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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項  
 

政府當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先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何珏珊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3 
馬朱雪履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4 
周封美君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3 
曾盧鳳儀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  

立法會 CB(2)2766/06-0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

就 "政制發展綠皮書 "提供的文件  
 
(在 2007年 7月 11日發給全體議員 )  ⎯⎯  《政制發展

綠皮書》  
 
(在 2007年 7月 11日發給全體議員 )  ⎯⎯  政務司司長

在 2007年 7月 11日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制發展綠皮

書》發表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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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2)2471/06-07(01) 號 文 件  ⎯⎯ 行 政 長

官、政務司司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 2007年 7
月 11日就《政制發展綠皮書》與新聞界談話的內容  
 
立法會 CB(2)2664/06-0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

就 2007年 9月 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有關 "政
制發展綠皮書 "的文件  
 
立法會 CB(2)2664/06-07(02)至 (10)號文件  ⎯⎯ 政

府當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出的新聞公報 (2007
年 7月 12日至 8月 28日 ) 
 
立法會 CB(2)2715/06-07(01)至 (12)號文件  ⎯⎯ 政

府當局就大學和智庫團體進行的普選民意調查提供

的資料  
 

   主席表示，在 2006-2007年度立法會會期結束

前，事務委員會在 9月和 10月一共舉行了 6次會議討論《政

制發展綠皮書》 (下稱 "綠皮書 ")，當中 3次會議是為聽取

團體代表的意見而舉行。  
 
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

當局自 2007年 7月 11日起進行的下列諮詢工作  ⎯⎯  
 

(a) 政 府 當 局 的 代 表 曾 出 席 18個 區 議 會 的 會

議，聽取各區議會就綠皮書提出的意見；  
 
(b) 政府當局的代表曾出席 4個地區論壇和兩

個公開論壇，聽取約 1 200名市民和地區人

士的意見；  
 
(c) 政 府 當 局 的 代 表 曾 出 席 約 30個 由 居 民 組

織、專業團體及有關界別舉辦的研討會、

論壇和會議；及  
 
(d) 政府當局的代表出席了事務委員會分別於

2007年 9月 10日、 12日及 14日舉行的 3次特

別會議，聽取超過 150個團體就普選事宜表

達的意見。政府當局多謝事務委員會所作

的安排。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在諮詢期於 2007年 10月 10
日結束後，政府當局會歸納社會各界就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所表達的意見。在諮詢期

接獲的所有意見，以及各團體在此期間公布的民意調查

結果，均會在綠皮書的報告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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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孝華議員、余若薇議員和黃宜弘議員詢問，

當局會如何歸納這些意見。  
 
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綠皮書開

列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所需考慮的重點議題。政府當

局分析和歸納就這些重點議題接獲的意見後，會評估可

否形成主流意見，作為制訂普選建議方案的基礎。他解

釋，當局制訂的建議方案須符合兩項客觀準則。首先，

有關建議須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的支持。

第二，獨立機構進行民意調查的結果須顯示有關建議獲

得至少六成市民的支持。政府當局計劃把意見歸納為 3類  
⎯⎯ 
 

(a) 獨立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所反映社會各界

的意見；  
 
(b) 政黨和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及  
 
(c) 個別人士和團體的意見。  

 
5.  楊孝華議員和李鳳英議員詢問當局需要多少時

間歸納收集所得的意見。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在進行

諮詢後會制訂普選的最終模式，還是會制訂兩至三個模

式再進行另一輪諮詢。  
 
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需要多少時間分

析和歸納收集所得的意見，會視乎當局接獲多少份意見

書而定。倘若政府當局如現時的情況繼續每天接獲數百

份意見書，當局在諮詢期結束前便會再接獲數千份意見

書。在 2005年，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下稱 "專責小組 ")就其

第四號報告接獲約 450份意見書，並使用了約 3個月擬備

第五號報告，在報告內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提出建議方案 (下稱 "2005年建議方案 ")。根據

過往的經驗，政府當局預計會在 2007年年底完成綠皮書

的報告。  
 
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在分析

所收集的意見時，會瞭解各界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

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意見是否有很大的分歧。倘若

各界意見紛紜，他不排除進行另一輪諮詢的可能。在此

情況下，當局便需較長時間制訂建議方案。就專責小組

而言，該小組在敲定 2005年建議方案前進行了數輪諮

詢。政府當局明白，社會各界和立法會需要時間收窄分

歧。因此，當局在綠皮書內就實行普選的重點議題提出

不同方案，以便盡早進行諮詢。行政長官的目標是在現

屆任期內解決普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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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若薇議員問及下列事宜  ⎯⎯ 
 

