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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自首屆立法會以來，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
稱 "事務委員會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的政制發展

進行討論的要點。  
 
 
背景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現行產生辦法  
 
2.  目前，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

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選舉委

員會委員共 800人，來自 4個界別。選舉委員會的 4個界別由 38個界

別分組組成，詳情載於附錄 I。  
 
3.  立法會現有 60個議席，半數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

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分區直接選舉採用比例代表制下的名單投

票制，並以最大餘額方法計算選舉結果，30個議席分 5個地方選區

選岀。在功能界別選舉方面，30個議席經 28個功能界別選出。28個
功能界別的詳情載於附錄 II。  
 
透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辦法  
 
4.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

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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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6.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 (下稱 "兩個選舉辦

法 ")，分別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下稱 "全國人大 ")
常務委員會 (下稱 "常委會 ")批准。對 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進行的任何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

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事務委員會發表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報告  
 
7.  在 2000年1月 12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通過一項

由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就行政與立法的關

係、部長制和透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選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等事宜

進行公眾諮詢。事務委員會考慮過市民提出的意見，並研究有關政

制發展的各項事宜後，發表了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

報告。事務委員會在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建議政府對香港特

區的政制發展進行檢討，並須就整項檢討訂定一個切合實際的時間

表。立法會在2000年6月14日的會議上通過議案，促請政府考慮議

員對該份報告所表達的意見。  
 
8.  當時的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議案作出回應

時解釋，《基本法》訂有機制，決定香港特區在 2007年後政制發

展的方向和步驟，而香港特區未來的政制必須根據《基本法》循

序漸進的原則發展。待 2000年 9月立法會選舉過後，政府當局便會

詳細考慮政制檢討的具體程序和步驟，以及如何促使整個社會就

政制發展問題達成共識。  
 
 
檢討 2007年以後的政制發展  
 
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9.  2004年1月 7日，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由政

務司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下稱 "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負

責深入研究《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法律程序問題、

就此諮詢中央有關部門，以及聽取公眾對有關問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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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第一號報告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4月6日的解釋  
 
10.  在 2004年 3月 30日，專責小組就《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

展的法律程序問題發表了第一號報告。 2004年 4月 6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 "關於《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

釋 "(下稱 "《解釋》 "，全文載於附錄 III)。《解釋》第三條訂明，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應就附件一及附件二分別訂定的行政長官及立

法會產生辦法，以及立法會法案和議案的表決程序是否需要修

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  
 
11.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贊同專責小組的說法，認為全國人大

常委會行使憲法及《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就《基本法》的有關

條文作出解釋，是合法和合憲的。另有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質疑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作出解釋之舉有否需要及是否恰當，

因為社會各界在立法問題上大致已有共識。這些委員亦不同意專

責小組的下述立場：除非有關三方 (即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

數、行政長官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 "產生辦法 "的修改達成政治共

識，否則香港特區政府不會展開法律程序。他們指出，這並非《基

本法》的規定。  
 
專責小組第二號、第三號和第四號報告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
4月 26日的決定  
 
12.  2004年 4月 15日，專責小組就《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

的原則問題發表了第二號報告。專責小組建議，行政長官應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 4月 6日的《解釋》，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

出報告，建議對 2007年及 2008年的兩個選舉辦法進行修改，並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原則予以確定。

行政長官確認專責小組的建議，並於 2004年4月 15日向全國人大常

委會提出了報告。  
 
13.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行政長官提出的報告，並於 2004年
4月 26日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 2007年行政長官和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下稱 "《2004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全文載於附錄 IV)。該決定的內容概述如下⎯⎯ 
 
(a) 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以及 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

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b) 就第四屆立法會而言，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

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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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立法會對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及  
 
(d) 在不違反上述決定的前提下，兩個選舉辦法可按照《基本

法》第四十五和六十八條及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作出適

當修改。  
 
14.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他們認為，該決定定出了兩個選舉辦法的修改範圍，以便

