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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發展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題小組  
 

第三次會議  
 

2008 年 4 月 25 日下午 3 時於  
中區政府合署新翼一樓會議廳舉行  

 
 

議程  
 
 
 
I.  續議事項  

 
II.  2012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的進一步討論   

（文件編號：CSD/TGCD/4/2008）  
 

III.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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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4 月 25 日會議  文件編號：CSD/TGCD/4/2008 
 
 

策略發展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題小組  

 
2012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的進一步討論  

 
 
引言  
 
 委員於上次會議就 2012 年立法會的產生辦法作

出初步討論。本文件旨在歸納委員提出的意見，讓委員能

更聚焦地作進一步討論。  
 
2. 在上次會議上，委員集中討論了以下的重點議

題：  
 

(a) 立法會議席數目；  
 

(b) 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及  
 

(c) 應否調整有百分之二十可由非中國籍和持有外

國居留權人士出任立法會議員的安排。  
 
3. 在 文 件 「 2012 年 立 法 會 的 產 生 辦 法 」

(CSD/TGCD/3/2008)，我們建議委員在討論 2012 年立法會

的產生辦法時，應考慮以下因素：  
 

(i) 須符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即功能團體和分

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數的比例維持不變；及  
 
(ii) 如何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使選舉辦法進一步民

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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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上次會議上，有委員提出除了上述的因素外，

委員亦須考慮 2012 年的選舉方案應有利逐步邁向普選，不

應局限將來討論的空間和進一步發展。  
 
 
上次會議討論的意見歸納  
 
(a) 立法會的議席數目  
 
5. 於上次會議上，較多委員認為可考慮在 2012 年

增加立法會的議席數目，主要理據包括：  
 

(i) 配合立法會實際工作需要，有利提高服務水平及

效率；  
 

(ii) 與外國的議會比較，香港人口相對議席的比例較

高；及  
 
(iii) 有利更多社會人士參政，以培養更多政治人才。 

 
6. 至於具體的議席數目，較多委員提出增加至 70
席或 80 席。  
 
(b) 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  
 
7. 若立法會的議席數目增至 70 或 80 席，按照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分區直選及功能界別所產生的議席，應

各增加 5 或 10 席。  
 
8. 在上次會議上，委員集中討論應如何擴大功能界

別選民的範圍。就此，委員提出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  
 

(i) 能增加立法會的代表性和認受性；  
 
(ii) 能符合「均衡參與」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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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能盡量減少社會爭拗。  
 
9. 若功能界別議席數目有所增加，就如何處理新增

的功能界別議席及擴大功能界別選民的範圍，委員提出了

以下的主要方案：  
 

(i) 加入新增界別；  
 
(ii) 增加現時區議會在功能界別的議席數目；  
 
(iii) 把公司 /團體票改為董事 /個人票；及  
 
(iv) 分拆及合併某些現有功能界別。  

 
(i) 加入新增界別  
 
10. 有委員認為，若功能界別議席數目有所增加，應

加入新增界別，而非增加區議會在功能界別的議席數目，

主要原因包括：  
 

(i) 區議會與其他功能界別不同，後者以職業及界別

性質劃分，而增加區議會議席不完全符合「均衡

參與」的原則；  
 
(ii) 在現階段給予不同界別更多機會參與立法會的

工作，能有助這些界別代表為將來參與普選作準

備；  
 
(iii) 增加區議會在功能界別的議席數目，選民基礎會

與新增的地區直選議席的選民基礎重覆，因其本

質是地區選舉而非功能界別選舉；及  
 
(iv) 若把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分配給不同界別，可能

會減少社會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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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至於加入的新增界別，委員提出了不同具體建

議，包括：  
 

(i) 家庭崗位勞動者；  
 
(ii) 婦女  
 
(iii) 青年；  
 
(iv) 退休人士；  
 
(v) 基層團體、社團；  
 
(vi) 中小企；  
 
(vii) 創意產業界；  
 
(viii) 中醫中藥界；及  
 
(ix) 中資企業。  
 

(ii) 增加現時區議會在功能界別的議席數目  
 
12. 不過，有委員則建議，若功能界別議席數目有所

增加，應增加區議會在功能界別的議席數目，主要原因包

括：  
 

(i) 區議員的選民基礎較廣，能增強功能界別的民主

成分及代表性；  
 
(ii) 區議員亦有其重要的社會功能，若增加他們在立

法會的議席數目，將有助培育區議員中的政治人

才；  
 



- 5 - 

(iii) 政府於 2005 年提出把新增功能界別議席全數由

區議員互選產生的方案，當時獲得六成市民支

持，而特區政府亦認為方案符合《基本法》循序

漸進的原則。  
 
(iii) 把公司 /團體票改為董事 /屬會 /個人票  
 
13. 有委員提出應考慮把公司 /團體票改為董事 /屬
會票，以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亦有委員建議按不同

