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721/09-10(03)號文件 
 
致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對 《 諮 詢 文 件 》的 回 應 
 

―星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代表 梁炳光 

   承蒙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發來傳真函,通知已確認安排本會代表

梁炳光先生將於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出席立法會特別會議，就政府發

表的《２０１２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發表意見。 

  緣於華僑與生俱來的愛國情懷，本會將一如既往，積極參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制改革的有關活動，闡述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見。收

傳真的第二天，即在理事會上進行廣泛討論，並認真閱讀《諮詢文件》，

以形成比較深入的認識。 

  我們的回應概括如下三點： 

    一. 香港特區的政制改革必須依據基本法以及國家最高權力機構

對此事所作出的決定。 

  《諮詢文件》第一章１.１１段說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行政長

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已反映了香港市民對２０１２年實行雙普

選的意見。特區政府為在香港實行雙普選做了應做的工作。人大常委會

正是在審議這報告後於１２月２９日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２０１

２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決



定》”）。《決定》規定：“２０１７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

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這是在“一國兩制”特殊制度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對特別行政區

的政制改革事務行使主權的具體實例。這是一個憲制決定，不容挑戰。 

  這樣，人大常委會就對香港市民的普選要求作出了積極的、明確的

回應。這就是香港市民朝思暮想、希望實現的雙普選。 

  我們同意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於１１月１８日在立法會

的發言對此事所作的評價。他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政制發展進程

中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一項憲制決定，其權威性和法律效

力無庸置疑，為我們推行民主奠下穩固的基礎。”               

    二. 我們支持《諮詢文件》所載的下列措施：２０１２年行政長官

的選舉在不實行普選的前提下，按基本法有關規定，對具體產生辦法作

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 

１. 《諮詢文件》第四章４.０６與４.０７兩段所述的原則與措

施，即選舉委員會人數增至１２００人，２０１７年普選行政長官時此

１２００人的選舉委員會轉化為那時的提名委員會。 

２. 關於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堅持《諮詢文

件》第二章２.２４段所述的《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第５６９章）的



內容：即政黨成員祇能以個人身分參選，當選後在７個工作日內作出法

定聲明，自己不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等等。必須保持這一規定。 

    三. 在尊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２０１２年立法會選舉不實行普選

的前提下,對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

改，以提升民主成分。 

   １. 我們同意《諮詢文件》５.５０段記載的過去所收集的意見,增

加立法會議席數目至７０席。這樣做是根據本港的實際需要。每一席對

人口的比例無須與外國比較。 

   ２.關於非中國籍和擁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可出任立法

會議員的安排，是香港上世紀“九七”回歸時根據非常特殊的情況所作

的決定。我們同意《諮詢文件》第３章３.２５段所記載的意見：這種安

排應該逐步減少有關比例或從長遠而言完全取消這個安排。理據包括：

有關安排只屬過渡性質，應分階段減少有關比例並最終取消這個安排。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