聯繫，講述工作進度，反映市民的看法。我們會不時

向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讓議員得知工作進度。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秘書處

政制事務局

200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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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見團體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見團體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見團體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見團體/㆟士㆟士㆟士㆟士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4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士㆟士㆟士㆟士 會面日期會面日期會面日期會面日期

1. 民主黨 16.1.2004

2. 民主建港聯盟 17.1.2004

3. 香港大學陳弘毅教授 17.1.2004

4. 基本法 45 條關注組 19.1.2004

5. 香港總商會 20.1.2004

6. 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 20.1.2004

7. 香港協進聯盟 21.1.2004

8. ㆒國兩制研究㆗心 27.1.2004

9. 前綫 29.1.2004

10.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 29.1.2004

11. 李國寶議員

吳靄儀議員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余若薇議員

31.1.2004

12. 香港政策研究所 31.1.2004

13. 宋小莊博士

周八駿博士

梁美芬博士

顧敏康先生

31.1.2004

14. 新世紀論壇 3.2.2004

15. 自由黨 11.2.2004

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士㆟士㆟士㆟士 會面日期會面日期會面日期會面日期

16.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吳康民先生

黃保欣先生

鄔維庸醫生

譚惠珠女士

12.2.2004

17.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鄧特抗博士

㆗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王家英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陳家洛博士

㆗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蔡子強先生

12.2.2004

18. 香港㆗華總商會 13.2.2004

19. 思匯

民主動力

新力量網絡

香港民主促進會

13.2.2004

20. 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雷鼎鳴教授

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教授

何炘基教授

浸會大學副校長（拓展）

范耀鈞教授

嶺南大學經濟系系主任

何濼生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王于漸教授

科技大學工商及管理學院院長

陳家強教授

14.2.2004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士㆟士㆟士㆟士 會面日期會面日期會面日期會面日期

21. 香港工業總會 18.2.2004

22. 鄉議局 19.2.2004

23. 香港㆗華廠商聯合會 20.2.2004

24. 李家祥議員

吳亮星議員

何鍾泰議員

呂明華議員

勞永樂議員

石禮謙議員

陳智思議員

20.2.2004

25. 李福善先生 20.2.2004

26. 查濟民先生 2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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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訪京之行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訪京之行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訪京之行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訪京之行

政務司司長在立法會發表的聲明政務司司長在立法會發表的聲明政務司司長在立法會發表的聲明政務司司長在立法會發表的聲明

(2004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前㆝和昨㆝在北京與國務院港澳辦及㆟

大法工委，就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進行了商討。小組並在港澳辦的安

排㆘，會見了內㆞法律專家。

2. 訪京期間，於每次開會後，我們均盡快向傳媒簡要㆞介紹

了會面情況。我亦很希望能盡早通知各位議員有關詳細情況。我曾承

諾保持整個工作的透明度，並使溝通雙向進行，㆒方面了解㆗央的觀

點，㆒方面向㆗央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見。

3. 小組昨㆝晚㆖從北京回來，多謝主席女士容許我的請求，

藉本會例會向各位議員講述小組第㆒次訪京之行的工作。

反映港㆟意見反映港㆟意見反映港㆟意見反映港㆟意見

4. 在與港澳辦會面時，我向他們介紹，小組已經把《基本法》

㆗涉及的政制發展原則和法律程序的問題，羅列在發放給立法會的討

論文件㆗，小組也開始聽取各界團體和㆟士的意見。我並向港澳辦表

示，香港有不同機構就特區未來的政制發展問題進行了民意調查，香

港傳媒廣泛報道了有關調查結果。港澳辦表示對此也有充分掌握。

5. 就接見團體及㆟士的工作，我已向港澳辦表示小組已接見

了十㆕組團體和㆟士，並把其㆗十組㆟士呈交的意見書完整㆞轉交港

澳辦。他們及社會普遍是接受㆒些原則，包括：

－ ㆗央有權責審視特區的政制發展；

－ 任何“產生辦法”的修改必須符合《基本法》和“㆒國兩

制”；以及

－ 政制發展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實行。

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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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也向㆗央部門提出，香港社會㆖對政制發展存在相當廣

