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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06年 6月 19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  

 
 
背景及目的  
 
  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在 2006年 1月 16日、 2006
年 4月 21日及 2006年 5月 15日的會議上，討論民主黨就 2012年行政長官
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提出的各項建議。委員要求立法會秘書

處綜述立法會轄下委員會及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

生辦法的普選模式接獲的各項建議，供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6月 19日下
次會議上進一步討論。  
 
2.  本文件綜述事務委員會、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以
及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從各方接獲的該等建議。  
 
3.  請委員注意，雖然向事務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提出意見的部

分團體表示支持透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但有在意見書

中提出具體普選模式的團體為數不多。  
 
 
《基本法》  
 
透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辦法  
 
4.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在本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  
 



 2

透過普選產生立法會的辦法  
 
5.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訂明，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

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普選模式建議的撮要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  
 
6.  各方團體／人士曾提出各種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

部分團體／人士建議在訂定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時，應以選舉委員會為

藍本，並透過增加其委員及選民的數目提高代表性。部分團體／人士

認為，只要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有代表性，委員的多寡都不成問題。舉

例而言，一個可行的方案是由 60名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另有
部分團體／人士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除了要取得提名委員會委員的

提名外，也應取得訂明數目的登記選民的提名。  
 
7.  部分團體／人士認為無需設立提名委員會。行政長官候選人

應由訂明百分比的登記選民提名，然後根據 “一人一票 ”普選產生。  
 
8.  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的各項建議撮述於附錄 I。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  
 
9.  部分團體／人士認為，在達致普選的最終目標時，立法會全

體議員應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部分這些團體／人士曾建議作出各種

過渡安排，包括分階段取消功能界別。  
 
10.  部分團體／人士建議把立法會議員分為兩組，第一組由地方

選區選舉產生，另一組則分區域或以全港為一個選區選舉產生，或第

一組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另一組則在功能界別提名後普選產生。這

些團體／人士認為在實行普選後，這些模式會確保社會各界在立法會

中的參與更加均衡。  
 
11.  部分團體／人士曾建議考慮實行兩院制，即設立由兩個議院

組成的立法機關。  
 
12.  關於立法會的組成，有意見認為應增加立法會議員的數目。  
 
13.  有關立法會產生辦法普選模式的各項建議撮述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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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做法  
 
14.  為方便事務委員會考慮，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曾擬備有

關新加坡、新西蘭、德國、英國、日本、法國及美國選舉制度的概要

的資料摘要 (IN19/05-06)(附錄 III)。該份資料摘要的表 1綜述這些地方的
立法機關的選舉及委任制度，表二則概述這些地方的國家元首／政府

首長的甄選制度。  
 
 
有關文件  

 
15.  有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IV。這些文件可在立法會網址瀏
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6月 14日  



附錄 I 
 

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的建議  
 
A. 建議模式 (設有提名委員會 ) 
 

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思匯政策研究所  
(01) 

事務委員會  
(2005年 2月 15日的意見書 ) 

選舉委員會由不少於 5 000名委員組成，並成為提名委員會。  
 
要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便須獲得不少於 250名提名委員會委員
及 2 500名登記選民提名。  

民主黨  
(02) 

事務委員會  
(2006年 4月的意見書 ) 
 
專責小組  
(2005年 5月 25日的意見書 ) 

提名委員會由立法會議員組成。  
 
行政長官由 5名立法會議員提名 (每名議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
人 )。  
 
市民以 “一人一票 ”的方式從所有候選人當中選出行政長官。  

香港大律師公會  
(03) 

事務委員會  
(2000年 3月 3日的意見書 ) 

選舉委員會所有委員透過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而最少半數委

員循地方選區普選產生。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

會政制改革關注組  
(04) 

事務委員會  
(2004年 9月的意見書 ) 
 
專責小組  
(2004年 9月的意見書 ) 

將 800人的選舉委員會改為 1 200人的提名委員會。  
 
行政長官候選人由不少於 150名 (每界別不少於 25名 )及不多於
200名提名委員會委員聯合提名。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
人。在提名期結束後，行政長官會透過普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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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基本法》四十五

條關注組  
(05) 

專責小組  
(2004年 2月 23日的意見書 ) 

