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  

 
 
 策略發展委員會 (策發會 )於2007年5月10日舉行了另
一次工作坊，深入和實質地探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

可能模式，以期能進一步收窄分歧。  
 
2. 策發會秘書處邀請了最近曾向策發會提交有關普選

模式具體建議的團體及人士出席該工作坊，向策發會委員

介紹其建議及作交流。出席的團體及人士包括：  
 

(i) 陳方安生女士及其核心小組；  
(ii) 鄭赤琰教授；  
(iii) 九龍社團聯會招國偉先生；  
(iv) 施永青先生；  
(v) 立法會楊森議員及余若薇議員；  
(vi) 新世紀論壇陳德明先生及陳志輝先生；  
(vii) 香港公民協會張有興先生；及  
(viii) 香港政策研究所政制發展研究小組曾潔媚女

士。  
 

嘉賓講者同意公開的意見書已載於附件供委員參考。  
 
3.   策發會將於2007年6月21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歸納
過去有關普選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的討論。特區政府會

以此為基礎，制訂《政制發展綠皮書》，並於第三屆特區

政府於2007年7月組成後，在今年年中發表《綠皮書》諮詢
公眾。  
 
 
政制事務局  
2007年5月  
 

立法會CB(2)1858/06-07(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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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步邁向普選 
 

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建議 
 
  
1. 前言 
 
1.1 本文件得以完成有賴我核心小組各成員所提供的意見。我們經過深思熟

慮，就達至普選行政長官及立法會，提出了一套實際可行的方案及時間

表，並在本文詳細論述。 
 
1.2 這將是一系列文件的首章；我將另外發表文章討論下列議題： 
  

• 強化政府架構，包括行政與立法的關係； 
• 為未來培養政治人才。  

 
1.3 有關文章的目的，旨在推動社會討論，最終達成廣泛共識，制定路線圖

及時間表，以普選為基礎，確立一套可持續而又民主的良好管治模式。 
 
1.4 我們有幸獲得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本地學者、智庫、政黨和商業及專業

團體騰出時間，與我們分享他們研究所得的結果及看法。他們的意見對

我們工作的貢獻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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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 
 
2.1 《基本法》第四章訂明香港特別行政區的政治體制。與本文有關的主要

條文包括： 
 

第四十五條 
另《基本法》附件一規定行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 

 
第六十八條  
另《基本法》附件二規定立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和法案的表決程序 

 
上述條文均表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所有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它們亦指出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的產生辦法，會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有關條文及附件的內容見於附錄甲。 

 
2.2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 於 2004

年 4 月頒布決定，指出 2007 年行政長官選舉及 2008 年立法會選舉不

會以普選形式進行。有關決定亦表明，2008 年立法會選舉須保留功能界

別及地區直選議員各佔一半的比例；立法會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亦須

保持不變。 
 
2.3 政府發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 5 號報告書》，有關擴大行政長官選舉

委員會成員人數，以及增加地區及功能界別數目的建議方案，於 2005
年 12 月不獲立法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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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體原則 
 
3.1 在確立對未來政制發展的建議前，我們須先闡述當初引導我們思考的總

體原則。 
 
3.2 我們以上述《基本法》條文，與列明《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下稱「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作為起點。 
 

公約第二十五條指出： 
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列之任何區別［指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政見或其他主張］，不受無理限制，均應有權利及機會： 
 
(子)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參與政事； 
 
(丑)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

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行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寅)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3.4 根據公約而成立的聯合國人權委員會其  《概括意見》第 25(57) 項 
[General Comment No. 25(57)]中指出，公約第二十五條是能夠產生民主

政府的先決條件，有關權利只能受一些合理的限制約束；它們必須建基

於客觀而合理的準則，例如最低年齡的限制，而非身體殘障、文化、教

育或財產、黨籍等規定1。 
 
3.5 我們認為「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

等…」等字眼的含義已非常清楚。根據聯合國人權委員的闡釋，選舉的

制度可有很多不同的形式，但必須保障選民表達意見的自由。雖然公約

並不強加任何特定的選舉制度，但必須落實一人一票的原則，每位選民

的選票亦必須和其他選票平等。 
 
3.6 由於現時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的產生辦法中，社會某些界別享有投票及被

選的權利，並不適用於所有已登記的選民，故此未能符合《基本法》第

三十九條列明香港已簽署遵守的國際公約。 
 
3.7 我們認為任何有關政治發展的建議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必須根據《基本法》中列明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公約，對「普選」作出
正確的定義； 

• 必須回應社會的訴求，讓他們儘早以民主方式普選管治香港的人選； 
• 必須以更開放、透明及公平的選舉過程，促進具誠信、效率高、具代

表性及有效回應市民的政府； 
• 必須提升當選人士的問責性，使他們能無懼及無私地服務香港市民。 

                                                 
1 聯合國人權委員會於 1996 年 12 月 7 日第 1510 次會議(第 57 回)及於(1997) 7 HKPLR 739 刊登

之《概括意見》第 25(57) 項第 4 及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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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實際上： 
 

• 它們必須符合《基本法》條文，包括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的產生辦法，
會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 它們必須符合 2004 年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決定。 
 
3.9 我們以上述原則目標作為依據，探索香港行政長官及立法會選舉各種方

案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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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考慮因素 
 
4.1 除上述的總體原則外，我們也參考了下列的一般考慮因素： 
 

4.1.1 歷史因素 
 
• 自 1982 年區議會推出直選，朝代議政制的方向踏出試驗性第一步，

至今已 25 年； 
• 回歸 10 年後，香港就達至普選，仍未有實質的進展； 
• 相反，在原來的代議政制基礎上，卻出現倒退的情況，包括廢除兩個

市政局及恢復委任區議員。 
 

4.1.2 社會及政治因素 
 
• 香港是一個大都會，社會穩定並高度發展，市民教育水平高，具備敏

銳的社會觸覺； 
• 香港人以祖國為榮，他們一直及將繼續對中國的進步及繁榮作出重大

的貢獻，並十分重視與內地的更緊密經貿關係所帶來的益處； 
• 社會上有些人士憂慮種種邁向民主政府的舉措會引致社會動盪，或催

生激進的福利主義政策而損害經濟。但沒有理由顯示這些憂慮會成為

事實； 
• 每當香港市民面對重大的經濟及社會挑戰，仍是一貫地表現出理智、

實事求是的態度及溫和的政治立場。 
 

4.1.3 政制因素 
 
• 《基本法》清楚訂明「一國兩制」確立的原則，包括有關實行普選的

明確條文； 
• 我們相信現在正是實現香港人的訴求，為普選訂立清晰路線圖及時間

表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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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立法會選舉 
 
5.1 主導原則 
 

5.1.1 普選的要求是所有成年的香港市民須在立法會中所有議席擁有公

平而平等投票及被選舉的權利。現時其中 30 席 (即立法會一半議

席)分為 5 個地方選區，以「一人一票」選出，可算是公平及平

等。其餘的 30 席則從 28 個「功能界別」選出；由於只有少數選

民能符合資格在功能界別投票，他們及當選者因此比其他選民擁

有較多權利。 
 

5.1.2 功能界別的選民擁有特權，是因為除了地方選區外，還有額外一

個機會投票選出立法會議員。此外，在以「公司票」為主的界別 
(即由公司而不是個人投票的組別)，勢力強大的商業利益可以透過

旗下相關公司影響投票取向，甚至選舉結果；在投票人數極少的

界別，此問題更見嚴重。此制度不但有明顯的不公，亦容易被操

控及濫用。 
 

5.1.3 我們認為必須根據下列基本原則，以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 
 

• 所有合資格的選民須享有公平而平等的投票及被選舉權； 
• 選舉組別的人數須具一定數目及大致均等； 
• 選舉安排必須公平、公開及透明，將個別行業利益可能影響或