泛的訴求，希望現時制度有所改進，特區需要抓緊時間處理政制發展

事宜。市民亦普遍期望整個與㆗央討論過程具透明度，市民對㆗央是

信任的，也期望㆗央會小心聆聽他們的訴求。

7. 我向㆗央表示，為了在與㆗央會面前善用時間，專責小組

在今年㆒月十㆕日向本會提交了討論文件，亦隨即展開與團體和㆟士

會面，討論特區政府掌握到在《基本法》㆗關於政制發展的原則和法

律程序問題。在原則方面可歸納為㆔大範疇，就是：

（㆒）有關㆗央和特區關係的原則性問題；

（㆓）政制發展應循序漸進和按實際情況的原則；

（㆔）有關姬鵬飛主任在㆒九九零年所講的均衡參與和必

須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發展；

而程序方面有五項。㆗央有關部門同意這些都是需要處理的。就原則

方面，更應優先處理，因為這可以提供㆒個共同基礎，對我們日後的

工作很有用。

㆗央的關注㆗央的關注㆗央的關注㆗央的關注

8. 在會面期間我向㆗央有關部門問及㆗央的關注具體是甚

麼，他們表示，㆗央對香港政制發展高度關注，因為這事情關係到「㆒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實施、關係到㆗央和特區的關係、

以及關係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貫徹落實貫徹落實貫徹落實貫徹落實「㆒國兩制」和「㆒國兩制」和「㆒國兩制」和「㆒國兩制」和《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9. ㆗央有關部門強調，「㆒國兩制」必須以「㆒國」為「兩制」

前提，㆒國兩制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區是㆗

國不可分離的部份、是㆗央㆟民政府直轄的㆞方行政區域，香港特別

行政區實行「港㆟治港」、「高度自治」。

10. 他們表示，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符合「㆒國兩制」方針、

國家利益和香港的法律㆞位，特區需要尊重國家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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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央有關部門亦重申在八十年代國家為香港定㆘的長期政

策方針，就是管理香港事務的㆟應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

㆗央與特區的關係㆗央與特區的關係㆗央與特區的關係㆗央與特區的關係

12. ㆗央有關部門表示，㆗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是《基本法》

主要內容之㆒。香港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行使

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來源是經㆗央授權，沒有「剩餘權力」給予

特區。香港的政治體制是按照憲法由全國㆟大通過《基本法》予以確

定的，在研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的問題時，必須聽取㆗

央的意見。香港的政制發展涉及㆗央與特區關係，因為關乎到用什麼

制度去貫徹「㆒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施，不純粹是特區的事情，

必須與㆗央充分商討和得到㆗央的同意。

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13. ㆗央有關部門指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先

生在㆒九九零年㆔月㆓十八日把《基本法》草案及有關文件提交第七

屆㆟大會議時，就作出聲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㆒

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

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

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

㆞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14. ㆗央有關部門向小組表示，儘管㆖述說明未有寫入《基本

法》條文，但也是重要原則之㆒。在研究香港政制發展時不能忽略此

原則。他們表示，香港現時政治體制㆗包括有功能團體的原意，就是

兼顧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保障社會各界均衡參與，有利於資本

主義經濟的發展。他們指出，未來政制發展必須兼顧這些原則。

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的繁榮穩定

15. ㆗央有關部門向專責小組強調，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保障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必須符合《基本法》第 45 條及 68 條㆗關於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規定，要符合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

序漸進」的原則。他們向我們表示，香港回歸只有六年多，由於「㆒

國兩制」是新事物，在實踐的過程㆗難免會出現㆒些困難，需要大家

共同面對。鑑此，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配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經驗。



-  4  -

16. ㆗央有關部門強調，《基本法》設計的㆒個重要原則是行政

主導，這是維繫香港的有效管治。按《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要對

㆗央㆟民政府負責，也要對香港特區負責，要同時做到這樣，必須依

從行政主導的原則。未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必須符

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有利於鞏固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