將現時的選舉委員會轉為提名委員會，並規定提名委員會只負

責提名任何獲該委員會某百分比的委員 (例如 5%的委員 )提名的
候選人，或授權立法會提名任何獲某數目的立法會議員 (例如
5名議員 )支持的候選人。  
 

由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 “一人一票 ”的方式從所有候選人當中選
出行政長官。  

陳偉業先生  
(06) 

專責小組  
(2004年 10月 15日的意見書 ) 

要正式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便須獲得不少於 5 000名登記選民
提名，以及不少於 5%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支持。  
 

在提名期結束後，全港選民會透過普選從候選人當中選出行政

長官。得票最多的候選人會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應進行

確認選舉結果的程序，當選者經確認後便會成為行政長官。  

范徐麗泰女士  
(07) 

專責小組  
(2004年 9月 27日的意見書 ) 

行政長官經提名委員會提名後透過普選產生。  
 

提名委員會應由 1 600名委員組成，該等委員按選舉委員會各界
別分類，並透過選舉產生。要正式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便須

獲得不少於 400名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  

香港民主促進會及

民主動力  
(08) 

專責小組  
(2004年 2月 13日的意見書 ) 

方案一：要正式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便須獲得一定數目的選

舉委員會委員提名。行政長官經選舉委員會提名後透過普選產

生。  
 

方案二：要正式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便須獲得一定數目的登

記選民 (例如 5萬至 10萬名登記選民 )簽名支持。行政長官隨後透
過普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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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

席會議  
(09) 

專責小組  
(2004年 10月 21日的意見書 ) 

將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選出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方法應

與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方法相同。委員數目應增至 1 600人。
每個界別應有 25名委員循地方選區普選產生。  
 
提名委員會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而每名候選人必須

獲得 200名委員提名。如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一名候選人，該名
候選人會自動當選。如提名委員會選出多於一名候選人，行政

長官便會透過普選產生。  

李家祥先生  
(10) 

專責小組  
(2004年 4月 1日的意見書 ) 

第一階段：將 800人的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並選出不多
於 3名候選人進行全面普選。  
 
第二及最後階段：全面普選。  

新力量網絡  
(11) 

專責小組  
(2004年 10月 15日的意見書 ) 

只要獲得任何 500名登記選民提名，便可初步成為行政長官候選
人。每名登記選民只可提名一人。  
 
獲初步提名的候選人會由提名委員會審查。該等獲初步提名的

候選人只有在獲得提名委員會最少 100名委員認可提名的情況
下才會晉身普選。每名提名委員會的委員只能認可一名獲初步

提名的候選人的提名。換言之，提名委員會最多可 “甄選 ”8名獲
初步提名的候選人晉身普選。  
 
可把提名委員會的委員總數設定為 800人，亦可將委員數目增至
1 000人或 1 200人。來自各個界別的提名委員會委員應在其所屬
界別內以 “一人一票 ”的方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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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香港律師會  
(12) 

專責小組  
(2004年 9月 27日的意見書 ) 

可另行成立提名委員會，或把選舉委員會或立法會改為提名委

員會。  

 
 
B. 其他模式 (不設提名委員會 ) 
 

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梁國雄先生  
(13) 

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月 16日的會議 ) 

無需成立提名委員會。  
 
候選人只有在取得指定百分比的登記選民的支持後，方可獲得

提名。  
 
提名和選舉的程序應緊守 “一人一票 ”的原則。  

新婦女協進會  
(14) 

小組委員會  
(2005年 11月 9日的意見書 ) 

無需成立提名委員會。  
 
行政長官透過 “一人一票 ”的方式產生。  

 
 
註：上述資料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

的建議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及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接獲的意見書。  



附錄 II 
 

有關立法會產生辦法普選模式的建議  
 
A. 單院制  
 

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張炳良博士  
(15) 

事務委員會  
(2000年 1月 27日的意見書 ) 

步向一個民選立法會的方法  ⎯⎯  
 
a. 立法會全部 60個議席均由地方選區直選產生；或  
 
b. 30個議席由地方選區直選產生，其餘 30個議席則按全港單一
名單制產生，從而達致地區及全港層面的利益均獲得代表的

目的；或  
 
c. 30個議席由地方選區直選產生，30個功能界別議席透過全民
普選產生 (每名選民有有資格在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舉中
各投一票。 ) 

