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制事務局局長談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內容（一） 
＊＊＊＊＊＊＊＊＊＊＊＊＊＊＊＊＊＊＊＊＊＊＊＊＊＊＊ 

  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出席策略
發展委員會（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媒的開場發
言（中文部分）： 
 
  多謝大家傍晚又再來採訪有關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的簡
報會。首先向大家總結今日會議的討論，有五方面： 
 
  第一方面，今日的討論整體上，大家都同意要按照《基本法》，就行
政長官普選須成立一個富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有關提名委員會的
組成，大部份委員今日提出，應該由大約八百人至千六人組成。當然亦有
例如李永達議員代表民主黨，再次重申他們的建議—應該由六十個立法會
議員來組成提名委員會。 
 
  第二方面，關於提名的機制，大部分今日提出意見的委員，基本上認
同提名人數應該相等於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至於在
這個幅度之內，如何定一個建議，大家要進一步討論和探討。 
 
  第三方面，關乎立法會普選，大家今日比較深入討論今後如何將現有
三十個功能組別（的議席）的選舉制度演變。今日不同黨派、不同背景的
委員都有提出，可能要分階段去達至立法會普選。大家都聽過田北俊議員
代表自由黨表達可分三個階段。而今日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等表示，
如果大家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分階段將立法會達至普選，大家是可以探
討的。 
 
  立法會普選要面對和正視的最大的問題，是三十個功能界別議席是最
大的政治現實，立法會組成和產生辦法若有任何改變，需要在立法會內三
分之二全體議員同意才可以推動。所以大家現在開始比較接近地探討是否
分階段，今日來講是一個進展。 
 
  第四方面，整體而言，策發會委員都同意暫時將兩院制的討論擱置。
考慮有多方面，因為如果要推動兩院制，起碼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二有
關立法會組成和表決程序的規定。同時如果有兩層議會架構，今後香港的
立法，做預算案等工作會複雜化，對政府整體運作和公共行政效率未必有
幫助。而最後的一個考慮是若果盡最大努力去做的只是一個過渡性安排，
未必值得做。 
 
  第五方面，向大家歸納一下，現在我們就行政長官普選的討論比較聚
焦，大家已經講到仔細的一、兩點，例如提名委員會如何運作，提名機
制、門檻應如何定出等方面的進展比較多。但立法會普選的根本困難比較
大，今日開始多些討論關於分階段去落實立法會普選。如果這樣發展下
去，有一個可能性，有機會在特首的普選方面，大家比較容易達成共識，
而立法會普選需繼續探討一段時間。或者我講到這裏，讓劉兆佳教授向大
家交代一下。 
 
（待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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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談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內容（二） 
＊＊＊＊＊＊＊＊＊＊＊＊＊＊＊＊＊＊＊＊＊＊＊＊＊＊＊ 

  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出席策略
發展委員會（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媒的談話內
容（第二部分）： 
 
記者：分階段進行普選方面，有沒有人提過時間性，其實是否走回時間表
的問題，跟政府的立場與「先圖後表」是否有矛盾？ 
 
政制事務局局長：現在關於普選立法會的圖和模式，大家已經一直在表達
意見。過去幾次策發會的大會和工作坊，都有不少模式提出，例如有「一
人兩票」的模式，繼續保持地區的直選，然後全港九新界有一個名單的比
例代表投票制，所以每個選民有兩票；或者「一人多票」的模式，保留一
票作地區的直選，然後多票由市民選出一些由功能界別提名出來的候選
人。在現階段，如果大家說分階段處理立法會普選、邁向普選的過程，都
是大家實事求是，提出一些方案的做法。我們覺得一齊探討這些建議是可
以的。 
 
記者：有否講到分多少個階段才比較務實？會否太長或太短？有些講法
是，功能界別可以一次過取代，有些則說時間可以長一些，例如田（北
俊）先生講過一些容易直選的功能組別，可以先取代。這方面有否具體的
討論？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想最具體的是自由黨提議可以分三個階段，但其他委
員今日只說如果分階段去做，大家可以探討；沒有其他人提出一些很明確
分階段的路線圖。也有其他委員仍然認為，我們最終要全部取消功能組別
的議席。第三類提出的意見是，如果目前未能夠取代功能組別的議席，或
者用地區選舉去增加在立法會的成份，例如議席數目增加多些，有更多議
席由地區選舉產生；這也是淡化功能組別比例的做法。我們在一月開的策
發會會議，我們會繼續探討這方面的可能性。 
 