操控選舉的機會減至最低。 
 

5.1.4 我們相信現行功能界別選舉制度與上述原則有重大差別。功能界

別的特權選舉制度，亦與《基本法》第六十八條列明立法會產生

辦法的最終目標不符，遲早須被取代。然而，現時尚未有清楚共

識，如何及何時以公平而平等的制度將之取代，並達至全民普

選。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向前邁進，以及在 2008 年可以達

至什麼實質成果，向普選的最終目標踏出積極的一步。 
 
5.2 達至全民普選的策略  
 

5.2.1 過去數年，學術團體、智庫、政黨，以及政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的報告中已探討過、甚至深入研究多種邁向普選的方案，並得出

三個主要達至全民普選的策略： 
 

• 逐步取消功能界別，同時相對增加地方選區議席； 
• 維持現有 30 個功能界別 ，但擴大選民基礎至全港選民； 
• 將功能界別議員組成另一議院，即推行立法會雙院制。  

 
5.2.2 考慮以上及其他方案時，我們發現世界各地有不同能達至良好管

治的民主模式，甚具參考價值。以下因素會影響各地發展不同的

民主政府模式及政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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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 
• 政治理念； 
• 社會、種族、宗教、少數社群及其他差異； 
• 國家面積的大小及／或區域性特色的分野。 

 
5.2.3 雖然可以參考其他地區的模式，但我們認為香港社會應根據其實

際需要及情況設計最合適的模式，此舉非常重要。它必須反映香

港作為中國特別行政區的地位；它亦須實現香港市民的願景，使

其充分行使《基本法》所保障的權利。 
 
5.3 考慮不同方案 
 

5.3.1 在檢視各方案的過程中，我們着重尋求簡單、有效、靈活、透

明、能長遠發展的民主政府模式。我們也把重點放在尋求一個既

符合 2004 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也能為 2008 年選舉尋求循序

漸進、並以普選為最終目標的方案。 
 

5.3.2 將有關考慮應用於上述的各種方案，顯示： 
 

• 逐步取消功能界別原則上是可行，但必須公平地於合理的時間

內完成； 
• 若維持現有 30 個功能界別，但將選民基礎擴大至全港選民，

表面上能達至全民普選，但選民須從眾多候選人中作出選擇，

會令他們增加不少負擔。在推行方面，要一般選民在每一個功

能界別都能充分考慮而選出代表，似乎十分困難； 
• 若推行雙院制，設立由普選議員組成的下議院，而上議院則能

兼融現有功能界別制度的利益，讓專業及技術人才能參與立

法。很多海外的民主政制模式均包括雙院制立法機關。雖然此

方案長遠而言是其中一個選擇，但在現階段卻會為香港的政制

架構帶來急進的改變，及可能須觸及修改《基本法》的問題。 
 

5.3.3 總括而言，以上所有策略引申的重要問題都未能完全解決；但與

此同時，它們也為未來民主進程提供重要的導向。 
 
5.4 功能界別的未來 
 

5.4.1 功能界別於 1985 年首次在立法局以間接選舉方式推行，當時是

為了由前港督委任立法局議員的傳統制度，邁向以普選方式直選

議員的過渡方案。因此首次推出的功能界別，讓商界及專業界別

有卓越成就的人才進入立法局，讓他們為立法工作提供專業的意

見，以及代表所屬商業及專業界別發言，其實是反映委任制度的

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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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在某程度上，此制度能達到正面作用，一些極具才幹的議員因而

能夠晉身立法局。然而，公眾人士廣泛認為現有的功能界別： 
 

• 選民基礎太狹窄； 
• 為保障既得利益而設；及 
• 增加特定商界、專業及利益團體的影響力，造成不公平現象。 

 
5.4.3 無論功能界別議員如何能幹或盡忠職守，他們仍欠缺民眾授權而

獲真正的政治認受性。也許基於這個原因，一些原本從功能界別

當選的議員，也轉而參加地區直選及贏得議席。我們認為，香港

的選舉制度已經成熟；近 20 年來，很多才能經驗兼備的候選人能

透過直選，而毋須另闢有特權選舉制度的途徑晉身立法會。 
 

5.4.4 我們認為香港社會應儘早逐步取消功能界別，同時相對地增加以

一人一票方式直選的地區議席。 
 
 

5.5 首選方案 
 

5.5.1 正如前文所述，我們深信香港社會已發展成熟，能在 2012 年順
利推行立法會普選。這是我們的首選方案。我們相信政府若能以

此方向作為承擔，加上立法會三份之二議員的支持，便能夠： 
 

• 印證香港及中央政府信任香港社會的成熟發展，加強香港市民

的信心； 
• 鼓勵進一步加強政黨的角色，我們認為這對持續發展穩健而真

正具代表性的民主制度十分重要； 
• 最重要的是，為達至可持續而長遠的良好管治鋪路。 

 
5.5.2 我們朝著這個目標邁進的時候，唯一可預見的障礙是：有些人或

會以為於 2012 年立即取消所有 30 個功能界別，並不符合「循序

漸進」的原則。 
 

5.5.3 若在 2012 年由於任何原因而不能推行普選，我們認為應儘早向

香港市民保證最遲在 2016 年立法會選舉時落實普選。有關在

2012 或 2016 年實行普選的可行方案之路線圖詳列於以下部份及

附錄乙。 
 
5.6 2008 年向前邁步的機遇 
 

5.6.1 不論最後決定於 2012 或 2016 實行普選，都需要在 2008 年選舉

作出循序漸進的改變。我們認為在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前提下，我們有空間向前邁出這一步。這積極的一步

能減低公眾對功能界別的疑慮。根據我們建議的路線圖，此進程

應包括擴大現有功能界別的代表性及增加其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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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由於 2008 年選舉須符合 2004 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即

2008 年立法會功能界別及地方選區議席數目比例須相同，我們有

以下建議： 
 

• 增加部份或全經公司票選出議席的功能界別之代表性； 
• 將功能界別以行業組合起來，讓相關界別的所有選民均可在同

一組別投票，以增加其認受性。 
 

5.6.3 反對公司票的聲音存在已久，理據在於： 
 

• 投票權在公司而非個人； 
• 某些商業團體能操控多票； 
• 制度傾向維護特定利益集團，本身造成不公； 
• 制度鼓勵議員將業界利益凌駕於公眾利益之上。 

 
以下的建議能顧及這些問題，同時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 
 

5.6.4 為了增加認受性，我們提議重新界定公司票的定義，即向現時只

擁有一票的公司、協會及機構的董事局、執行及/或管理委員會的

所有成員賦予投票權。如果這個建議得以落實，我們估計合資格

的功能界別選民人數可由現時的 215,551 增加至約 450,000 (請
參考列表 1)。 

 
列表 1 
2006 年功能界別選民數目2 215,551 
2004 年公司票百分比3 7.4% 
估計 2006 年公司票數目 16,000 
董事局、執行及/或管理委員會成員平均人數4 15 
重新界定公司票後，推算選民增加的數目 240,000 
推算 2008 年選民總人數 440,000 至 450,000 

 
5.6.5 就關於功能界別只代表少數選民及業界利益的問題，我們建議將

現有 30 個功能界別整合為 10 個新組別 (詳情可參考列表 2)；每

個功能界別議席的選民基礎能因此而擴大，從而增加議席的認受

性。 

                                                 
2 選民登記數字載於選擧事務處網頁 www.voterregistration.gov.hk/chi/statistics20063.html (2007 年

3 月 4 日) 。 
3 根據選舉管理委員會《2004 年立法會選舉報告書》附錄四之數據計算。 
4 根據 60 家為功能界別選民的商業組織、工會、合作社、協會、中小型企業及商業團體董事

