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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促進會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 

向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 
 
 
民主觀念 
 
民主制度的基本觀念是平等和公平。這些概念轉化為通過普選的選舉機制，而每一

個選民的投票是絕對平等的價值，沒有給予社會各階層不相稱的代表權。 
 
這些概念在基本法第 45 條都是被公認的，而最終目標是行政長官的選舉由普選產

生，同樣地和第 68 條指出最終目標是所有立法會議員的選舉由普選產生。 
 
因此，任何香港特區目前管治制度的發展，都應適當地採取這些概念。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 
 
政制發展綠皮書建議，除了國家的基本方針政策，就設計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更承

認以下四個原則： 
 
一）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三）循序漸進；及 
四）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首兩項原則是所有普遍奉行的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制都採納的。後兩個原

則，就主觀性質而言，特區的情況是獨有的。 
 
 
回應綠皮書第 6.03-6.07 段 
 
第6.03段 由於綠皮書在考慮設計一個投票制度時，沒有列出有關香港的獨特情

況，我們在這點無法提供建議。 
 



 
第6.04段 普選是一個最能實現「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制度，而同時達到維

護穩定和促進繁榮的目的。 
 
第6.05段 憲法通常不會包括特定經濟政策的規定，因為這些通常不被視為一個

「憲政」的本質，基本法在這方面是獨特的。不過，文章 105-116
和 118-119 似乎已足以保障「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的原

則。 
 
第6.06段 達成社區共識是一個最可以確保循序漸進原則的方式。事實上，在

2004 年立法會選舉中支持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 2007 年和 2008 年

雙普選的政綱的議員，在地方選區選舉中分別獲得約 60 ％的總票

數，並隨後在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六成支持儘早實行普選，這

似乎是社區共識一個實質性的答覆。 
 
此外，應該注意我們的管治制度，在 1936 年就市政局實行民選議

員，延伸至 1982 年包括區議會直接選舉，1986 年區域市政局和

1991 年部分立法會議席，至 1995 年擴大 18 個席位至 20 個席

位，2000 年 24 個席位和 2004 年 30 個席位。 
 
相比之下，前共產主義東歐國家，除白俄羅斯外，都制定和實施了憲

法，其中包括立法機構的直選議席，在兩年內結束國家的專制統治。 
 
第6.07段 判斷香港人是否對「一國兩制」這個概念和基本法有足夠理解，可以

歪曲主觀評價，因此不應當作是一個公平社會的測試。至於需要一個

「行政主導」制度及理順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在有普選民主

制度內實行是比較容易的。 
 
 
進一步的政制發展 
 
香港民主促進會支持今年 3 月由 22 位立法會議員建議的「邁向普選」文件，建議

綜合所述： 
 

1. 行政長官選舉於 2012 年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候選人從普選產生， 將

目前的 8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增加 400 個直選區議員。每位合資格

參選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必須得到 50 名提名委員會成員的支持。 
 



 
2. 於 2012 年用一個「混合選舉」的模式選舉所有立法會議員，其中半數

議席應經由地方選區選舉的「單議席單票制」的簡單多數制，而另一半

的席位經由「比例代表制」選舉，即整個香港特區將成立一個單一選

區。根據這項建議，每個登記的選民應有權投兩票，一票在他們的選

區，另一票為全港單一選區議席。 
 
 
 
香港民主促進會 
2007 年 9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