 
為釋除商界及專業界別對直選的疑慮，可增加立法會議席的數

目 (例如增至 100席或 120席 )，並讓社會精英可以有更大機會按
比例代表投票制當選後晉身立法會。  

民主黨  
(02及 16) 

事務委員會  
(2006年 5月的意見書 ) 
 
專責小組  
(2005年 5月 25日的意見書 ) 

立法會全體議員透過普選產生，並把立法會 60個議席分為兩
組。  
 
第一組 (30個議席 )按單議席單票制產生。全港按人口比例劃分
為 30個選區。  
 
另一組議席以全港作為一個大選區按比例代表制產生，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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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均衡參與，以及讓商界、專業人士及社會上其他人數較少的界

別有機會參政。換言之，每名選民會以兩票選出立法會議員。  

香港基督徒學會  
(17) 

事務委員會  
(2000年 2月 11日的意見書 ) 
 

小組委員會  
(2005年 11月 12日的意見書 ) 

全體 60名議員按 “一人一票 ”及簡單多數制由地方選區選舉產
生。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

會政制改革關注組  
(04) 

事務委員會  
(2004年 9月的意見書 ) 
 
專責小組  
(2004年 9月的意見書 ) 

第一階段︰地方選區選舉的每名合資格選民應有權在功能界

別選舉中投票。當局應增加 “綜合功能界別議席 ”，如地方選區
選舉的合資格選民從事的職業或專業不屬於現有功能界別所

涵蓋的範圍，他們均可登記為綜合功能界別的選民。  
 

第二及最後階段︰把功能界別議席的數目減至少於四分之

一，並最終把所有功能界別議席轉為地方選區直選議席。  

增加立法會議員的數目。  

KY SHAW先生  
(18) 

事務委員會  
(2000年 2月 14日的意見書 ) 

立法會議員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劃定地方選區分界的事宜應

讓市民討論。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應與該地方選區的人口

成正比。  

新婦女協進會  
(14) 

小組委員會  
(2005年11月9日的意見書 ) 

取消功能界別。  
 
全體議員由地方選區直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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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陳偉業先生  
(06) 

專責小組  
(2004年 10月 15日的意見書 ) 

取消功能界別議席。  
 
增加立法會的議席至 90個，並把全港分為 45個地方選區，每個
地方選區有兩個議席。每名選民可投兩票給兩名候選人。每個

選區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即會當選。  

范徐麗泰女士  
(07) 

專責小組  
(2004年 9月 27日的意見書 ) 

現時議員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安排，可由一項新訂安排取

代。根據新訂安排，議員會由功能界別選民提名，然後透過普

選產生。當局可把 30個功能界別議席分成三批，分 3個階段 (即
在 2012年、2016年及 2020年 )實施新訂安排。此項安排可確保社
會各界在立法會內有均衡的參與。  
 
由功能界別提名參加普選的候選人，須獲得所屬界別內最少三

分之一的選民提名，才可參選。  

香港民主促進會及

民主動力  
(08) 

專責小組  
(2004年 2月 13日的意見書 ) 

立法會議席全面直選。若這個最終目標需要延遲實現，則當局

必須考慮過渡性的安排，包括多個方案，例如增加直選及減少

功能組別議席、只增加直選議席或同時增加直選及功能組別議

席、或建立兩院制。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

席會議  
(09) 

專責小組  
(2004年 10月 21日的意見書 ) 

功能界別的議員透過 “一人一票 ”的方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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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李家祥先生  
(10) 

專責小組  
(2004年 4月 1日的意見書 ) 

第一階段︰額外增加 30個地方選區議席，以及保留 30個功能界
別議席。  
 
第二階段︰將 30席功能界別改為提名委員會，每組別選出不多
於 3名候選人。該等候選人須在全民直選中爭取議席。  
 
最後階段︰全部 90個議席透過普選產生。  

新力量網絡  
(11) 

專責小組  
(2004年 10月 15日的意見書 ) 