局、執行或管理委員會成員人數計算。 



列表 2 
組別 包括的功能界別 議席數目 

1 商界(一)、商界(二)、進出口界、批發及零售界 4 
2 漁農界、工業界(一)、工業界(二)、紡織及製衣界 4 

3 飲食界、旅遊界、航運交通界 3 

4 保險界、金融界、金融服務界、資訊科技界 4 

5 會計界、法律界 2 
6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界、工程界、地產及建造界 3 
7 教育界 1 

8 勞工界 3 

9 衛生服務界、醫學界、社會福利界 3 

10 區議會、鄉議局、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3 

總計 30 
 

5.6.6 實際上，一如現在的情況，每個功能界別的成員都可參選代表各

自的界別，但在投票時，新組別的選民則可以選擇組別中來自其

他界別的候選人，從而增加當選人的認受性。 
 

5.6.7 在構思上述組合的時候，我們已經盡力把一些相關的商業及專業

功能界別組合起來，從而增加新組別的選民人數及代表性。但無

可否認的是，我們很難提出一個完全平衡的方程式。例如，專業

範圍甚廣及選民人數甚多的教育界別，我們認為它應該維持為一

個獨立組別。基於同樣道理，我們也主張包括多個工會組織的勞

工界別應該維持為一個單一組別，選出 3 個立法會議席。  
 
5.7 另選方案 
 

5.7.1 正如上面所提及，我們的首選方案，即在 2012 年推行普選不能

實現的話，那麼我們提議將在 2008 年所組成的 10 個投票組別重

組為不多於三大組別作投票之用，而功能組別議席的數目必須減

少百分之五十至 15 個。 
 
5.7.2 為了配合特首選舉的安排，我們認為此 3 個組別的組合必須和將

來的提名委員會的組合保持一致。因此，如果現時選舉委員會的

選舉安排必須予以保留，在 2012 年，三大功能組別的組成則為

如下：  
 

• 工商、金融界 [5 席] 
• 專業界 [5 席]   
•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5 席] 

 
5.7.3 在功能界別騰空出來的 15 個議席，將轉為地方選區議席，從而為

在 2016 年全面取消功能界別議席作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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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在這份文件裡，我們不會為應否將騰空出來的議席去增加新的地

方選區，還是撥歸現有的地方選區提出任何建議，就此，我們無

意指出不同選舉安排的利弊，因為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技術性問

題，需要更全面地另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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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長官選舉 
 
6.1 主導原則 
 

6.1.1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朝著最終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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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實現行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所有已登記的選

民不單應該擁有公平及公正的機會去選出行政長官，他們也應擁

有公平及公正的機會獲得提名。因此提名委員會的基本角色應着

眼於如何促使選舉結果能夠真正反映民意，而並非在選舉過程中

加添障礙 。 
 

6.1.2 為了令提名委員會能夠成功扮演以上角色，它必須能夠真正代表

香港市民；否則日後只會引起市民對制度的不滿，促使他們追求

更急進的改變。 
 
6.2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6.2.1 在《基本法》附件一現時的條文訂明，行政長官由一個 800 人組

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提名及選出，而選委會是由以下人士組

成： 
 

• 工商、金融界 
 

200 

• 專業界 
 

200 

•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200 

• 立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

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200 

 
6.2.2 現時，社會人士的討論已有共識，如《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

定，傾向將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提名委員會。此外也有人提出，將

選舉委員會的人數增加至 1,600，甚至 3,200 人，希望令選舉委

員會更具代表性。 
 

6.2.3 我們認為，增加提名委員會成員人數，並不能使它更能真正代表
香港大眾的民意。因為現時選舉委員會的分組界別，其架構及選

舉辦法都與立法會 30 席功能界別甚為相似。因此，我們對立法會

功能界別認受性的顧慮 (請參閱上面第 5.4 段) 也同樣出現在行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辦法。 
 
6.2.4 我們非常贊同將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提名委員會；如此的話，我們

必須採取有關步驟擴大組別的選民基礎，同時也應該考慮增加組

別的數目，從而加強委員的認受性，令他們能夠真正反映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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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提及，擴大立法會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的做法是其中一個

可行的方案。只要能有意義地擴大提名委員會組別的選民基礎，

我們認為增加提名委員會人數是沒有實際需要，但這個做法仍是

可行的。 
 
6.3 提名過程 
 

6.3.1 除非香港市民能夠就著不同候選人的特質及政策作出選擇及不同

的政綱進行公開辯論，否則就算普選能夠給予香港市民權利去選

出行政長官，也會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我們認為，在一個有生

氣活力的選舉過中，提名機制是一個重要的組成及支援部份。故

此，提名委員會不能被用作集體認可及排斥其他候選人的方法。 
 

6.3.2 香港市民明顯希望出現真正有競爭選舉；因此我們提議採用一個

簡單、透明及直接的制度。在這個制度下，各個參選人需要取得

最少百分之十來自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提名。如果提名委員會的人

數保持為 800 人，那麼各個參選人只需要取得最少 80 個提名，即

委員人數百分之十；相對於現時 100 提名或百分之十二點五選委

的支持。 
 
6.4 首選方案 
 

6.4.1 相對於立法會選舉，在行政長官選舉推行普選所要面對的問題看

來較少。將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提名委員會在社會各界已經形成相

當的共識，我們看不見任何原因不能最快於 2012 年實行普選行

政長官。這個時間表讓社會各界有充足的時間審視及擴大多個界

別的選民基礎，及就有關改變進行本地立法。這是我們的首選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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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語 
 
7.1 我們深信： 
 

• 香港市民已為實行普選作好凖備。 
• 我們有穩固的政制框架，安定的社會環境，具備順利推行普選的條

件。 
• 於 2008 年立法會選舉向前邁進，是至為關鍵的一步。 

 
7.2 我們參考了國際公約及《基本法》內的基本原則，充分考慮了須緊守

《基本法》第六十八條中循序漸進原則的需要，以及須依據《基本法》

及 2004 件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要求，就達至普選而對立法會及行政

長官選舉辦法及時間表作出建議。 
 
7.3 我們認為，這些建議能符合以上要求，而最重要的是，它們能根據我們

建議的時間表內有效及實際地推行。我們向政府的策略發展委員會及香

港廣大市民推介這些建議。我們誠摯地希望它們能有助公眾達成共識，

實現香港市民的的願景，訂立清晰的普選路線圖及時間表，早日邁向普
選。 

 
7.4 我們明瞭所有政制建議都頗為複雜，其內容不易被明白。然而，我們希

望大眾及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團體能詳閱及了解本文。我們歡迎市民對此
發表意見，以助我們日後推出其他建議。 

 
7.5 此文件亦刊於小組的網頁 www.ansonchan.hk。如有任何意見，請致函： 
 

香港皇后大道東 1 號 
太古廣場 3 期 3 樓 
陳方安生女士收 

 
 
 
陳方安生及其核心小組 
2007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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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甲 《基本法》條文節錄 
 
 
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在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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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

定。 
 
 
 
第六十八條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由選舉產生。 
 
立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行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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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立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由附件二《香港特別行政區立

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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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一、  行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二、   選舉委員會委員共 800 人，由下列各界人士組成： 
 

• 工商、金融界 
 

200 

• 專業界 
 

200 

•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200 

• 立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

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200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年。 

 
三、  各個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選舉委員的

名額，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選舉法加以

規定。 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選舉法規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

