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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352/04-05(02)號文件 
 

《行政長官選舉(修訂)(行政長官的任期)條例草案》委員會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行會議 

書面意見 

民建聯政制事務副發言人 張瑞鋒 

 

1. 香港經濟已經走出低谷，目前正處於上升軌道。經歷了多年的困
難，香港市民更加珍惜穩定的社會環境，全力發展經濟。内地社

會現在強調“聚精會神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這個精神同

樣適用在今天的香港社會。 

2. 在行政長官出缺之後，民意普遍支持補選行政長官的任期是剩餘
任期。社會更加希望行政長官補選能夠順利舉行，盡快產生新的

特區領導班子，完成過渡，集中精力制定和落實各個範疇的公共

政策。 

3. 如果行政長官補選受到干擾妨礙，甚至令新特首不能如期選出，
就可能令香港社會再度陷入不必要的紛爭，分散社會焦點，造成

社會内耗，不利經濟發展，更加令國際社會和投資者擔心，香港

是否有足夠的政治穩定、特區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管治能力。這些

情況絕對不是香港市民願意見到的。 

4. 人大法工委在 3月 12日明確表示，根據基本法的立法原意，補

選行政長官的任期是剩餘任期。在過去一段時間，内地與本港的

法律界就此問題作出了深入的討論，正反雙方的意見已經表達得

很清楚，但顯然爭議未有共識。鑑於問題的重要性和迫切性，特

區政府向國務院提出了報告，請求中央政府協助，尋求人大常委

會釋法。 

5. 可能有人對人大常委會釋法有不同意見，但必須指出： 

! 人大常委會釋法，是香港法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不能以
個人的喜好去否定。 

! 人大常委會釋法有三個途徑，包括 

i. 由人大常委會根據《中國憲法》67（1）條和《基本法》

158條第一款，主動釋法； 

ii. 由特區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158條第三款，提請人大

常委會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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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由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43條和 48（2）條，向國務院

作出報告，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 

三個途徑同樣合憲合法，沒有誰優誰劣的問題。 

! 透過本地司法程序，不能保證在法定的選舉日期之前，對基
本法下補選行政長官的任期作出清晰明確和最終權威的法律

解釋。在此不明朗的情況下，《行政長官選舉條例》的相關規

定到底是否符合《基本法》，也根本無法有明確結論。這樣便

難以透過該《條例》合憲合法地組織 7月份的補選。如果我

們重視法治，就不應該讓這種情況發生。 

6. 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是基本法的最終權威解釋，有無可質疑的法
律效力。人大常委會一旦行使解釋權，特區立法會和行政機關、

司法機關一樣，都必須遵從，否則就是有法不依。 

7. 特區政府組織 7月份的行政長官補選，不但必須以基本法的明確

規定為基礎，同時必須透過本地立法作具體落實。而有關本地立

法中的任何規定，均不能違反基本法的正確原意。否則，根據該

等本地立法舉行的選舉及其結果，都可能因爲不符合基本法而被

質疑。因此，在選舉之前，我們必須盡早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對《行政長官選舉條例》作必要的修改，加入有關剩餘任期的規

定。 

8. 《行政長官選舉(修訂)(行政長官的任期)條例草案》對剩餘任期

問題作出規定，可能會引起條例内其他條文的理解問題。但這些

問題，並不直接影響 7月份的補選。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有更好的

修訂建議，但如果沒有更好的修訂建議，我們認爲應該將問題留

待日後處理，但同時仍然必須在可行範圍内修訂《條例》，以符

合人大常委會解釋所確定的基本法原意。 

9. 對條例草案委員會來説，最重要的工作，是分清輕重緩急，在人
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條文作出解釋之後，盡快根據這個解釋對

條例作出相應的修訂，將剩餘任期問題在本地法例中準確表述，

為 7月份的補選提供必要的法律保證。 

10. 確保新行政長官選舉能夠依法如期舉行，不但是政府的憲制責
任，也是立法會的憲制責任。我們期望各位議員能夠掌握民意民

情，為特區的穩定和發展，積極處理好條例草案的審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