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界區原區事顧問協會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立法會內一些所謂民主派人士，利用立法

會內的投票機制，否決了他們自以為不民主，但其實得到社會大部份

市民及過半數立法會議員支持的 2007/08 選舉方案，令香港的政制發

展原地踏步。 

雖然如此，但特區政府仍然明白市民對普選的期望，並沒有停止

對普選的探討工作，透過由各界人士組成的策發會，積極探討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模式及路線圖；經過 20 個月的討論，加上行政長

官曾蔭權在參選期間承諾，在特區政府組成後，發表《政制發展綠皮

書》。 

在今年七月，政府終於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綜觀《綠皮書》

內容，廣泛吸納了各方面的意見，涵蓋面廣闊，分類客觀，清楚羅列

策發會的討論，以及不同黨派、社會人士及團體的意見，並沒有任何

保留，為公眾諮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綠皮書內沒有主流方案，沒有

傾向性的意見，既反映了社會缺乏主流共識的現實，也為社會各界提

供了廣泛討論的空間。 

首先，本會認為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必須跟隨以下原則﹕ 

（一）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人治港」是絕不

能脫離「一國」原則的。吳邦國委員長曾強調，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

權來源於中央授權；胡錦濤主席亦曾指出，「一國」是「兩制」的前

提、「一國」就是要維護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實際上是在提醒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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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央對香港政制的憲制性決定權必須受到實質性的尊重，這是

香港討論政制發展不可逾越的底線。《基本法》就正好是一個框架，

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劃清安全範圍。 

（二）循序漸進 

所有改革都應因時制宜，按部就班地進行，大刀闊斧絕非上策，

一旦操之過急，便很容易對社會造成震盪。民主制度的確立可以使社

會走向文明、進步，但處理不當，便會使本來利於民主發展的工作變

成窒礙前進的絆腳石。 

（三）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本港經濟發展雖有起色，失業率亦回

落，但大多數市民仍要面對低收入及高通漲的情況，亦有市民仍然未

能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政制發展在此刻並非市民所急，因此只要按

《基本法》既定的節奏和方向直走，便自然恰到好處，符合香港的整

體利益。 

本會對於市民的民主訴求表示理解，但有小數市民誤以為「民主」

等於「一人一票」，這想法值得商榷。正如公認為自由民主的美國，

總統選舉所採用選舉人票制度，乃由選舉人代表一定數目的市民投下

重要一票，而非全民投票，但只要選舉人的代表性獲得廣泛認同，亦

可體現民主政制的優勢和進步。 

同一道理，按《基本法》第 45 條所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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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達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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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個獲得廣泛認同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再

讓市民進行普選，同樣可成功發揮民主社會的良好優勢。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經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全部議席

由普選產生（雙普選），是熱愛民主的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也是《基

本法》所訂的民主進程最終目標。但是，追求雙普選不應盲目、激進，

而忽略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 年 4 月 26 日的決定，以及香港的實際情

況。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要逐步進行 

(一)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就行政長官的選舉方法，本會認為，提名委員會應該以現有選舉

委員會 800 人為基礎，逐步增加至 5000 人，新增的成員應該是擁有

群眾基礎的地區領袖，如所有區議員；而現有的全國人大、政協組別，

亦可擴展至所有擔任內地省市人大、政協的香港人。 

(二) 提名門檻 

至於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應先訂出一個相對較高的門檻，以爭

取社會各界達至共識落實普選，在可以推行普選後才按實際情況再逐

步演變；相對地，候選人的數目亦應最多兩至四名候選人，即參選人

要取得提名委員會兩成半成員提名，才可成為候選人。而在提名後，

候選人應要取得過半數有效票，才可以當選，在只有一名候選人情況

下，仍然需要投票。 

(三) 立法會普選模式 

在立法會普選模式方面，除了現時的民選議席外，應該保留功能

界別選舉，以平衡社會上多方面不同的利益，引入各界的代表議事亦

可以使議會議決更具廣泛代表性；同時，功能界別亦可以吸引界別內

專業人士參政，提高議事的質素，但應該擴大選民的基礎，以令功能

界別的立法會議員更具代表性，直至社會取得共識，才分階段達至立



法會普選 

(四) 普選路選圖及時間表 

「循序漸進」是政制發展的不二法門。近一個世紀，推動全民普

選的國家中，總是失敗例子多，成功的較少，例如菲律賓和印尼便屬

前者。即使是號稱「自由」「民主」的英美兩國，其首相和總統的選

舉模式，亦非全民普選。由此可見，一步到位、急於上馬往往會得不

償失。 

爭取在 2012 年實施普選的人士為數不少，亦有人提倡 2012 年或

以後實行，但本會認為，要到大約 2020 年後才應考慮「何時是實施

雙普選的成熟時機」。 

剛回歸祖國的香港，就像一個新生嬰兒。回歸十年後的今日，仍

然是小童的階段，正如大部分香港市民現在才開始探討何謂「愛國」，

開始接受身分的轉變，以及著手研究愛國教育等議題。尚有約十年，

這「孩子」才步入「青年」，屆時亦是「五十年不變」的中期，如果

港人在這期間，對亞洲週邊近期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加深認識、對國

家的歸屬感、對政治的認識以至對國情的了解都達到一定程度，才是

特區政府就雙普選的實施進度制定時間表的成熟時機。 

至於何謂「成熟時機」？還看這一屆立法會中由民選產生的個別

議員，竟把莊嚴的議會弄得烏煙瘴氣，無聊鬧劇無日無之，在會議上

只會發表自己自以為是的意見，完全不理他人的意見，這是民主嗎?

這些議員在浪費其他議員寶貴時間之餘，更浪費公帑，影響香港形

象。試問這是否一個成熟社會應有的議會？是否一個成熟議會應有的

表現？是否研究進行全面普選的「成熟時機」？ 

「成熟」的指標，最終還有待政府交由專家研究，並與中央交換



意見，在「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訂出獲得中央、特區政府以及香

港市民都廣泛接受的具體客觀指標，以減少爭拗，這些指標成熟之

時，就是開展制訂「普選時間表」工作之日。 

(五) 宜採取先易後難方案 

鑒於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地位、性質和任期都不同，因此兩

者的普選時間表應該分開處理，可以考慮先易後難，即行政長官先行

普選，讓社會大眾熟悉普選的模式，立法會隨後才實行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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