社會各界進一步討論各個修改方案，讓香港的民主制度循序漸進

地發展。由於該決定只處理 2007年及 2008年的兩個選舉辦法，這

些委員亦認為，應為香港政治體制日後的發展訂定時間表。  
 
15.  另有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對《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深表失望，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諮詢香港社會前已否決在

2007年及 2008年實行普選。這些委員認為，該決定完全漠視了市

民對民主的渴求。他們亦認為，該決定違反了 "一國兩制 "及 "高度

自治 "的原則，也違反了《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規定，而該

兩份附件訂明了修改 "產生辦法 "的適當程序。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

亦指出，有關在 2008年循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

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的決定，不符合 "循序漸進 "達至普選這個最終目

標的原則。  
 
16.  專責小組於 2004年 5月 11日發表了第三號報告。該份報告

羅列有關 2007年及 2008年兩個選舉辦法多個可考慮予以修改的地

方。在 2004年 12月 15日發表的第四號報告，羅列及歸納了就兩個

選舉辦法從社會人士收集所得的意見和建議。  
 
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  
 
17.  專責小組於 2005年10月19日發表的第五號報告，提出有關

2007 年 行 政 長 官 及 2008 年 立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的 建 議 方 案 ( 下 稱

"2005年建議方案 ")。當局建議透過兩項議案，對《基本法》附件一

及附件二作出修改，以落實 2005年建議方案。 2005年建議方案的

重點，是增強區議員在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參與程度。根據建

議方案，有一半的新增選舉委員會委員，以及所有新增的立法會

議席，基本上均由三百多萬名選民經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從而

提高兩個選舉辦法的 "民主成分 "。  
 
18.  2005年 10月 21日，內務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

2005年建議方案及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主要關注的事

宜，是區議會委任議席的問題。政府當局其後向事務委員會簡述，

只 要 立 法 會 在 2005 年 12月 21 日 通 過 該 兩 項 議 案 ， 當 局 便 會 對

2005年建議方案作出下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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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2008年 1月新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時，區議會委任議席

的上限由現時 102席減至 68席；及  
 

(b) 政府會在 2011年年底前，決定應把區議會委任議席的上限

由 2012年1月起進一步減至零席，還是由 2012年 1月起減至

34席，然後由 2016年 1月起再減至零席。  
 

19.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建議的調整倒退及不能接受。他

們要求政府當局提出修訂方案，加入取消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的

建議及普選時間表。然而，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分階段取消

區議會委任議席的建議，藉此促使立法會就兩項議案達成共識。

他們指出，如議員不把握機會支持 2005年建議方案，香港人便須

多等 5年，政制發展才可再踏出一步。  
 
20.  政府當局認為，普選時間表並非亦不應是立法會通過

2005年建議方案的先決條件。兩件事情應分開處理。政府當局表

示，2005年建議方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4月決

定所訂的框架內，提供了最高可達致的 "民主成分 "。一項民意調查

顯示，六成市民支持建議方案。議員支持建議方案，會令香港更

接近普選的最終目標，亦有助日後就政制改革達成共識。若建議

方案不獲通過，又未能就修改兩個選舉辦法達成共識， 2007年行

政長官選舉及 2008年立法會選舉將會按現行安排進行，換言之，

本港的政制發展將會原地踏步。  
 
21.  2005年12月 21日，政府當局就 2007年及 2008年兩個選舉辦

法向立法會提交兩項分別有關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

議案，請立法會予以通過。由於該等議案未能按《基本法》附件

一及附件二所規定，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支持，因

此不能進一步處理該等議案。  
 
 
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角色  
 
22.  儘管有關 2005年建議方案的兩項議案被否決，部分事務委

員會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提供普選時間表，藉此推動政制發展。

2005年12月，政府當局委託策略發展委員會 (下稱 "策發會 ")轄下的

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探討如何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和原則

