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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486/09-10(06)號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日期： 2009 年 12 月 5 日(星期六) 

 

 

有關政改方案的討論，目前社會討論的焦點集中於是否有「普選路線圖」、2017

及 2020 年將會是「真普選」還是「假普選」，立法會功能組別是應該保留還是取

消，以及「五區總辭」等問題上。 

 

民建聯認為，這些問題中，除了社會上許多人視為「兒戲」、「玩馬騮戲」以及胡

鬧的「五區總辭」外，其餘大部分都與香港民主政制發展有關，也是市民所關心

的問題，值得社會各界認真、理性地展開討論。 

 

就這些問題，連日來包括民建聯在內的立法會各黨各派，以及社會上各有識之

士，來自各階層的市民大眾都表達了各自的意見，其中有不少是有真知灼見的金

石良言，很有建設性。今日的這些意見，都將成為明日尋求共識，共同推進民主

發展的基礎。 

 

然而，就這幾個大課題，我們未必能在今日或未來幾個月內就得到一個社會廣泛

認同的一致意見，好在現在距離 2017 和 2020 年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們大

可以在將來的數年間，本著民主開放的原則，讓社會各界暢所欲言，更好地表達

各自的意見，相反，如果今日就急於作出決定，等於關上討論和發表意見的大門，

違背了民主的原則，也不利民主的發展。 

 

2017 和 2020 年的普選方案不必操之過急地作出結論，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是

2012 年的政制方案，時間緊迫，我們需要把握時機尋求共識，共同努力，使 2012

年的政制方案更民主。 

 

政府在總結過去幾年社會討論的基礎上，拿出了一套諮詢方案。民建聯呼籲各黨

各派，各界人士，集中討論這個方案，拿出負責任的態度，展現妥協、包容的柔

軟身段，務求使香港的政制和民主可以跳出持續多年「口水戰」的虛耗，切切實

實地向前邁出一步。 

 

對於 2012 年的政改方案，民建聯將不斷聽取民意，認真研究，對於有利於在立

法會獲得三分之二多數通過，有利於推動民主政制發展的方案，民建聯將積極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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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的諮詢方案，民建聯有以下幾點意見： 

 

一、該方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年 12 月 29 日通過的《關於香港

特別行政區 2012 年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二、將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議席，全部納入區議會組別，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

生。民建聯認為，民選區議員的選民基礎是 350 萬選民，使功能組別的民主

成分得到很大的推進。此外，民建聯也參考了 05 年的政改方案，社會對對

05 方案認同程度相當高，今年的方案更解決了委任區議員的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問題，是比較可行的方案。 

 

三、民建聯贊成適當擴大選舉委員會的人數，亦希望 2012 年的選委會可順利過

渡成為 2017 年特首普選時的提名委員會。對於政府建議將選委會人數擴展

至 1200 人，民建聯表示認同，因有利於向 2017 年過渡。至於社會上另有意

見指要將選委會人數進一步增至 1600 人，對此民建聯亦不表反對。 

 

民建聯呼籲，立法會及社會各界，將討論的焦點，重新擺放在 2012 年的兩個選

舉方案上來，在全國人大決定的框架之下，提出有益民主發展，有利社會和諧的

建議與意見，不要讓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再度原地踏步、蹉跎歲月；也不要讓激

進、偏執再捆綁住溫和、理性，折騰香港；更不要讓煽情的言論和對抗的情緒，

阻擋住民主發展的步伐。 

 

聚沙可成塔，民主政制不會從天而降，而要靠我們一點一滴地凝聚共識，一步一

步向前走，今天我們就面臨着向前走出實質性一步的機會，各黨各派和社會各

界，都要責任共同努力，推動香港的政制踏出這一步，帶動民主巨輪的滾滾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