行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 選舉委員以個人身分投票。 
 
四、  不少於一百名的選舉委員可聯合提名行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

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五、  選舉委員會根據提名的名單，經一人一票無記名投票選出行政長

官候任人。具體選舉辦法由選舉法規定。 
 
六、 第一任行政長官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行政區第

一屆政府和立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產生。 
 
七、 二零零七年以後各任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立法會

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數通過，行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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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一、  立法會的產生辦法 
 

(一)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議員每屆 60 人，第一屆立法會按照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行政區第一屆政府和立

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產生。第二屆、第三屆立法會的組

成如下： 
 

第二屆 
 

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    30 人 
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     6 人 
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24 人 

 
第三屆 

 
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    30 人 
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30 人 

 
(二)  除第一屆立法會外，上述選舉委員會即本法附件一規定的

選舉委員會。上述分區直接選舉的選區劃分、投票辦法，

各個功能界別和法定團體的劃分、議員名額的分配、選舉

辦法及選舉委員會選舉議員的辦法，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

府提出並經立法會通過的選舉法加以規定。 
 

二、  立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

採取下列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數票，即為

通過。 
 

立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須分

別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分區直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議員兩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數通過。 
 
三、  二零零七年以後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二零零七年以後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

的表決程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行修改，須經立法會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多數通過，行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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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  普選路線圖 
 



九龍社團聯會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意見 

- 1 - 

九龍社團聯會 
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意見 

 
香港擁有今時今日的繁榮，是建基於穩定的社會環境。一國兩制的成功實

施，正正是香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為此，本會積極支持在《基本法》的框架

下，在本港實施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實行溫和有序的普選路線。事實上，維持

香港社會穩定，保持資本主義社會特色不變，是香港未來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為保持香港未來平穩發展，政府必須小心平衡社會各界對普選的意見，廣泛收集

社會人士對普選的聲音。有見及此，本會對政府就政制發展路線圖，有以下意見： 
 
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堅持的兩大原則： 
 
1. 優先處理行政長官普選 

 
由於立法會普選爭議性較大，要各黨派短時間內達成一致共識是困難的。立

法會議席有 60個，特首就只有一個，自然是普選特首的路綫圖，更容易劃出來。

事實上，普選立法會的討論，現時還夾雜幾個複雜的問題，包括：西方上下議會

（俗稱兩院制）是否適用於香港？功能組別存留與民主普選的關係等，仍有待詳

細論証。因此，不宜將立法會及行政長官普選事項綑綁在一起。反之，我們應從

爭議性較少的行政長官普選事項著手，採取「先易後難」的務實作風，以便加快

處理這個富爭議性的政治議題。有見及此，本會支持由策略發展委員會提出的集

中優先處理普選行政長官議題，通過行政長官普選，吸取有益經驗和啟示，再處

理立法會普選事項，才是實事求是的穩健做法。 
 
2. 實行先圖後表的策略 
 
普選是《基本法》訂明最終會實現的香港政治發展方向，但各黨派對如何及

何時走向雙普選的方向，意見紛紜。當中尤以時間表的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取

得社會的共識。有見及此，本會認為普選時間表及路線圖的制訂次序，應遵從「先

易後難」的務實態度，優先制訂普選路線，勾畫出未來普選的方向及詳細內容，

尋求社會各界達成路線圖的共識，最後才根據路線圖的規劃方針，就時間表的問

題提出切實而合理的建議，避免社會上因時間表的爭議，令香港的普選路再次被

迫「原地踏步」。 
 
A. 行政長官普選建議 
i. 行政長官選舉必須依循《基本法》的規定 

 
普選行政長官是香港政治制度的重要環節，政治制度要有利於民主進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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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保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更不能損害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因此普選行政

長官必須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依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步伐推進香港

的政治制度，不可一蹴即就的要求立即在香港實施全面普選。事實上以符合均衡

參與的原則及務實的態度來發展香港的政治制度，認識及遵守《基本法》對香港

普選的規定，盡力創造有利實現普選的穩定政治環境，是香港社會必須認識的基

本普選條件。 
 
ii. 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人數 
 
本會建議於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上，將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加一倍，至 1600

人，這既可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又可體驗《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原則，

加強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的民主成份。這個大方向早已獲得大部份社會人士的共

識，所以本會支持政府朝著擴大選舉委員會的方向，增加民主代表性，穩步發展

香港的普選路。 
 
iii. 建議將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直接轉為提名委員會 
 
本會建議將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直接轉為提名委員會，即是將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力，轉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再交由全港市民以普

選方式行政長官。這無疑是最直接而可行的方式，盡快組成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

及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法。 
 
iv. 行政長官候選人需至少獲得 100位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提名 
 
由於行政長官是管治香港的領導人物，需要獲得香港不同界別的廣泛認可，

才能平衡香港各界的利益，因此，負責推舉行政長官正式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委

員肩負的任務重大。本會認為不能草率將行政長官參選人需要獲得提名委員會委

員提名的界別，定在較狹窄水平。相反提名總人數可以定在較低水平，以免障礙

有志參選者的意欲。所以本會建議行政長官參選人須獲得提名委員會 1600名委
員中最少 100票(十六份之一)的總提名數目，同時需要在提名委員會中四個不同
的組成界別裡(包括：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區
域性組織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獲得各組最少 10票的支持，而當中
則必須包括最少 5位立法會議員及 5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之提名，才能正式成為
行政長官候選人。此舉既可確保候選人有廣泛支持和足夠認受性，令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全國人民及香港市民放心，充分體現「一國」和「兩制」，又能讓提

名委員會委員更審慎運用自己手上的權力，保證有質素的有志之士有機會被提

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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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政長官候選人需要取得超過總有效票數 50%以上選民支持 
 
行政長官參選人在取得候選人資格後，將交由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一人一票

方式選出行政長官。當選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得票需超過總有效票數 50%，如無一
位候選人在選舉時得票超過總有效票數 50%，將由得票最高兩名候選人進行多一
輪選舉分出勝負，勝出者會由中央政府作出任命，成為下一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 
 
B. 立法會普選建議 
i. 立法會選舉必須體現《基本法》中均衡參與及循序漸進的原則 
 
立法會普選是體現民意及監察政府的重要政治機制，因此《基本法》已規定

立法會最終要以普選的模式產生。然而，大前題是普選要確保香港社會的繁榮穩

定，更不能損害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因此普選立法會必須符合《基本法》規

定的原則，依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步伐推進香港的議事制度，不可強行要求

立即在立法會實施全面普選。事實上，以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及務實的態度來推

進立法會普選是最快捷的路線，只懂得堅持立即普選立法會的不妥協態度，只會

破壞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信任，最終導致普選立法會的目標遙遙無期。因此，

只有認識及遵守《基本法》對香港立法會普選的規定，盡力創造有利實現普選的

穩定政治環境，才是香港社會必須認識的基本普選條件。 
 
ii. 擴大立法會功能組別中各界別的選民基礎 
     
本會建議將功能組別中專業界別的公司、團體票，逐步擴展至個人票，從而

增強功能組別中的普選成份，作為日後循序漸進、全面普選立法會的重要起步。 
 
iii. 建議將立法會功能組別逐步合拼為 10多個大界別 
     
本會建議首先合併功能界別為 10多個大的功能界別，並以性質相近、選民

人數相近的界別為組合原則。經過一段時間觀察界別的重組及融合情況後，如融

合情況理想，可考慮再進一步將功能組別重組成幾個大的界別，讓功能組別中的

界別選民基數繼續擴大，作為將來過渡至立法會最終普選的目標，有利功能界別

的選民及議員順利過渡至普選模式，符合循序漸進及平衡各界利益的根本原則。 
 
iv. 以比例代表制的模式進行功能組別選舉 
 
為顧及重組的功能組別內不同團體及專業組織的代表性，確保均衡參與的原

則，本會建議在功能組別中實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一來既可充分體現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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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原則，二來可消除一些選民人數較多的專業團體，壟斷整個重組界別中所