實行普選，目標是在 2007年年初總結討論。事務委員會一直監察

策發會的討論進展。事務委員會亦曾聽取各方對普選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的意見及就此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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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不滿政府當局委託策發會探討實施
普選的模式，架空了立法會的角色。他們認為，策發會的組成沒
有代表性，因為其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而策發會的討論以閉
門形式進行，運作亦欠缺透明度。  
 
24.  政府當局解釋，策發會的成員來自社會各界，當中包括立
法會議員、有或沒有政治背景的人士、專業人士、商人，以及勞
工界和傳媒界的傑出人士。策發會所進行的工作，旨在就如何達
至普選廣泛收集意見、透過討論收窄歧見，以及致力就有關事宜
達成共同意見，謀求建立共識。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為策發會
轄下委員會擬備的討論文件均送交立法會議員參閱。  
 
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25.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指出，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六成
市民支持盡快實行雙普選。政府當局在決定實行普選的時間時，
應考慮市民的意見。這些委員認為，正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二十五 (二 )條所規定，市民應有權利在選舉中投票，
而選舉權必須 "普及而平等 "，這點實屬重要。另有部分事務委員會
委員認為應創造有利條件，以便按《基本法》所訂循序漸進的原
則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  
 
26.  政府當局解釋，在達至普選這個最終目標的過程中，兩個
選舉辦法如需作出任何修改，須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事實上，這意味任何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均須經地方選
區及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通過及支持。至於《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而言，
香港特區已保留不應用該公約第二十五 (二 )條的權利。此外， "平
等的投票權 "沒有規定每票對選舉結果的效果應該相同。  
 
27.  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模式，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策
發會的成員同意，在提名候選人後，應按 "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
官。策發會的成員曾討論 3項有關普選行政長官的可能模式的重點
議題，即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數、提名方法，以及提名後透過
普選產生行政長官的方法。  
 
28.  在提名規定方面，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察悉，策發會曾討
論的建議包括：應否規定候選人須在提名委員會每個界別取得一
定數目的提名，以確保候選人在不同界別和階層都有一定程度的
支持，以及當選的行政長官會是中央及香港市民均可接受的。這
些委員深切關注到，候選人須經過初部篩選過程，而在這個過程
中，提名委員會的委員可以有權否決候選人參選。他們要求政府
當局確保普選行政長官的模式符合民主原則，即應該訂立一個低
的提名門檻，讓更多候選人可以參選，而提名委員會應有廣泛代
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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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產生行政長官的模式應符合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當中清楚訂明設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但該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則有待討論。  
 