17. ㆗央有關部門向專責小組表示，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對這些

原則作深入和理性的討論，尋求共識。他們並強調，在思考有關問題

時，要從大局出發，整體考慮國家利益、香港的長遠利益、香港的法

律㆞位、香港的經濟發展、《基本法》的貫徹落實和實際運作情況，及

香港的社會民生和各階層的利益。

與內㆞法律專家座談與內㆞法律專家座談與內㆞法律專家座談與內㆞法律專家座談

18. 此外，專責小組在北京與內㆞㆒批法律專家在 2 月 9 日舉

行座談，出席包括北京大學法學院蕭蔚雲教授、外交部法律顧問邵㆝

任先生、㆗國㆟民大學法學院許崇德教授、㆗國社會科學院港澳台法

律研究㆗心秘書長、研究員陳新欣先生、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

民教授等等。席間，內㆞法律專家著重介紹了《基本法》有關規定的

起草背景，也就《基本法》的原則和程序問題，表達了他們個㆟的看

法，作為專責小組參考之用。他們認為原則和程序問題在考慮政制發

展時是相連的，互相牽帶的。他們認為程序問題是比較容易解決，至

於原則問題則較為複雜，而且是重要的，必須弄清楚，因為這是重要

的基礎。

㆘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㆒步工作

19. 關於程序問題，㆟大法工委向我們表示，他們需要進㆒步

研究，因為內㆞的法律專家也有不同看法，他們會在日後再與我們商

討。

20. 為了讓香港社會對政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問題有更深入的

討論，專責小組會把有關問題以提問的方式表達，透過專責小組在㆘

星期設立的網頁，讓市民和團體更聚焦和廣泛討論。專責小組會繼續

約見不同團體和社會㆟士，聽取他們對有關問題，尤其是原則問題的

看法。我們也會在適當的時候與㆗央聯繫，講述工作進度，反映港㆟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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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作為今次通報的小小總結，我希望與各位議員分享㆒些個

㆟感受。首先，我覺得今次專責小組是切實㆞扮演了橋樑的角色，我

們㆒方面如實㆞向㆗央表達了香港㆟對政制發展的看法，另㆒方面也

向香港㆟如實㆞反映㆗央的關注。我們認為這個雙向溝通非常重要。

22. 第㆓，我和小組成員在北京期間，分別會見了國務院港澳

辦和㆟大法工委的官員，以及㆒批內㆞法律專家，他們有些當年參與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對香港有深厚感情。我感受到他們與我們其

實是抱著共同目標，就是要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並確保「㆒國兩制」

能繼續成功落實。

23. 在過去兩㆝㆔場的工作會面和座談會，我們與㆗央方面以

及專家們進行了友好，坦誠和有建設性的交流，大家都認同原則和程

序問題需要進㆒步討論，我和小組成員會都相信這種交流有利於雙方

對問題有進㆒步了解，有助大家在共同基礎㆖去處理政制發展這課

題。

24. 各位議員，㆗央部門這次確定，專責小組㆒月十㆕日向立

法會發出文件㆗羅列的《基本法》關於政制發展的原則，是香港未來

政治體制發展的基礎，必須優先處理。㆗央也進㆒步闡釋了他們的關

注。

25. 我認為，這對特區政制發展是重要的㆒步。有了這個清晰

的平台，各位議員與社會各界，便能集㆗討論如何在未來的兩項「產

生辦法」㆗具體體現有關原則。香港社會必須與㆗央就這個基礎㆖有

了共同的理解，才可以有建設性㆞討論具體的方案。

26. ㆗央對香港是關懷和愛護的，希望香港能夠保持繁榮與穩

定。㆗央部門這次與我們的交流，是坦誠的。

27. 同樣㆞，香港市民對㆗央有深厚的感情，感謝㆗央在香港

困難時期給予的支持，也明白㆗央自回歸以來㆒直緊守「㆒國兩制」

的原則。香港市民也了解繁榮穩定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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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央與香港的共同利益㆘，我很希望香港各界能就關乎

香港未來前途的政治體制發展原則，作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討論。我

們知道社會㆗必有不同意見，但重要的是，大家能在思考和討論的過

程㆗互相諒解，減少不必要的指責和猜度，在謀求國家與香港的整體

最大利益㆗，尋求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共識。

29.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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