把立法會議席增至 90個。全體議員循 3個不同途徑透過普選產
生，以確保立法會有廣泛代表性︰  
 
a. 30名議員按 “得票最多者當選 ”的原則，由單議席地方選區直
選產生；  

 
b. 30名議員按大選區單一名單制直選產生。全港將分為港島、
九龍和新界 3個大選區。每個大選區議席的分配將視乎每張
參選名單所得的選票比例而定，每個大選區的議席數目則視

乎該選區的人口數目而定；及  
 
c. 30名議員來自指定的功能組別 (與現時的功能界別相似 )，並
透過普選產生。具體方式可以有兩種︰  

  (i) 將所有功能界別改為 “職業界別 ”，讓每名市民都有一個
所屬的界別，以及參與其所屬功能或職業界別的選舉；

或  
 
(i i) 由屬於指定功能組別的認可團體 (例如商會、職工會和
專業團體 )提名候選人，然後進行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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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意見書日期 )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楊艾文博士  
(19) 

專責小組  
(2005年 1月的意見書 ) 

所有立法會議員由地方選區直選產生。  
 
從當選的議員中再選出功能界別議員。功能界別應按政策範疇

劃分。當選的功能界別議員可成為相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

主席，並參與政府行政機關的運作。舉例而言，新的功能界別

議員在行政會議應有一席位。  

 
 
B. 兩院制  
 

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日期 (如適用 ))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沙田專上學生同盟  
(20) 

小組委員會  
(就 2005年 11月 12日會議提
交的意見書 ) 

探討可否設立一個由兩個議院組成的立法機關。  

 
普選可以直接或間接選舉的模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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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  
(意見書編號 )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專責小組接獲的意見  
(日期 (如適用 ))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普選模式  

香港公民協會  
(21) 

專責小組  
(2004年 1月 12日的意見書 ) 

研究設立一個由眾議院 (即下議院 )及參議院 (即上議院 )兩個議
院組成的立法機關。  
 
眾議院議員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比例是每 12萬至 15萬名居民
選出一名議員。每屆任期為 4年。  
 
參議院可有 40至 50名議員，其中約四份之一的議員來自各區議
會。其餘議席應分配予不同界別，例如工商、勞工、教育、文

化、醫療及社會福利等界別。每屆任期可定為 4至 6年，每兩至
三年有一半議員任期屆滿而需重選。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  
(22) 

專責小組  
(2005年 5月 18及 24日的意見
書 ) 

第一議院由直選產生的議員組成，而第二議院則由功能團體議

員組成。  
 
第一議院透過直選產生的議員需由 30名增至 40名或以上。功能
團體議員數目可能亦需要增加。  
 
第二議院的主要職能是再三研究第一議院通過的法案和議

案、更仔細地審議法案和議案、成立專家小組、更廣泛地諮詢

公眾，以及在有需要時對法例提出修訂，然後把商議結果轉交

第一議院考慮。  

 
 
註：上述資料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

的建議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及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接獲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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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選定地方選舉制度的概要  
 
 
1. 選舉制度  
 
 
1.1 政制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2月 20日的會議上，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研究部 ")於以往發表的研究文件中
撮錄有關選定地方選舉制度的資料。 1 本資料摘要提供有關新加坡、新西蘭、德國、英國、日本、法國及美國立法機關、國
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的選舉／挑選的更新資料。  
 

                                                 
1 相關的研究文件，詳列如下：  

(a)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新加坡 (RP03/99-00)；  
(b)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新西蘭 (RP04/99-00)；  
(c)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德國 (RP05/99-00)；  
(d)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英國 (RP06/99-00)；  
(e)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日本 (RP07/99-00)；  
( f )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法國 (RP08/99-00)；  
(g)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美國 (RP09/99-00)；  
(h)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整體比較一覽表 (RP10/99-00)；及  
( i )  選定地區的國家元首／地方首長及政府首長的挑選 (IN1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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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立法機關的組成及特徵  
 

國家  議會名稱  成員總數  成員類別  選舉及委任制度的特徵  
新加坡  
人口：  

4  351 000人

新加坡國會。 94人。  (1) 國會民選議員。
(2) 國會委任議員 :  