界別的情況決定有關界別是否需要作出這個安排。  
 
14. 但有委員認為董事是由公司委任，把公司票改為

董事票作用不大。有個別委員則提出可考慮把公司 /團體票

改為個人票。  
 
15. 有委員認為若增加立法會的議席數目，應可不必

改變現有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但亦有委員認為應擴大選

民基礎而非增加議席數目，因為前者所涉及的改動較小，

而社會人士亦不會反對，可減少爭拗。  
 
(iv) 分拆或合併某些現有功能界別  
 
16. 有委員提出可考慮分拆某些現有功能界別，例如

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分拆。  
 
17. 不過，有委員則認為分拆或合併功能界別較為複

雜，社會未有足夠時間作充分討論。  
 
(c) 應否調整有百分之二十可由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

留權人士出任立法會議員的安排  
 
18. 就應否於 2012 年調整有百分之二十的議席可由

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的安排，委員提出了

不同意見。有委員認為應保留目前安排，原因包括：  
 



- 6 - 

(i) 這可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大都會的形象；  
 
(ii) 目前移民熱潮已過，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

人士的立法會議員實際上不多；及  
 
(iii) 這是「一國兩制」下容許立法會吸納不同人才的

特別安排。  
 
19. 不過，亦有委員認為應逐步減少有關比例或完全

取消這個安排，原因包括：  
 

(i) 有關安排只屬過渡性質，應分階段減少有關比例

及長遠 (特別在實行普選後 )取消這個安排；及  
 
(ii) 外國議會很少有類似的安排。  
 

 
總結  
 
20. 有關 2012 年立法會選舉的方案，須按照人大常

委會去年 12 月 29 日的《決定》制訂，只要是能加強立法

會的代表性及公眾參與，應能為落實普選鋪路。我們建議

委員繼續討論相關的議題，並以上次會議的討論為基礎，

聚焦探討下列議題：  
 

(a) 若增加立法會的議席數目，應增加至 70 席或 80
席；  

 
(b) 若功能界別議席數目有所增加，應如何處理新增

的功能界別議席，及應否擴大功能界別選民的範

圍；及  
 
(c) 應否 (及如何 )調整有百分之二十可由非中國籍

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立法會議員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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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們樂意聽取委員的意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08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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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發展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題小組第二次會議  

2008 年 3 月 27 日  
 

意見摘要  
 
 

召集人歡迎委員出席策略發展委員會政制發展專題

小組 (專題小組 )第二次會議。  
 
續議事項  
 
2. 召集人表示秘書處已把第一次會議的意見摘要發送

給各委員，及向立法會秘書處提供了是次會議的討論文件。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3 月 17 日出席了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會議，聽取立法會議員對 2012 年行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意見。往

後，特區政府除了透過專題小組推動 2012 年兩個選舉辦法的討

論外，亦會繼續聽取立法會的意見，集思廣益。  
 
2012 年立法會的產生辦法（文件編號：CSD/TGCD/3/2008）  
 
一般意見  
 
3. 有委員認為在討論 2012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前，應先

討論 2020 年立法會的普選模式及路線圖，特別是如何處理功能

界別的問題。有委員提出若功能界別在達至普選時會被取消，

2012 年的立法會選舉便應改變現時產生功能界別議席的安排，

或應把所有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分配給區議員。但若在達至普

選時將保留功能界別，則應把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分配予不同

界別，並研究如何可加強功能界別的民主成分。  
 
4. 不過，有委員不贊成先討論普選模式才研究 2012 年

選舉辦法的做法，因為目前社會對普選模式未有共識，因此應

先集中討論 2012 年的選舉辦法，以取得進展，及後將有空間再

就普選議題作討論。亦有委員提出 2012 年的選舉辦法不應局限

將來討論普選模式的空間。  
 
5. 有委員認為在實行立法會普選時應取消功能界別。不

過，也有委員認為可進一步討論保留功能界別議席是否必定不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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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普選的原則。  
 
6. 有委員建議在實行立法會普選時，可考慮「一人兩

票」，一半議席以分區直選產生，另一半議席以全港單一選區名

單比例代表制產生，以網羅各行業的精英加入政壇，並強化政

黨的角色。  
 
7. 有委員贊成在普選時可採取「一人兩票」的模式，例

如可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讓全港選民都可在地區直選及

所屬的功能界別投票。亦有委員提出可考慮每個功能界別組成

選舉團產生議席。然而，有委員認為「一人兩票」的方案只能

給予選民平等的投票權，但非提名權。  
 
8. 此外，有委員建議分三個階段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議

席，到達至普選時全面取消委任議席。  
 
立法會議席數目  
 
9. 較多委員贊成增加立法會議席數目。有意見認為應增

加議席至 70 或 80 席，即分區直選及功能界別各增加佔 5 或 10
席。  
 
10. 支持增加議席的委員認為，增加立法會議席數目能有

助應付立法會繁重的工作，配合立法會實際工作需要。此外，

增加議席數目可容許更多不同背景、經驗和意見的人士參政，

有利培育政治人才。亦有委員提出此建議更可加強立法會反映

各方面民意的功能。也有委員指出，香港人口相對議席的比例

較其他地方高，有空間增加議席數目。  
 
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  
 
11. 委員理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訂明 2012 年立法會

選舉的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數的比例維持不

變。  
 
12. 有關如何擴大選民基礎，委員認為有關安排須符合

「均衡參與」的原則、增加立法會的代表性和認受性及盡量減

少社會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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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委員認為在 2012 年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較