記者：局長，想問是否你在會上講過如果由中央篩選再交由全民普選的方
法，可能會違反《基本法》？如果全民普選的話，是否代表一定要取消全
部的功能組別？ 
 
政制事務局局長：今日會上有個別委員提過，要考慮在香港提名出來和經
普選產生的候選人是中央可以接受。我在會上也明確表示，根據《基本
法》第44條，行政長官的候選人須要在香港住滿二十年，滿四十周歲，是
香港永久居民，在外國沒有居留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也有其他更仔
細的規定，例如沒有犯過叛逆罪。這些是法定的先決條件，任何人士要參
選，作為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均須要符合。 
 
  我明確表達一個意見：任何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要求，一定要按照
《基本法》、按照香港本地的法例來辦事，要明確、要依照香港賴以成功
的法律制度，向公眾清楚交代和實施。 
 
  還有第二個問題：關於長遠功能組別廢除的問題，我相信我們一定要
按照《基本法》第68條，達致最終立法會全部由普選產生所有議席的要
求。但在現階段，大家依然正在探討怎樣的模式可以滿足《基本法》之下
的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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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委員認為，我們應該要將所有功能組別的議席由地區直選取代；有
委員認為，由功能團體提名一些候選人，由市民經「一人多票」的安排選
出，都符合普選的要求。在現階段我們仍然在探討、仍然在研究，未有定
案。 
 
記者：局長，想問之前講過，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會發表報告，目前有關立
法會普選的模式仍有頗大分歧時，是否意味報告可能只會集中講普選行
政長官的模式，而以比較少篇幅講立法會普選模式？現在預計大概何時才
會發表報告？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相信我們在明年上半年所發表的策發會就普選議題所
作的總結報告，一定會涵蓋行政長官的普選和立法會的普選。到時我們發
表的報告會視乎在未來幾個月的討論是否有再進一步的進展。策發會的討
論是集思廣益。不同的模式，不論由委員提出的，或者策發會以外的學
者、其他團體提出的，我們都去探討。除了探討之餘，我們也收窄分歧，
令討論盡量更加聚焦。我們期望到了明年上半年發表報告時，我們可以有
一個比較清晰的情況向市民交代，讓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能夠進一步討論
關於達致普選的議題。 
 
記者：是否會在行政長官選舉之後？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們在明年一月再有另一次策發會的會議，又要視乎下
一次策發會會議的進度如何。行政長官選舉在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舉行，我
們現在的準備工作，在明年上半年發表報告，其中一個最重要目的是希望
在二○○七年至二○一二年期間，第三任的行政長官可以用這份報告、市
民對這份報告的討論和回應作為基礎，推動香港進一步的民主發展。所以
待策發會可以進一步討論、待我們安排好三月二十五日的行政長官選舉
時，也要向選出的第三任行政長官交代，我相信在明年上半年、年中之
前，我們應該會發表這份報告。 
 
記者：局長，有些委員說，會上你已剔除了由中央篩選再由全民普選的方
案，因為這可能違反《基本法》，這說法是否正確？你有否剔除這個可能
性？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剛才在會上和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時，已經講得很明
確，我們在《基本法》下，要按照《基本法》第45條，成立一個具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而這個提名委員會的任務是要提出一些參與行政長官
普選的候選人，經市民普選後，由中央委任。這三個階段，《基本法》
（的有關規定）是非常清楚的。我們只要按《基本法》辦事便可以了。 
 
記者：局長，依你剛才所說，是否分開兩樣，即兩個階段：先提名再選
舉，然後由中央委任。是否明確地排除任何預選或篩選，在提名之前的階
段不會做任何事情？ 
 
政制事務局局長：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提名委員會如何運作、有甚麼機
制、門檻等仔細的安排，我們要進一步討論。剛才我答過一個問題，明確
向大家闡述一下，根據《基本法》第45條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提名
人；第二個階段是普選；第三個階段是中央委任選出的候選人，只要按照
《基本法》辦事便可以。但日後提名委員會無論有多少人，無論提名門檻
是八分一、四分一或有其他安排，我們到那時只要按照立法的規定來辦
事。《基本法》附件一我們要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亦要修訂。我們會
依法辦事。 
 