30.  關於產生立法會的可能模式，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強烈反

對由兩院組成立法機關的建議，因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曾否決這

項建議，而《基本法》也沒有就兩院制作出任何規定。他們認為，

兩院制旨在保留功能界別，違反平等而普及的選舉權原則。事務

委員會察悉，策發會成員其後決定暫時擱置進一步討論實行兩院

制的普選方案。  
 
31.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同意部分策發會成員的意見，認為應

考慮循 "先易後難 "的方向推動政制發展。由於社會不同界別對普選

立法會的模式，特別是功能界別應如何演變的問題仍有重大分

歧，這些委員認為應先實施行政長官普選。然而，對於應在 2012年
還是以後實施行政長官普選一事，這些委員意見紛紜。另有部分

事務委員會委員強烈反對在實施行政長官普選之後才實施立法會

普選的建議，並認為應在 2012年實行 "雙普選 "。  
 
32.  關於普選立法會的模式，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依然認為應

在 2012年達至普選時取消所有功能界別。然而，部分事務委員會

委員認為，倘若可在 2012年實施行政長官普選，可分 3個階段，在

2016年、 2020年和 2024年取消功能界別議席，以符合 "循序漸進 "
的原則。  
 
《政制發展綠皮書》    
 
33.  政府當局於2007年7月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 (下稱"綠皮

書 ")，綜述策發會和社會各界就實施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

提出的不同意見，並把有關意見歸納為多類方案，以便公眾討論。  
 
34.  有關普選行政長官的模式，綠皮書列出了 3項須予考慮的

重點議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提名方式及提名後的普選

行政長官方式。綠皮書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及提名方式各

提出 3類方案。綠皮書亦涵蓋其他相關議題，包括應否就每名候選

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設立上限，以及應否規定候選人須在提名委

員會的每個界別或一些特定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  
 
35.  有關立法會的普選模式，重點議題在於應如何處理現有的

功能界別。由於各界對此議題意見分歧，綠皮書把當局所接獲有關

立法會普選模式的意見歸納為3類方案：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

別議席；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以及增加區議會在

立法會的議席數目，使所有立法會議席以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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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關普選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綠皮書就普選行政長官及普
選立法會各提出 3類方案。綠皮書亦述及，應否採用 "特首先行、
立法會普選隨後 "的方式。  
 
37.  事務委員會共舉行了 7次會議，討論綠皮書及聽取市民大
眾的意見。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強調，平等的選舉包括所有市民
有權在選舉中提名和投票給候選人。他們詢問，綠皮書提出的方
案會否符合普選的定義。雖然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殷切期望可於
2012年推行雙普選，但另有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卻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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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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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長官普選應不遲於 2017年
實行。事務委員會亦曾討論，政府當局將如何在進行諮詢後揉合
出一套推行普選的主流建議，以及對選舉辦法提出修改的程序。  
 
38.  政府當局表示，納入綠皮書的方案須符合 4項準則，即符
合《基本法》，以及不牽涉修改《基本法》的主體條文；獲大部
分香港市民支持；有合理機會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支持；以及有機會獲中央政府審慎考慮。在考慮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普選方案時，須緊守有關的規定和原則，包括 "普及 "和 "平等 "
選舉的原則。政府當局察悉，普選的制度通常是一人一票的制度，
並可以直接或間接選舉的方式進行。至於對選舉辦法提出修改的
問題，政府當局重申，在香港特區對選舉辦法提出任何修改的程
序須符合《基本法》，而啟動修改選舉辦法機制的時間，會視乎
社會何時能就關乎普選的各項重要議題達成共識而定。  
 
39.  就綠皮書進行的諮詢於 2007年 10月10日結束。政府當局於
2007年12月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下稱 "綠皮書報
告 ")。綠皮書報告所載的結論及建議概要載於附錄V。  
 
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年12月29日的決定  
 
40.  2007年 12月 12日，行政長官把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
發展諮詢情況及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
的報告 "(下稱 "行政長官報告 ")和綠皮書報告一併提交全國人大常
委會。  
 
41.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對該兩份報告作出下述結論表示不
滿和失望： "在2012年先行落實普選行政長官，是民意調查中反映
出過半數市民的期望，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與此同時，在不
遲於 2017年先行落實普選行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
得大多數人接納。 "他們認為，行政長官沒有恪守他會盡力在其任
期內推動普選的參選承諾。他們批評這兩份報告沒有提出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普選模式及路線圖，亦沒有就在 2012年實行雙普選
據理力爭，以反映市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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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後，於 2007年 12月
29日作出關於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

的決定 (下稱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全文載於附錄VI)。
該決定的內容概述如下⎯⎯ 
 

(a) 可於 2017年及 2017年以後分別普選行政長官及立法會全

體議員；  
 

(b) 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以及 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

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c) 就第五屆立法會而言，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

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  
 
(d) 立法會對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及  
 
(e) 在不違反上述決定的前提下，兩個選舉辦法可按照《基本

法》第四十五和六十八條及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作出適

當修改。  
 
43.  政府當局認為，《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推行普

選訂定了時間表，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據政府當局所

述，該決定明確說明，可於 2017年普選行政長官，而在普選行政

長官後，立法會全體議員亦可於 2020年由普選產生。  
 
44.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否決 2012年
雙普選表示不滿。他們指出，上文第 42(a)段所載的普選時間表只