有議席的情況。 
 
v. 維持立法會議席數目不變 
     
立法會是香港重要的議事機關，特區政府的法案需要得到其通過才能生效，

審議法例的時間往往決定政府推行政策的速度。因此維持立法會議席數目於合理

水平，能維持立法會的議事效率。再加上現時歐美國家每一個眾議院議席與國民

人數的比例，均高於 11 萬人(如美國眾議院 1 議席：70 萬人、法國國民議會 1
議席：11萬、德國聯邦議院 1議席：14萬人﹔香港立法會 1議席：11萬)，反映
現時香港的立法會議員數目足以代表香港 700萬市民，因此本會建議維持香港立
法會 60個議席不變，以便維持立法會的議事效率於高水平。 
 
結語 
     
政府期望以穩步發展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為香港的民主進程注入

新的動力，以配合香港的政治及社會持續發展。本會將抱著積極參與的態度，從

務實的角度支持政府全面而有序的，推動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的最終全面落

實。本會深信，只要政府能小心考慮各方的意見，遵循基本法規定香港政治發展

需以循序漸進的模式向前邁進，保持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現有特色，相信在可見

的將來，香港的政治及社會發展將越趨民主及成熟。 
 

完 
 

2007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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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九龍社團聯會建議的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 
 
 
擴充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至 1600人，並直接轉為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 
 
 
 
 
行政長官參選人需要取得最少 100名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當中必須包括 5名立
法會議員、5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10名工商、金融界委員、10名專業界委員、
10名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委員及 10名區域性組織、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等
界別委員)，每名提名委員會委員只可提名一位參選人。 
 
 
 
 
取得最低合符要求的 100名提委會委員提名後，參選人正式成為行政長官候選
人。 
 
 
 
行政長官候選人將交由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當選的

行政長官候選人得票需超過總有效票數 50%，如無一位候選人得票超過總有效票
數 50%，將由初選得票最高兩名候選人進行最後一輪選舉。 
 
 
 
 
 
行政長官候選人取得過半數總有效票數。 
 
 
 
 
 
交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新一任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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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九龍社團聯會建議的立法會普選路線圖 
 
 
擴大功能組別中的選民基礎，例如將以公司及團體為選民單位的功能界別，擴大

至以界別中的個人為選民基礎。 
 
 
 
 
重組功能組別中不同的專業界別為十多個界別(以性質相近、選民人數相近的界
別為組合原則)，再觀察融合情況，如情況理想，可逐步再重組功能組別至幾個
大界別，擴大選民基礎，有利功能組別過渡至普選。 
 
 
 
 
為平衡功能組別中重組界別的代表性，建議在功能組別中實行比例代表制，避免

界別中人數佔優的團體壟斷界別中的所有議席，確保均衡參與。 
 



怎樣的普選 北京才肯批              2007 年 3 月 7 日  am 730 C 觀點  施永青 

民 主 派 常 批 評 曾 特 首 沒 有 把 港 人 對 普 選 特 首 的 要 求 向 北 京 
提 出 。 我 覺 得 這 並 非 問 題 的 關 鍵 。 香 港 的 傳 媒 每 天 都 在 談 普 
選 問 題 ， 民 主 派 每 年 都 搞 要 求 普 選 的 遊 行 ， 最 多 一 次 有 50

萬 人 參 加 ， 北 京 不 可 能 不 知 道 。 因 此 ， 問 題 不 在 於 特 首 肯 不 
肯 代 港 人 向 北 京 提 出 要 求 ， 而 在 於 提 出 一 個 怎 樣 的 方 案 ， 才 
有 機 會 獲 北 京 接 受 。  

民 主 派 常 認 為 ， 香 港 的 民 主 是 屬 於 香 港 人 的 事 ， 應 由 香 港 人 
來 決 定 如 何 進 行 ， 如 果 要 摸 索 北 京 的 意 願 ， 就 是 出 賣 港 人 的 
利 益 ， 所 以 只 肯 按 民 主 的 大 原 則 ， 提 出 最 完 美 的 方 案 ， 不 肯 
因 北 京 取 態 而 作 絲 毫 的 妥 協 ， 結 果 這 十 幾 年 來 ， 爭 取 普 選 的 
努 力 都 未 有 一 點 成 效 。  

我 從 事 地 產 代 理 的 工 作 ， 十 分 明 白 買 賣 要 達 成 協 議 ， 不 能 只 
照 顧 一 方 的 要 求 ， 必 須 促 使 雙 方 都 作 讓 步 ， 交 易 才 有 機 會 達 
成 。 政 治 問 題 要 得 到 解 決 ， 其 實 一 樣 離 不 開 妥 協 ， 我 是 實 際 
派 ， 所 以 我 贊 成 在 某 種 程 度 上 遷 就 一 下 北 京 的 意 願 ， 以 換 取 
比 目 前 更 多 一 點 的 民 主 成 份 ， 而 不 去 斤 斤 計 較 這 多 一 點 的 
民 主 ， 其 實 只 是 半 民 主 ， 甚 至 是 假 民 主 。 梁 家 傑 不 是 已 參 與 
假 民 主 的 小 圈 子 選 舉 ， 為 何 不 可 接 受 圈 子 大 一 些 ， 假 的 成 份 
少 一 些 的 選 舉 制 度 ？  

我 估 計 ， 即 使 到 2012 年 ， 北 京 仍 未 敢 完 全 放 手 讓 香 港 人 自 行 
普 選 特 首 ， 他 們 必 須 保 留 某 種 模 式 的 操 控 權 。 按 《 基 本 法 》 ， 
特 首 的 任 命 權 在 北 京 ， 這 已 是 一 種 操 控 。 但 北 京 不 想 出 現 憲 
制 危 機 ─ 港 人 選 出 來 的 特 首 竟 得 不 到 北 京 任 命 。  

現 時 ， 北 京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的 方 法 ， 是 透 過 一 個 懂 得 體 會 北 京 
意 願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 以 保 證 選 出 來 的 特 首 可 得 到 北 京 任 命 ， 
但 這 始 終 不 算 普 選 ， 不 符 合 《 基 本 法 》 提 出 的 最 終 要 在 香 港 
實 行 特 首 普 選 的 目 的 。  

我 有 一 個 折 衷 方 案 ， 既 可 讓 北 京 保 持 一 定 的 影 響 力 ， 又 可 以 
增 加 選 舉 的 民 主 成 份 ， 可 行 性 應 比 民 主 派 提 出 的 方 案 高 ， 社 
會 可 進 一 步 討 論 。  

我 的 方 案 很 簡 單 ， 先 是 改 變 選 委 會 的 功 能 ， 由 直 接 選 特 首 改 
為 選 特 首 的 候 選 人 ， 然 後 把 候 選 人 交 給 港 人 全 民 普 選 。 只 要 
北 京 能 保 持 對 選 委 會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力 ， 就 可 以 確 保 特 首 候 
選 人 乃 北 京 可 以 接 受 的 人 選 ， 這 樣 ， 北 京 只 控 制 候 選 人 的 範 
圍 ， 而 不 直 接 欽 點 個 別 候 選 人 。  