! 國會非民選議
員；及  

! 國 會 官 委 議
員。  

! 國會民選議員  — 由單議席選區及團體代表選區選舉
產生。在團體代表選區中，政黨派出由 3至 6名候選人組
成的隊伍競選。每隊必須最少有一名候選人屬於少數民

族。  
! 國會非民選議員  — 從反對黨在所屬選區得票率最高
的落選候選人中委任 3名議員 (或最多 6名議員 )。在大選
中，每有一名反對黨候選人當選，便會減少一名非民選

議員。  
! 國會官委議員  — 經國會特別專責委員會推薦，由總
統委任最多 9名議員，任期為兩年半。 2 

新西蘭  
人口：  

3 820 000人

眾議院。  約 120人。 全部選舉產生。  ! 視乎人口分布而定，在 120名議員當中，略多於半數的
議員按 "得票最多者當選 "的基礎，由地方選區選舉產
生，其餘議員則從政黨名單中選出。每名選民可投兩

票，第一張是選區選票，另一張是政黨選票。  
! 政黨除非贏取 5%的 "政黨選票 "，或贏取最少一個選區
議席，否則不能取得任何政黨名單議席。  

聯邦參議院。  69人。  全部委任。  ! 由 16個州政府委任。議員的任期不定，由州政府決定。 德國  
人口：  

82 430 000人
聯邦議院。  最少 598

人。  
全部選舉產生。  ! 299名議員由選區選舉產生，其餘 299名議員則從聯邦各

州的政黨候選人名單中選出。每名選民可投兩票，第一

張選票用來選擇選區候選人，第二張則用來選擇政黨。 
! 政黨須贏得最少 5%的選票或 3個選區議席，才可按比例
取得議席。  

                                                 
2  任何一屆國會的最長任期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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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立法機關的組成及特徵 (續 ) 
 

國家  議會名稱  成員總數 成員類別  選舉及委任制度的特徵  
上議院。  約 700人。 約 600名終身貴族、

12 名司法議員、92 名
世襲貴族及 26 名大
主教和主教。  

! 終身貴族由君主委任。  
! 75名世襲貴族由政黨選出、 15名由上議院選出， 2名則擁
有皇室事務職位。  

英國  
人口：  

59 834 000人

下議院。  646人。  全部選舉產生。  ! 國會議員按 "得票最多者當選 "的基礎，由單議席選區選舉
產生。  

參議院。  252人。  全部選舉產生。  ! 100名議員按比例代表制，由單一全國選區產生，其餘
152 名由 47個縣選區選舉產生。  

! 每名選民可投兩票，一張是選民所屬選區的選票，另一張
是比例代表制的選票。  

日本  
人口：  

127 435 000人

眾議院。  480人。  全部選舉產生。  ! 300名議員選自單議席選區。  
! 180名議員按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由全國合共 11個選舉
區域選舉產生。與參議院的選舉類似，每名選民可投兩票。 

參議院。  321人 3。 全部選舉產生。  ! 參議員由約 15萬名地方行政議會代表及國民議會議員選
舉產生。  

法國  
人口：   

61 400 000人 國民議會。  577人。  全部選舉產生。  ! 議員由單議席選區透過 "兩輪投票制 "4 選舉產生。  
參議院。  100人。  全部選舉產生。  ! 每州選出兩個參議員。差不多所有州都採用 "得票最多者當

選 "的制度。  
美國  
人口：  

285 669 915人 眾議院。  435人。  全部選舉產生。  ! 單議席選區制。眾議院的議席根據各州的人口比例作出分

                                                 
3  參議員的數目會逐步增至 2010年的 346名，以反映法國人口的轉變。  
4  在第一輪投票中，如沒有任何候選人在所投有效票中取得絕對多數票，以及取得超過 25%登記選民的選票，則取得超過 12.5%登記選民選票的
候選人可進入第二輪投票。在第二輪投票中取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會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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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每州至少有一名眾議員代表該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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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的挑選  
 
