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的意見 

 

港府公布《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並

開始諮詢全港市民的意見。今次的政改諮詢，是以2007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決定為基礎，凡超出決定的議題，都不屬

於諮詢範圍。常嘩眾取寵的反對派議員提出五區總辭，若是真

的辭職再補選，也只是做騷一場，損人不利己兼且勞民傷財。

事實上，大多數市民都渴望見到香港的政制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逐步走向普選的目標。因此，本人深切期望，大家能本着

包容、求同存異的精神，早日達至共識，以免重蹈覆轍，再次

令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新政改方案中，委任議員不能透過間選進身有份選特首的選委

會，選委會新增選委代表，只限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另外新

增5功能組別議席連同原來的1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全部6

席只限民選區議員互選，委任區議員也是沒有投票權。本人認

為此舉對委任議員不大公平，委任區議員服務社區的熱忱、對

於社區事務的熟悉程度、民意支持度等，未必差過民選區議員，

不過，若從大局着眼，為了有別於05方案，當局為結合香港實

際，積極回應社會各界的不同訴求，增加了民主成份而作出修

訂，委任議員應求同存異，予以諒解，退一步海濶天空，只要

本着好好為社區、為街坊服務之心，沒有了這兩個權利，還是

一樣可以做好地區工作。 

 

全國人大2007年12月29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改革作出的決

定，已經充分考慮了特區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現狀，充分尊重

香港各界的政治意願，給出了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2020

年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雙普選」時間表，反對派議

員強要2012年普選是不切實際，本人認為，如按照人大所定下

的時間表，多5年時間去準備和醞釀，政治人才鍛煉可更為成

熟，普選的結果亦會更加理想，倘若政制改革過於草率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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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會帶來弊病，對香港並沒有任何好處。  

 

本人贊同，立法會新增10個議席，由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組別

均分。功能組別確有其存在的必要，社會上的專業精英，因埋

首工作幹實事，不像街頭的演說家靠說得天花亂墜來吸引視

線。香港立法會在多年來，不時出現噪音，某些議員為了選票

只管喊叫，為反對而反對，視開會秩序如無物，選民已感厭棄。

香港立法會需要真真正正幹實事的議員，來自功能組別的專業

精英，可以發揮他們的所長，為香港市民服務。 

 

香港東區區議員  楊位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