由 於 獲 提 名 後 仍 要 經 選 委 會 選 舉 才 能 成 為 正 式 候 選 人 ， 提 
名 的 要 求 可 以 降 低 ， 有 30 名 選 委 提 名 已 足 夠 ， 以 讓 更 多 的 人 
參 加 。 再 由 選 委 會 投 票 選 出 三 個 正 式 的 候 選 人 ， 交 港 人 普 
選 。 A 這 樣 的 普 選 一 定 會 比 現 時 熱 鬧 ， 可 進 一 步 引 導 市 民 關 
心 自 己 的 政 治 前 途 ， 同 時 又 可 令 選 出 來 的 特 首 有 更 大 的 認 
受 性 ， 要 推 行 強 政 勵 治 也 會 比 今 天 容 易 。  



政治談判 要逐步移位                  2007 年 3 月 8 日 am730 C 觀點 施永青          

昨 文 指 出 ： 若 要 在 2012 年 就 可 普 選 特 首 ， 必 須 在 一 定 的 程 度 
上 照 顧 北 京 的 意 願 ， 減 少 北 京 對 香 港 形 勢 失 控 的 擔 心 ， 否 則 
香 港 邁 向 普 選 的 道 路 一 定 阻 力 重 重 ， 再 過 多 十 年 也 不 一 定 
有 機 會 。  

我 的 建 議 ， 是 讓 北 京 保 持 對 選 委 會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力 ， 譬 如 讓 
人 大 、 政 協 等 成 員 可 以 成 為 當 然 委 員 ， 而 其 他 的 成 員 也 主 要 
來 自 功 能 組 別 的 代 表 ， 現 階 段 不 宜 過 急 地 去 設 法 沖 淡 中 方 
的 影 響 力 ， 以 讓 中 方 安 心 ， 去 換 取 其 他 方 面 的 讓 步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可 要 求 中 方 改 變 選 委 會 的 功 能 ， 由 直 接 選 特 
首 改 為 只 選 特 首 的 候 選 人 。 能 獲 30 名 選 委 支 持 的 ， 就 可 以 參 
與 成 為 正 式 候 選 人 的 競 爭 。 由 於 門 檻 低 了 ， 有 意 參 選 的 人 必 
然 增 加 ， 那 就 需 要 作 首 輪 篩 選 ， 以 決 定 誰 可 以 作 正 式 候 選 
人 ， 這 項 工 作 就 交 予 選 委 會 ， 由 他 們 選 出 三 名 正 式 的 候 選 
人 ， 再 交 港 人 全 面 普 選 。 由 於 這 批 候 選 人 已 先 經 選 委 會 替 北 
京 間 接 篩 選 ， 不 愁 將 來 當 選 特 首 後 不 獲 中 央 任 命 。  

民 主 派 一 定 會 認 為 這 種 先 讓 北 京 預 選 的 普 選 並 非 真 正 民 
主 ， 不 符 合 他 們 的 理 想 。 然 而 ， 全 世 界 的 民 主 國 家 ， 其 民 主 
發 展 都 是 有 進 程 的 ； 我 建 議 的 方 案 ， 起 碼 可 以 為 香 港 帶 來 第 
一 次 形 式 上 的 全 民 普 選 ， 其 突 破 性 絕 不 亞 於 梁 家 傑 帶 來 有 
競 爭 的 特 首 選 舉 。  

梁 家 傑 全 力 以 赴 的 特 首 競 選 答 問 大 會 ， 何 嘗 不 是 一 場 假 民 
主 的 鬧 劇 ？ 電 視 機 前 看 答 問 大 會 的 觀 眾 ， 何 嘗 有 資 格 投 
票 ？ 民 主 派 不 是 一 樣 假 戲 真 做 ， 並 把 它 視 作 自 己 為 爭 取 香 
港 民 主 的 一 項 重 大 貢 獻 。 因 此 ， 民 主 派 亦 不 宜 因 我 的 方 案 得 
間 接 經 北 京 預 選 而 否 定 我 的 建 議 ， 這 其 實 已 是 一 個 不 小 的 
進 步 ， 要 爭 取 北 京 首 肯 並 不 是 一 項 容 易 的 事 。  

我 從 事 地 產 代 理 行 業 ， 經 常 要 進 行 討 價 還 價 的 工 作 ， 深 明 在 
談 判 中 很 難 一 步 到 位 ， 不 先 爭 取 小 的 讓 步 ， 很 難 達 到 大 的 進 
展 。 業 主 開 價 800 萬 ， 買 家 還 價 700 萬 ， 若 果 認 為 距 離 太 大 拉 唔 
埋 ， 生 意 就 只 好 拉 倒 。 但 若 果 肯 逐 步 展 開 談 判 ， 促 使 雙 方 移 
位 ， 最 後 仍 有 成 交 機 會 。 能 促 使 業 主 由 800 萬 減 至 795 萬 ， 也 可 
以 視 作 移 位 的 開 始 ， 不 應 因 移 動 的 距 離 小 ， 而 不 肯 商 談 下 
去 。  

政 治 談 判 亦 離 不 開 這 個 過 程 ， 若 果 民 主 派 能 在 一 開 始 時 ， 就 
肯 接 受 一 些 即 使 不 太 理 想 ， 但 已 有 移 位 的 方 案 ， 今 天 雙 方 的 
距 離 就 不 會 這 麼 大 ， 香 港 市 民 的 民 主 空 間 也 可 能 比 現 時 更 
多 。  

在 政 治 談 判 中 ， 最 緊 要 知 道 對 方 想 要 甚 麼 ， 然 後 才 能 以 對 方 
所 要 的 東 西 去 換 取 自 己 所 要 的 東 西 。 北 京 怕 失 控 ， 我 們 可 以 
讓 他 操 控 選 委 會 來 換 取 普 選 形 式 ， 選 委 會 的 改 革 可 留 待 時 
機 成 熟 時 再 談 。 這 根 本 不 是 甚 麼 讓 步 ， 因 為 選 委 會 現 在 仍 是 
由 北 京 操 控 ； 而 非 以 自 己 手 裡 的 東 西 ， 去 換 取 自 己 尚 未 有 的 
東 西 ， 有 何 損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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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制方案的背景 
1.1  八十年代，民主派論政團體的信念，就是爭取民主政

制，爭取 88 年全體立法局議員由直選產生。88 年至今

已 20 年了，仍有半數立法會議員由功能組別產生，部

份功能組別更是極小圈子。功能組別選民有兩票甚至

三票，普羅市民只得一票，既不等量，也不等值，更

不公平，這樣的選舉並不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  
 
1.2  回歸前，我們已提出 1997 年後行政長官和立法會必須

由市民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1.3  回歸前後，香港市民持續不斷要求雙普選。 2003 年的

七一遊行，更匯聚了 50 萬名市民爭取 2007 及 2008 年

行政長官和立法會雙普選。  
 
1.4  2004 年 4 月 26 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

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

別行政區 2007 年行政長官和 2008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

有關問題的決定》。按照決定，2007 年的行政長官不會

由普選產生， 2008 年的立法會選舉半數由普選產生，

另外一半由功能組別產生，這個決定令香港政制邁向

全面普選再被拖延。  
 
1.5  2005 年，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發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  5 號報告書》，提

出 2007 年行政長官選舉及 2008 年立法會選舉的產生

辦法。民主派反對政府的方案，是因為這方案既不是

普選方案，也沒有普選時間表及路線圖，民主派亦反

對方案仍保留委任區議員及增加立法會的功能組別的

議席。因此，民主派不能支持這樣的方案，而方案也

得不到全體立法會三份二議員支持而被否決。  
 
1.6  當 2007 年的行政長官和 2008 年的立法會產生辦法已

定，我們仍鍥而不捨地爭取 2012 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

雙普選，並提出我們的政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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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們的方案與 2005 年政府提出的，被立法會否決的方