增加功能界別議席的改動較小，社會人士亦不應反對，是較可

行的方法。  
 
14. 有委員認為若增加立法會的議席數目，應可不必改變

現有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但亦有委員認為應擴大選民基礎而

非增加議席數目。  
 
新增功能界別  
 
15. 有委員認為若功能界別議席數目有所增加，應加入新

增界別，這能兼顧各階層的利益，以逐步發展至符合香港實際

情況的民主參與。此外，有委員認為若把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

分配給更多不同界別，可能會減少社會爭拗。亦有委員指出，

在現階段給予不同界別更多機會參與立法會的工作，能有助這

些界別代表為將來參與普選作準備。  
 
16. 至於加入的新增界別，委員提出了不同具體建議，包

括：  
 

 基層團體、社團；  
 婦女；  
 青年；  
 中小企；  
 創意產業；  
 中醫藥；  
 家庭崗位勞動者；  
 退休人士；及  
 中資企業。  

 
區議會在功能界別的議席數目  
 
17. 有委員提出若功能界別議席數目有所增加，應增加區

議會在功能界別的議席數目，因為爭議性應較增加新的功能界

別為小。亦有委員提出由於大部分區議員是由地區直選產生，

選民基礎較廣，可增強立法會的民主成分。有委員認為，區議

員亦有其社會功能，若增加他們在立法會的議席數目，將有助

培育區議員中的政治人才。此外，有委員指出政府於 2005 年提

出把新增功能界別議席全數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方案，當時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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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六成市民支持，而特區政府亦認為方案符合《基本法》循序

漸進的原則。  
 
18. 然而，有委員反對有關建議，認為區議會並不代表任

何功能團體，缺乏有關的功能性和行業性。再者，區議會的選

民基礎會與地區直選議席的選民基礎重覆，地區性的民生訴求

已可透過地區直選產生的立法會議員反映。也有委員認為具質

素的區議員可透過立法會地區直選參選，毋須在功能界別佔有

更多的區議會議席。  
 
19.   有個別委員提出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可由區議員作

為選舉團，而候選人未必一定為區議員，這安排是間選的一種，

理論上可行。  
 
公司 /團體票改為董事 /個人票  
 
20. 有委員認為，在確保立法會選舉在循序漸進、公平和

均衡參與的大前提下，可考慮把團體票擴闊至包含團體的屬會

及把公司票擴闊至公司董事，以增加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

分。不過，有委員認為董事是由公司委任，把公司票改為董事

票作用不大。另外，有個別委員表示贊同把公司 /團體票改為個

人票。  
 
21. 此外，有委員認為把公司 /團體票改為董事 /個人票的

建議，應按各界別的特性和需要作個別考慮。  
 
分拆 /合併現有功能界別  
 
22. 有委員認為應檢討現時功能界別的劃分，以決定有否

需要重組或增加任何界別。  
 
23. 有個別委員認為可考慮分拆現有功能界別，例如「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不過，有委員則認為分拆或合併功

能界別較為複雜，社會未有足夠時間作充分討論。  
 
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立法會議員的安排  
 
24. 部分委員認為容許百分之二十的立法會議員可由非

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的安排，只是香港回歸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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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一項過渡性安排，應分階段減少有關比例，特別在實行

普選後，取消這個安排。另外，有委員指出其他地方的議會很

少有類似的安排。  
 
25. 但也有委員認為有關安排是「一國兩制」中容許立法

會吸納不同人才的特別安排，反映香港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應

予以保留。有委員表示目前移民熱潮已過，非中國籍和持有外

國居留權人士的立法會議員實際上不多。有不少委員認為應由

市民自行選擇是否投票予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  
 
總結  
 
26. 召集人表示，是次會議中較多委員傾向支持增加立法

會議席，而且在如何處理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方面亦作出了初

步討論。雖然有部分委員要求先行定下 2020 年立法會的普選模

式，但有關的議題難以在短期內達成共識。故此，現時的討論

應先聚焦在 2012 年的選舉安排上，以縮窄分歧。  
 
27. 召集人表示，下次會議會繼續集中討論 2012 年立法

會的組成方式。委員若對是次的討論有任何補充意見，可以以

書面方式提交，秘書處會安排把有關意見轉發給各專題小組委

員。  
 
28. 出席會議人士名單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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