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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員楊位醒 
九龍灣宏通街2號寶康中心2樓13室 

 

 

2012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意見書 

 

由於人大常委會只授權現屆特區政府處理2012年政改問題，因

此今次的政改方案中，只會處理2012年政改的問題。本人認為，

目前香港社會對2017年普選特首和2020年普選立法會的方式既

然無統一意見，未來尚有充足時間和廣闊空間可以討論，如硬

要現時作出決定，與2012年的方案綑綁，對政制向前發展不利，

況且世界各地的普選模式並無絕對的標準，普選不一定就等於

分區直選，任何符合《基本法》的處理方法都可以考慮。  

 

社會上，主流民意是希望社會各界能減少分歧，凝聚共識，最

終在立法會通過2012年兩個選舉辦法的修改議案，共同推動政

制向前發展。但遺憾的是，少數政黨和個別人士違背民意，一

意孤行，以違反《基本法》的非理性方式，惡意阻擾，引起市

民反感。正如特首曾蔭權所說，少數人堅持激烈抗爭，拒絕妥

協，只會加深矛盾，使政制發展永遠停留在起步點。  

 

有識之士認同，2012年的諮詢方案的討論有兩個主要進步，一

是人大常委會決定了香港可於2017年普選特首，及2020年普選

立法會；二是2012年只由民選區議員參與區議會和立法會區議

會議席的互選，增加了兩個選舉的民主成分。 

 

本人贊同當局建議將2012年特首選舉委員會人數由800人增加

至1200人，亦不反對進一步增加有關人數，但有關改變須顧及



選委會可順利過渡，成為2017年特首普選時的提名委員會。  

 

立法會有人要求政府承諾2020年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訴求，這

是根本無法做到，因此而把2012的政改方案的通過來蓄意留

難，是無理取鬧，不得民心，只會把香港政制發展步伐拖慢，

適得其反。 

 

有關功能界別的問題，鑑於香港社會至今仍然意見紛紜，分歧

極大，不宜於現階段草率作出決定，宜留待將來進一步討論，

以期逐步收窄分歧，達成共識。 
 

本人認為，委任區議員制度有保留和優化的價值。很多委任區

議員出錢出力服務社會，包括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為區議會

提供不少專業意見，這個問題應該彈性處理，不宜一刀切取消

區議會委任制，例如可用互選方式讓有識之士繼續為地區服務。 

 

在這世界上不可能有完美的政制過渡方案，本人熱切期待，立

法會諸位議員能夠以求同存異的態度去凝聚共識，通過2012政

改方案，使香港的民主政制能夠繼續向前走，不要再是原地踏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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