案最重要的分別是：我們清晰地建議行政長官和立法

會雙普選的年期是 2012 年；我們的方案是由一個約

1200 人的提名委員會提名，提名委員會的職權只限於

提名，然後讓市民以一人一票選出行政長官，而政府

建議的行政長官則由一個擴大至 1600 人的選舉委員會

選舉產生；我們的提名委員會約 1200 人，是在現有選

舉委員的基礎上加入約 400 名民選區議員，但沒有包

括政府 2005 年曾建議的委任區議員，擴大了選民基礎

但否定了委任體制；我們亦合理地降低了提名行政長

官的門檻，讓各種不同的社會力量均有參選的機會，

增加選舉的競爭性；我們建議的立法會普選模式，既

保 留 現 有 分 區 直 選 的 優 點 ， 也 有 全 港 單 一 選 區 的 設

計，照顧到社會較小規模的政黨與專業團體和人士的

參選機會，令立法會由多元力量組成，不易一黨獨大。

這個方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也反映市民長久以

來對民主普選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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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改方案考慮的因素 

2.1 香港是自由法治的社會，市民奉公守法，享有言論自由。

香港是國際大都會，市民教育程度高，多元價值並存，

但市民普選的政治權利長期被剝奪，不能選出政府的行

政長官，也不能選出立法會的全部議員，這是極不公平

和極不合理的。  

2.2 多年來，很多學術機構都曾進行何時普選的調查研究，

以 2003 年至今進行的民意調查為例，都不約而同清楚地

顯示：超過半數的被訪者同意行政長官及全體立法會議

員以普選產生，當中的百分比大概在 55%-80%之間 1。由

此可見，市民對普選的訴求非常清晰。  

2.3 由於行政長官並非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施政缺乏認受

性，政策不一定得到立法會和市民的支持，容易導致行

政立法關係緊張。當政府施政嚴重失誤時，市民無法透

過定期的選舉，以選票表達不滿，選擇新的行政長官。

我們相信，透過一人一票選出的行政長官，將更有效解

決政府的管治問題。  

2.4 一直以來，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制度備受社會強烈批

評，功能界別的定義欠缺公平和客觀的準則，難以符合

政治權利人人平等的目標。功能界別的存在，正反映港

人政治權利的不平等及選票票值的不平等，有些人可以

有兩票甚至三票，大部份市民只得一票。功能組別選民

比一般選民享有更大的特權，但功能界別選民的基礎狹

窄，認受性及代表性受質疑，由幾十至幾百人選出的代

表，卻可與數萬至數十萬人選出來的分區直選代表，共

                                                 
1 有關 2003 年後的普選民意調查，可參見以下網址：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市民對 2007 年普選特首的支持程度 ”  

h t tp : / /hkupop .hku .hk /ch inese /popexpress /pub l i c_e le / ce1 /cha r t /po l l1 .g i f  
           “市民對 2008 年普選立法會的支持程度 ”  
  h t tp : / /hkupop .hku .hk /ch inese /popexpress /pub l i c_e le / l c1 /cha r t /po l l1 .g i f  

嶺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h t tp : / /www. ln . edu .hk /pgp / l eve l2 /pgp-su r- f .h tm 
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 h t tp : / /www.hkbu .edu .hk /~hk 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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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立法會議事，制訂公共政策，並擁有相同的投票權

利。  

2.5 早於 1995 年，聯合國人權委員會已指出：香港立法會功

能界別選舉制度不符合《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第 2(1)條、第 25 條及第 26 條 2。因此，我們認為應盡快

取消功能界別，全面落實立法會普選。  

2.6 現時，政府出現管治困難，行政立法關係緊張，其中一

個原因是行政長官並非普選產生，與民選的立法會不能

結成真正的夥伴，遇到政策爭議，施政舉步維艱。我們

建議的方案，尤其是立法會的設計，應體現多元政治而

避免一黨獨大。即使行政長官與立法會由於普選，選民

選擇行政長官和立法會均由同一個政黨主政時，立法會

的設計仍有多元的力量監督政府施政。若行政長官和立

法會多數黨並非同一政黨，民意也勢必成為政策制訂的

基礎，行政立法機關不能逆民意而行，必需努力協調尋

求施政共識，避免行政立法機關的衝突而影響施政，也

避免日後的選舉面臨落選的命運。  

 

                                                 
2  《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2(1 )條：「本盟約每一締約國承擔尊

重和保證在其領土  內和受其管轄的一切個人享有本盟約所承認的權

利，不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治或其他見解、國籍或社

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另第 26 條為：「所有的

人在法律前平等，並有權受法律的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這方面，法

律應禁止  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護，以免受基

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見解、國籍或社會出身、

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理由的歧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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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制方案的原則 
3.1 我們認為邁向普選的政制方案，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

則。香港市民應有權在公平、公正及公開的選舉中，擁有

投票和被選權，自由選擇我們的行政長官和立法會議員。

這個原則已在聯合國《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25條內清楚載明 3。  
 
3.2 因此，在制訂 2012 年的政制方案時，我們重視下列原則： 
 

( i)  在 2012 年，市民應有真正的選擇，以一人一票

普選行政長官及全體立法會議員；  
 
( i i)  爭取修改《基本法》，取消提名委員會，以達到

提名程序也能實現普及、平等的基本原則；及  
 

( i i i)  未來政制方案必須以民意為依歸。  

                                                 
3 聯合國《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25 條原文為：  

「每個公民應有下列權利和機會，不受第二條所述的區分和不受不合理的

限制：   

(甲 )  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參與公共事務；   

(乙 )  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這種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

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行，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   

(丙 )  在一般的平等的條件下，參加本國公務。」   

有關公約的英文版本可參見 :  h t tp : / /www.h rweb .o rg / l ega l / cp r.h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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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的建議：2012 年政制方案 
4.1 在考慮政制改革的因素和原則後，以下為我們建議的

2012 年政制方案：  
 

行政長官普選模式 

在未能修改《基本法》以取消提名委員會前， 2012 年的

提名委員會改由 8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加上約 400 名民

選區議員共約 1200 人組成 4，任何界別的 50 名委員可提

名一位行政長官候選人，行政長官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

產生。  
 

立法會普選模式 

2012 年的立法會，採用混合選舉模式，一半議席按分區

單議席單票以簡單多數制產生；另一半議席由全港單一

選區按比例代表制產生，每名選民可投兩票。  

                                                 
4 建議取消原有選舉委員會的 42 個區議員席位，因此提名委員會人數約為 1,1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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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制方案的特點 
5.1 行政長官由現有的 8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加上 400 名民

選區議員共同組成提名委員會，民選區議員由全港市民

分區一人一票選出。因此，我們的政制方案會大幅增加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並符合《基本法》第 45 條，即

「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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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行政長官提名階段，得到 50 名委員的聯合提名，就可成