(a) 就綠皮書進行諮詢的財政預算；  
 
(b) 鑒於進行諮詢的時間適值學校及大專院校

放暑假，政府當局如何收集此界別的意見； 
 
(c) 政府當局收集的初步意見為何；及  
 
(d) 政府當局有否進行民意調查。  

 
9.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作出下列回應  ⎯⎯ 
 

(a) 進行諮詢的財政預算約為 300萬元，當中包

括印製綠皮書的開支，以及租借場地舉辦

論壇的開支；  
 
(b) 政府當局的代表曾出席大專院校舉辦的論

壇，聽取此界別的意見。政府當局預計在

諮詢期結束後仍會收到一些意見書；  
 
(c) 政府當局迄今接獲 3 000多份意見書，當中

不少是在過去數天接獲的，每天接獲的意

見書數以百計。所收集的意見仍有待政府

當局分析；及  
 
(d) 政府當局重視各機構就綠皮書進行民意調

查所得的結果。政府當局進行的民意調查

只供內部參考。  
 
10.  楊孝華議員詢問，在所接獲的意見書當中，有

多少份是相同的。黃宜弘議員詢問，有否不支持某些方

案或普選時間表的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

他手頭上沒有關於相同意見書的資料。在現階段，政府

當局不知道市民屬意哪些方案。  
 
11.  譚耀宗議員詢問，個別人士及團體提出的是具

體還是概括的建議。他又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一些例子，

說明在所接獲的建議當中，哪些是有創意的。  
 
1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很多意見書仍有

待分析和歸納。就目前而言，他有以下的觀察  ⎯⎯ 
 

(a) 在 18個區議會當中，超過三分之二贊成普

選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及循 "先易後難 "
的方向實行。這些區議會支持先普選行政



經辦人／部門 
 

 6

長官，立法會普選隨後，以及不遲於 2017
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  

 
(b) 在論壇上討論功能界別的日後路向時，很

多出席者表示應維持均衡參與的原則，以

及保留功能界別制度。政府當局在上述場

合每次均有表明，在實施《基本法》第六

十八條時，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符合 "普
及 "和 "平等 "選舉的原則；及  

 
(c) 一名商會的成員表示不支持由功能界別提

名候選人讓所有選民選舉的建議，因為很

多選民不會瞭解有關候選人的背景。  
 
13.  李柱銘議員表示，根據近日報章的報道，政務

司司長似乎已排除在 2012年實行雙普選的可能。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不會就報章的報

道置評。政務司司長與記者談話時只表示，社會各界對

功能界別的日後路向意見分歧。政府當局會考慮所有在

諮詢期間接獲的意見，對此事未有任何立場。  
 
14.  何俊仁議員 表示，行政長官在選舉期間曾表

示，如一個主流建議獲得不少於六成市民的支持，他會

游說其他方面 (包括中央及立法會議員 )接受該建議。何議

員詢問，行政長官會否以一個獲得六成市民支持的建

議，作為游說議員支持及收窄分歧的前提。  
 
1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何議員在

解釋行政長官的言論時斷章取義。普選模式須以符合《基

本法》作為前提。正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所載，

對選舉辦法作出任何修改，均須獲得三方支持，即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以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行政長官重視社會各

界的訴求，因此認為有關建議亦有必要獲得至少六成市

民的支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強調，市民、立法會

議員及政府當局的意見是互動的。根據《基本法》，政府

當局有憲制責任制訂實行普選的建議方案，供市民及立

法會考慮。他促請立法會議員採取務實的做法，求同存

異，以期能達成共識，早日實行普選。 

 
1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解釋會涉及 3個階段的

工作  ⎯⎯ 
 

(a) 第 1階段  ⎯⎯ 進行公眾諮詢，就綠皮書提

出的具體事宜收集民意及收窄分歧。政府

當局會歸納收集所得的意見，並會評估可

否形成主流意見，並以此作為制訂建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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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基礎。行政長官會向中央提交報告，