記者：你剛才說要給新的特首看的，而一直以來特首也講會在他任內，當

2006/12/12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11/23/P200611230299.htm



然在上半年都會是他任內完成的一個報告。但是將來是否要加入新的特首
的觀點才是你們公開的報告？雖然可能是同一個人，但角色會有些不同。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相信我們做策發會的工作，都是為第三任行政長官建
立一個基礎，以便第三屆政府之內能夠推動香港民主的進程而有進步。所
以我們在過去一年多的工作，以此為一個目標。剛才我向傳媒界的朋友解
釋，我們還需工作，三月二十五日的選舉都臨近了，所以我們要為○七至
一二年的政制發展工作打下基礎和做準備，第三任行政長官當然是做一個
決策是否以此為基礎繼續去推動。我相信在過去一年多，不同界別的代
表、不同黨派議員提出的意見之後，經過我經常所講百花齊放的階段，可
能到明年我們會比較接近一個百川匯流的願景。 
 
記者：你們會提交中央，作為一個參考，但是否也要取得第三屆特首的觀
點，然後呈交北京，之後才給市民看？另外，你說之後你們並不會停下
來，你說待他參考和決定是否作為一個基礎後，你們才進一步探討下去，
中間是否有一個時段？因為他未在位，會否有幾個月你們會停下來不工
作？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想在現階段，最重要是視乎明年一月策發會的會議和
往後的工作繼續怎樣推動。我相信這些討論是有一個延續性，因為在策發
會裏，有不同的黨派、不同的界別，有專業人士、有商界、有工會、有媒
界的人士，他們所表達的意見其實是反映香港社會政治光譜裏面不同身
份、地位人士怎樣看香港政制發展的事宜。所以這一套意見，本身有一定
的價值，我相信這一套意見是有助於明年繼續推動政制發展的議題，和爭
取香港社會為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最終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共識
去作實施。這個對香港來講始終是新的課題，我們要逐步來推動。 
 
記者：可否講講有關兩院制的討論，今日有沒有達成甚麼共識？ 
 
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想我重覆起首有關總結的五點？ 
 
記者：不是，是有關兩院制方面。 
 
政制事務局局長：今日在策發會裏的討論，基本上委員整體都同意暫時擱
置關於兩院制研究和討論。考慮有幾方面，第一，我們如果推動兩院制，
其實起碼我們須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二，因為這牽涉到立法會的組成和
表決的程序。第二，我們在兩院制的模式之下，所有政府的法案、議案和
預算案是須要經過兩重議會架構，對推動公共行政未必有利。第三，我們
實施兩院制，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只是一個過渡安排，而不是最終視為達
致普選，這未必是值得這樣做。 
 
記者：有關普選行政長官方面，看來意見的分歧已比較收窄了，政府去年
提出的政改方案都是分兩個動議提出，會否考慮先易後難：先做特首，因
為立法會普選涉及很多界別的利益，各個功能組別的利益，可能要談很久
和爭拗很久，所以先做特首的一個。另有一個相關問題，即我的第一個問
題，有關時間表的問題，政府的立場是怎樣？田（北俊）先生說分三期，
一期應該算是一屆，為期四年，這是否可以接受？時間會否太長、會否太
急進？政府心目中的時間表是怎樣？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先答第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在策發會的討論大家都看
到，就有關行政長官的普選的進度是比較多，立法會普選的進度比較慢。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相信就行政長官普選能夠達成共識的機會比較大。現
在策發會依然在討論中，起碼有幾個月的工作要做，暫時今日只能作這方
面的交代。至於最終我們提交一個方案給立法會或兩個方案去立法會，都
要視乎明年待上半年我們發表報告之後，香港社會市民和不同界別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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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情況如何才可以有進一步結論。關於自由黨好幾次提過可以分三個階
段去實施立法會普選，在目前階段，這只是個別黨派所提出的意見，特區
政府就此未有定案，我們歡迎不同委員、不同政黨、不同團體繼續就這方
面提意見。我會在這階段，將自由黨的這個建議，視之為他們認為合適的
路線圖，謹此而已。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２２時５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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