為行政長官候選人。這樣，行政長官候選人可代表不同

的社會背景和階層，反映不同的社會及政治價值，讓行

政長官選舉出現真正的競爭，選民的自由投票體現真正

的選擇，一人一票選出的行政長官將得到足夠的認受性

管治香港。  
 
5.3 立法會選舉方案的特點包括：  
 

( i)  符合港人對民主普選的訴求，市民有公平及平等的

選舉權；   
 
( i i)  符合《基本法》第 68條的規定，全部議員由普選產

生；   
 

( i i i)  增加立法會的認受性和代表性；   
 

( iv)  選舉制度簡單，普羅大眾容易參與；  
 

(v)  分區直選的單議席單票制讓地區的選民與當選的

議員產生緊密的關係，能反映該區選民的意見；及  
 

(vi)  全港單一選區比例代表制的選舉，對獨立人士或組

織規模較細的政黨、工商界、專業人士，以至弱勢

社群有利，有半數議席由比例代表制選出，較能兼

顧社會各界的參與和利益。  



邁向全面普選                                            2012 年政制改革諮詢公眾方案 

 - 9 - 

 
5.4 由單議席單票制的分區直選和全港單一選區比例代表制

組成的立法會選舉，令大小不同的政黨以至獨立人士都得

到合理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有利發展多元政治，反映不同

的社會價值。  
 
5.5 我們提出的 2012 年政制方案，不用修改《基本法》，只

須藉本地立法便可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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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論 

6.1  我們建議的 2012 年政制改革方案，是一個過渡性的安

排，日後須考慮修改《基本法》，取消為行政長官選舉

而設的提名委員會，減低行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提名限

制。  
 
6.2  我們認為，一個成熟文明的現代社會，公民權利和政治

制度必須配合。民主政制正是透過公平、公開及公正的

選舉制度，讓每位市民都有平等的權利，選出行政長官

及所有立法會議員，建立一個向市民問責的政府。  
 
 
 
 
 
 
21 名民主派立法會議員  
 
何俊仁  李柱銘  李永達  李華明  
李卓人  李國麟  余若薇  吳靄儀  
梁家傑  涂謹申  郭家麒  馮檢基  
單仲偕  張文光  張超雄  湯家驊  
劉千石  楊   森  鄭家富  鄭經翰  
譚香文     

 
 
2007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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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策研究所政制發展研究小組 

政制發展建議書 

2007 年 4 月 

1. 背景 

(1) 因特首選舉的關係，近期各方關心政治的組織拋出政改方案，再度把沈寂一
時的政改問題聚焦。 

(2) 由於泛民的主流方案所顯示的立場，比以前較有鬆動，故社會達致共識的機
會有所増大。 

(3) 策發會正在收集政改方案，六月會出台政制發展綠皮書，全面諮詢市民意
見，再向中央反映。 

2. 大局考慮  

(1) 「北京共識」的形成與影響1：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不對稱超級大國，

一個有史以來最少依賴顯示實力的傳統手段的國家，並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

國家在有一個強大重心的世界上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因此，國

家將更堅持包括香港在內的自己發展的模式。 

(2) 2012 年，中共將召開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胡溫體制將達至領導權力影響的
頂峰。他們會否以其威信及自信，強力推行國家體制改革的既定軌道，同時

容許香港更大的民主步伐，仍是未知之數。 

(3) 2012 年，北京主辦的奧運、上海主辦的世博已舉行。因此，中央對香港政治
事件引起的國際反應，不再考慮那麼多，可能對香港政制有更多處理的空間。 

(4) 2012 年，是台灣又一個總統選舉年，估計兩岸及中美因台獨問題而起的互動
會增加，變數較多。中央應會採取措施，以防兩岸關係的惡化對香港造成衝

擊。或中央會以對台硬、對港柔，並協調與美日英的關係，讓香港有更大的

彈性空間；當然亦有可能對台港皆硬，將視乎届時國內外局勢。 

(5) 2012 年，中國整體國力進一步加強，經濟進一步發展，香港與內地各方面進
一步融合。情勢對香港市民、政治勢力，以及中央如何處理香港政制的發展，

有一定的影響。 

(6) 綜合而言，展望未來局勢的發展，估計中央仍然以穩定香港經濟、政治、社

                                                 
1  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和清華大學教授 Prof. Joshua Cooper Ramo 於 2004 年 5 月在英國著名思想庫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外交政策中心)發表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論文，對中國過

去二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作了一些總結，認為中國的經驗在於漸進式的創新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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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局面，减少意識形態衝突為主要考慮，並相信有條件可以穩定局面。因此，

中央可能傾向對香港政制的發展，採取較保守的態度。 

(7) 由於認為香港社會對推行普選已具備相當的條件，及希望透過發展民主，使
政通人和，達致長治久安，並跟國內的整體發展與和諧社會的理念相配合，

因此，我們建議一穩定中前行的政改方案。 

3. 原則考慮 

(1) 符合《基本法》“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及全國人大常委於
2004 年 4 月 26 日的決定及有關規定“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與 2008 年立法會

選舉不會以普選形式進行；2008 年立法會選舉須保留功能界別及地區直選議

員各佔一半的比例”。 

(2) 有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部份“真
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被認為是指

一人一票，但公約並沒有強加任何選舉制度。 

(3) 普選不是終極目標，人民的福祉與生活的提高才是。採取的選舉制度，應達 
至此目標。 

(4) 任何方案必須為中央、行政長官、立法會及社會各界所接受。 

(5)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故考慮政改時，必須考慮香港與中央的憲政關係。鼓
吹對行政長官沒有實質委任權及主要官員不由中央委任，會影響中央對香港

的信心。若政改引起憲政危機之後，才作補救，危害更大，故現在就須謹慎。 

(6) 普選是個系統工程，其實行要多方條件的配合。條件包括：對國家的認同；
互信的建立；雙方訊息落差的縮小；法律、文化、教育、人口與稅收等政策

的支持。 

4. 行政長官選舉 

(1) 2012 年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應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由一個
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由全港選民普選產生。 

(2) 可以大致沿用現行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類，即如果提名委員會有 800 人，成
員中 200 名來自工商、金融界，200 名來自專業界別，200 名來自政界，及

200 名來自社會各界。 

(3) 提名委員會各界別的成員應儘量以該界別內民主選舉方式產生，以增加提名
委員會的代表性及公信力。 

(4) 設定提名門檻為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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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立法會選舉 

(1)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仍依上一屆的辦法舉行，即 30 個議席由地區直選產

生，另 30 個議席由功能界別產生。理由是社會共識仍未建立，及立法程序

可能來不及完成。 

(2)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列明，立法會選舉最終要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
目標，因此，功能團體選舉祇是過度性質的安排。 

(3) 2012 年，取消所有 30 個功能界別，推行普選。為達至普選，特區政府務必

落實普選系統工程－－推行有效以國家認同為主的公民教育、制定政黨法、

改動稅制予以配合等。 

(4) 若在 2012 年因任何理由，不能推行立法會普選，我們建議以下方案： 

(a) 30 名議員由比例代表制產生，跟現時安排一樣； 

(b) 30 名議員來自指定的功能界別，但部份界別如批發及零售、資訊科技

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飲食界等，應擴大選民基礎，讓從業

員具投票資格；及 

(c) 在此方案下，若有資格在功能組別選舉中投票的個人，選擇投票選出功
能組別議員的話，便要放棄在地區直選的投票機會。原則是，無人可在

立法會議員選舉中有多過一個投票權。 

6. 相關建議 

(1) 發展政黨政治：這有利於培養政治領袖和管治人才，建立管治團隊，提高公
民政治參與、連結政府與公民社會、提高跟中央溝通和互動的誘因、整合民

意、和協調行政與立法機關等。所以建議在香港未來的憲制規劃中，應該肯

定政黨的地位，提供各種制度的誘因，令政黨更理性、健康及成熟地發展。 

(2) 特區政府應考慮以下方面的改革： 

(a) 提供執政機會：逐步開放地方政府的管治權力； 

(b) 財政資助：包括按選舉得票津貼選舉經費、資助政黨政策研究、給予政
治捐款免税等； 

(c) 選舉規定：向政黨傾斜，長遠只容許註冊政黨參選；及 

(d) 訂立政黨法：一方面確認政黨地位，另方面保護政黨與維護國家安全。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