如實反映在公眾諮詢期間形成的任何主流

意見，以及各界表達的其他意見；  
 
(b) 第 2階段  ⎯⎯ 在制訂建議方案後，政府當

局會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提出修

改建議；及  
 
(c) 第 3階段  ⎯⎯ 政府當局會建議修訂相關的

本地法例，以實施有關的修改。  
 

17.  李卓人議員表示，政府當局的做法不合邏輯。

行政長官首先便應表示支持以人為本的方案，例如在

2012年實行雙普選，以及盡最大努力游說議員及市民支

持，而不是把責任交給市民和立法會議員，要求他們就

普選的各個方案尋求共識。政府當局不表明立場，並且

逃避責任，是在阻延實行普選。李議員詢問，在制訂最

終建議後，政府當局會否以綠皮書的形式進行另一輪諮

詢。  
 
1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李議員的

意見既不公平，亦漠視憲制原則和政治現實。他質疑，

既然各界對功能界別的日後路向意見紛紜，是否可能獲

得 40名議員支持在 2012年實行雙普選。他表示，政府當

局提出不同方案，以方便市民瞭解所涉及的事宜，擴闊

討論空間，收窄分歧，然後制訂建議方案，這是負責任

的做法。倘若政府當局有意阻延實行普選，便不會在新

一屆政府任期展開後的 11天內發表綠皮書。他認為，反

對陣營就政制發展採取的步驟不合邏輯。如反對陣營沒

有違背民意行事，便應支持當局在 2005年建議的方案，

而民主發展亦已向前邁進。他促請議員汲取過往的經

驗，保持開放的態度，求同存異。只有透過理性及務實

的公開討論，才能就本港日後的政制發展凝聚共識。只

要同心協力，便能奠定制訂最終建議的基礎，政府當局

屆時會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提出修改建議，以

及諮詢立法會。  
 
19.  劉慧卿議員表示，本港的政治架構因現行制度

的不足而被扭曲。舉例而言，泛民主派議員在 2004年立

法會選舉取得超過 62%的選票，理應取得 62%的立法會議

席，但事實上只有 25名泛民主派議員透過直選產生。如

政治體制不同，泛民主派議員在取得 40票支持在 2012年
實行雙普選方面便不會有困難。關於 2005年建議方案，

劉議員表示，泛民主派議員並無機會和行政長官交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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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行政長官曾在不

同的論壇及不同的時間就 2005年建議方案與反對陣營的

議員交換意見。政府當局當時檢討有關情況後已作出妥

協，倘若立法會支持 2005年建議方案，便會分兩至三個

階段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然而，反對陣營並不支持當

局就建議方案作出的調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又表

示，透過功能界別及地方選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

的比率是歷史現實。無論喜歡與否，仍須遵守憲制規定，

即任何選舉建議都須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支持。  
 
21.  霍震霆議員表示，他支持按《基本法》所訂的

設計和原則推動本港的政制發展。在達至普選這個最終

目標的過程中，本港應考慮實際情況，並按 "先易後難 "
的原則循序漸進地向前邁進。因此，他支持在不遲於 2017
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鑒於立法會的組成複雜，立法會

普選應在行政長官普選後實行。  
 
22.  周梁淑怡議員支持霍議員的意見。她表示，自

由黨亦希望在 2012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該黨考慮到政

治現實，已作出妥協。她促請泛民主派議員不要使用

"2012年普選 "等簡單的口號，漠視《基本法》所訂的憲

制框架及政治現實，亦要避免誤導市民相信 2012年是唯

一選擇。如泛民主派議員繼續採取不妥協的態度，普選

只會更加遙不可及，而他們與中央的關係亦只會更加疏

離，泛民主派議員在 2005年否決建議方案時的經驗亦可

證明此點。她促請泛民主派議員檢討本身的態度，尊重

他人的不同意見，在討論其他實行普選的方案時接納他

人的意見。她又表示，自由黨認為，在首次普選行政長

官時，應設定高的提名門檻。有關的門檻可因應本港的

實際情況在之後的選舉逐步降低。  
 
23.  何俊仁議員表示，泛民主派議員一直堅持爭取

在 2012年實行雙普選，因為香港是一個可實行普選的文

明社會。泛民主派議員只要求行使一人一票的權利，爭

取香港人多年來被無理剝奪的權利。如最終的普選模式

不合理，泛民主派議員會繼續爭取。他贊同李卓人議員

的意見，同樣認為行政長官有憲制責任表明他對普選的

立場及願景，以及游說社會各界支持。  
 
24.  劉慧卿議員表示，如市民不支持在 2012年實行

普選，便不會一次又一次在選舉中投票給泛民主派議

員。她關注到，在 2012年以後實行的普選會否符合國際

標準。倘若如周梁淑怡議員所建議，在起初設定高的提

名門檻，然後把門檻降低，泛民主派議員希望知道設立

低門檻的時間表。如不在 2012年達至普選，政府當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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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應提供達至普選的時間表，以及告知委員在達至最終

目標前的過渡安排。劉議員關注到，最終的普選模式雖

然讓市民享有投票權，但會限制他們獲提名為候選人的

權利。  
 
25.  劉慧卿議員又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 (下稱 "《公約》 ")第二十五條 (丑 )款訂明，凡屬

公民，均應有權利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

選。這條文適用於香港。儘管政府當局辯稱，有關當局曾

訂定保留條文，保留不在香港實施《公約》這項條文的權

利，泛民主派議員不同意此觀點。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亦曾表示，一旦民選的立法會成立，其選舉便須符合《公

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的規定。因此，隨着立法會議員於

1985年透過選舉產生，該項保留條文應不再適用於香港。 
 
2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當《公約》於 1976
年被引伸至香港時，英國政府已作了保留條文，保留不

在香港實施《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的權利。在香港特

區成立後，根據中央人民政府 1997年 6月致聯合國秘書長

的照會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該項保留條文

在香港繼續有效。因此，香港的政制發展以普選為最終

目標，這目標源自《基本法》而非《公約》。  
 
2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政府當局已在

綠皮書第 2.24段清楚表明，任何普選模式都須符合 "普及 "
和 "平等 "選舉的原則。政府當局察悉，普選制度通常是

一人一票的制度，並可以直選或間接選舉的方式進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指出，就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提

名門檻等方面而言，綠皮書開列的所有方案均較現行選

舉制度民主。議員有實權審議兩個選舉辦法的最終建

議，因為有關建議若得不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

數支持，便不能實行。政府會在未來 5年就本港日後的政

制發展凝聚共識。  
 
28.  會議於上午 11時 1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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