國家  國家元首的挑選  政府首長的挑選  

新加坡  ! 總統以簡單多數票直選產生。選民登記及投票均
屬強制性規定。  

! 總統候選人必須令總統選舉委員會相信，他為人
正直、品格高尚及聲譽良好。候選人須具備在政

府機關或新加坡大型公司擔任高層管理人員的

經驗，而在他獲提名競選時，不得是任何政黨的

成員。  

! 總理由總統委任，必須是總統認為有可能獲得大多數國
會議員信任的人士。  

! 總理必須是國會議員。  

新西蘭  ! 國家元首是英國君主。  

! 總督由英國君主在參照政府的意見後委任，作為
國家元首的個人代表。  

! 總理由總督委任。  

! 總督在作出委任時，會根據慣例接受選舉結果，以及隨
後各政黨討論由哪一政黨或哪個政黨組合管治國家所得

的結果。總督並會接受該政黨或政黨組合內部就由誰領

導政府達成的決定。  

德國  ! 總統由聯邦大會議員以絕對多數票選舉產生，而
聯邦大會則由聯邦議院全體議員及地方議會選

出的相同數目代表組成。如在進行兩輪投票後，

仍沒有任何候選人取得絕對多數票，則在第三 (最
終 )一輪投票中取得最多票的候選人即會當選。  

! 總統候選人不得是政府人員或聯邦議院或州議
會議員。  

! 總理由總統提名，經聯邦議院全體議員以絕對多數票選
舉產生。  

! 如總統提名的人選未能當選，聯邦議院可在 14日內提名
人選及舉行選舉。在此期間如沒有人以絕對多數票當

選，聯邦議院便會進行選舉。總統須委任獲得絕對多數

票的人。如獲最多票數的人士未能取得絕對多數票，總

統可委任該名人士或要求聯邦議院重新進行選舉。  

! 總理無須是立法機關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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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的挑選 (續 ) 
 
國家  國家元首的挑選  政府首長的挑選  

英國  ! 君主是根據繼承譜系從皇室成員中挑選的。  ! 首相由君主委任，必須是君主認為最有可能獲得下議院
支持的人士。首相通常是下議院多數黨的領袖。  

日本  ! 天皇登上皇位。皇位世襲，並依國會 5 通過的《皇
室典範》繼承。  

! 首相由國會議員互相提名，然後由天皇委任。首相必須
是平民，並須獲得眾議院的信任才可擔任此職。  

! 在提名首相時，國會的參眾兩院均須各自根據決勝制度 6

進行投票。如兩院選出的人選不同，便會委任一個兩院

聯合委員會，以期就候選人的人選達成協議。如兩院不

能在 10天內達成協議，則會以眾議院的決定作為國會的
決定。  

法國  ! 總統以普選中所投票數的絕對多數票直選產
生。如在第一輪投票中未能取得絕對多數票，在

第一輪投票中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會進入第

二輪投票。  

! 總統候選人必須獲得最少 500名地方及國家代表
公開表示支持。  

! 選民登記及投票並非強制性規定。  

! 總理由總統委任。由於國民議會可藉通過不信任議案強
迫政府呈辭，總理的人選須反映國民議會大多數議員的

意願。  

! 總理不得是國民議會議員或參議員。  

                                                 
5  日本國會是國家的立法機關，由參議院及眾議院組成。  
6  此投票制度確保勝出的候選人取得絕對多數票，而非簡單多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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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的挑選 (續 ) 
 
國家  國家元首的挑選  政府首長的挑選  

美國  ! 總統既為國家元首，亦為政府首長，由選舉團以絕對多數票選舉產生。選舉團有 538名選舉人，這些選舉人根
據 "勝方全取選票制 "由選民直選產生，他們大部分由政黨提名及／或宣誓支持某個總統候選人名單。除了兩
個州以外，所有州均採用 "勝方全取選票制 "。 7 如沒有候選人取得絕對多數票，選舉結果便由眾議院決定，
代表每州的所有眾議員均以一票計算 (即每州有一票 )。  

! 總統必須為美國本土出生的公民，年滿 35歲，並在美國居住滿 14年。  

 
 
 
 
 
 
 
 
 
 
 
  
周柏均  
2006 年 3 月 15 日  
電話： 2869 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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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
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7  該兩個州是內布拉斯加州及緬因州，兩者均採用選票比例分配制。  



附錄 IV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  
 

有關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紀要  
 
CB(2)1684/99-00 ⎯⎯ 2000年 2月 21日會議的紀要  

 
CB(2)1798/99-00 ⎯⎯ 2000年 3月 4日特別會議的紀要  

 
CB(2)1677/05-06 ⎯⎯ 2005年 2月 19日特別會議的紀要  

 
CB(2)1398/05-06 ⎯⎯ 2006年 1月 16日會議的紀要  

 
CB(2)2226/05-06 ⎯⎯ 2006年 4月 21日會議的紀要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
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紀要  
 
CB(2)1420/05-06 ⎯⎯ 2005年 11月 12日會議的紀要  

 
研究報告  
 
RP03-09/99-00 ⎯⎯ 有關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的研究

報告：新加坡、新西蘭、德國、英國、

日本、法國及美國  
 

RP10/99-00 ⎯⎯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的整體比較

一覽表  
 

IN11/03-04 ⎯⎯ 有關 “選定地區的國家元首／地方首長
及政府首長的挑選 ”的資料摘要  
 

IN16/03-04 ⎯⎯ 有關 “愛爾蘭、斯洛文尼亞及法國的功
能團體代表 ”的資料摘要  
 

IN19/05-06 ⎯⎯ 有關 “選定地方選舉制度的概要 ”的資
料摘要  
 

IN24/05-06 ⎯⎯ 有關 “愛爾蘭及斯洛文尼亞的功能團體
代表 ”的資料摘要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10200.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4030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502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01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04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sec/library/0304in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sec/library/0304in1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2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11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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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25/05-06 ⎯⎯ 有關 “立法機關的選舉制度是否符合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新

西蘭 ”的資料摘要  
 

FS14/05-06 ⎯⎯ 有關 “選定國家的議員的國籍規定 ”的
資料便覽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一號報告：《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法律

程序問題》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

問題》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三號報告：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可考慮予以修改的地方》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社會人士對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和建議》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  
 
CB(2)1745/05-06(02)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及《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的檢討  

CB(2)1971/05-06(02) 
 

⎯⎯ 有關普選立法會的討論  
 

策略發展委員會 (下稱 “策發會 ”)轄下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文件  
 
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 2005年 11月 29日的會議  
 
CB(2)519/05-06(01) 
 

⎯⎯ 特區政治體制綜覽  
 

CB(2)519/05-06(02) 
 

⎯⎯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最終普選模式初探及相關議題  
 

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 2006年 1月 20日的會議  
 
CB(2)913/05-06 
 

⎯⎯ 將討論的策略性議題  
 

 ⎯⎯ 《基本法》中有關 “普選 ”條文的憲制基
礎  
 

 ⎯⎯ 對 “普選 ”概念的一般理解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2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fs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31cb2-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16cb2-report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7cb2-report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21cb2-rp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20-4rpt-c-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745-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5cb2-197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9cb2-519-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91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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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 2006年 2月 28日的會議  
 
CB(2)1307/05-06 
 

⎯⎯ 策發會秘書處及政制事務局就 “普選原
則與均衡參與原則的調適  ⎯⎯  民主
國家的實踐例子 ”舉辦的工作坊的文件  
 

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 2006年 3月 24日的會議  
 
CB(2)1519/05-06 
 

⎯⎯
 

《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條文  
(文件編號：CSD/GC/4/2006)  
 

 ⎯⎯
 

特區公共理財政策和財政狀況  
(文件編號：CSD/GC/5/2006) 
 

 ⎯⎯
 

在 2005年 11月 29日第一次會議上發表
的意見的摘要  
 

 ⎯⎯
 

在 2006年 1月 20日第二次會議上發表的
意見的摘要  
 

 ⎯⎯
 

在策發會秘書處及政制事務局於 2006
年 2月 28日舉辦的工作坊席上發表的意
見的摘要  
 

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 2006年 5月 26日的會議  
 
CB(2)2112/05-06 
 
 

⎯⎯
 
 

在 2006年 3月 24日第三次會議上發表的
意見的摘要  
 

CB(2)2317/05-06 ⎯⎯
 

有關普選原則和概念討論的總結  
(文件編號：CSD/GC/6A/2006)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1307app-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1519appi-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1519appi-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1519appii-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1519appiii-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1519appiv-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2112-appii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papers/hccb2-2112-app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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