屬意見，而非決定，因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 "可 "於 2017年及

2017年以後舉行。他們關注到，在 2017年及 2020年分別實行行政

長官普選及立法會普選是否虛假，而 "普選模式 "又會否符合《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所規定的 "普及 "和 "平等 "
選舉的原則。  
 
45.  政 府 當 局 解 釋 ， 上 文 第 42(a) 段 所 載 的 普 選 時 間 表 是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具有法律約

束力。政府當局請委員參閱綠皮書第2.24段。該段明確載述 "……普

選的概念應包括「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外國普選的制度

通常是一人一票的制度，並可以直接或間接選舉的方式進行。 " 
 
46.  另有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切合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所提供的時間表已回應市民的

訴求。他們認為應採取務實和包容的態度，同心協力謀求共識，

按照該決定所訂定的框架實行普選。他們提出警告，企圖一步達

至普選的野心，可能會導致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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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 2008年1月21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以 20票贊成、7票
反對通過議案，支持《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並呼籲社

會各界共同努力，謀求共識，使 2012年的選舉制度進一步民主化，

以期在 2017年及2020年分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及立法會普選。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48.  行政長官在策發會轄下成立政制發展專題小組 (下稱 "專
題小組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年12月29日的決定所訂定的框架

內，聚焦討論 2012年的兩個選舉辦法。政府當局曾數次向事務委

員會簡報專題小組進行的相關商議工作。  
 
49.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應先討論實行普選的模式，在達

成共識後便可就 2012年的兩個選舉辦法進行討論。政府當局解

釋，由第三任行政長官處理 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是恰當的，2012年
的兩個選舉辦法是邁向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 2020年普選立法會

的中途站。在 2012年當選的行政長官會與第五屆立法會合力制訂

2017 年 行 政 長 官 普 選 的 安 排 ， 由 普 選 產 生 的 行 政 長 官 則 會 與

第六屆立法會合力制訂 2020年立法會普選的安排。  
 
50.  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難以接受的是，在立法會普選模

式中以某種形式保留功能界別議席，可被視為符合 "普及 "和 "平等 "
選舉的原則。他們依然認為應廢除功能界別議席，並應在實行普

選時透過直選產生所有立法會議席。政府當局應就最終推行雙普

選制訂路線圖及過渡安排。另有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社會

各界對普選立法會的辦法及廢除所有功能界別議席的做法意見分

歧。這事十分複雜，將需深入研究。  
 
51.  事務委員會察悉，專題小組曾討論立法會議席的數目應

否在 2012年增至 70席或 80席。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指出，根據

《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 2012年，功能界別和地方選

區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增加整體立法會議席的

數目，難免會導致功能界別議席的數目增加，並只會增添障礙，

要達成廢除所有功能界別議席的共識，便難上加難。在 2008年 5月
19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以 13票贊成、 6票反對通過議案，促

請行政長官清楚表明應在立法會普選模式中廢除所有功能界別

議席。  
 
52.  政府當局表示，專題小組會在 2008年年中左右總結討論。

政府當局會在 2008年第四季歸納修改 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的方

案，以及盡早進行另一輪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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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的工作計劃  
 
53.  政府當局在 2008年 1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政

府當局的目標是在未來 10至12年分3個階段達至普選  ⎯⎯  
 

(a) 第一階段 (2008年至 2012年 ) ⎯⎯  討論的焦點是如何修改

2012年的兩個選舉辦法；  
 

(b) 第二階段 (2012年至 2017年 ) ⎯⎯  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在

2017年達至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如何令 2016年立法會的產

生辦法進一步民主化；及  
 
(c) 第三階段 (2017年至 2020年 ) ⎯⎯  討論的焦點是如何達至

普選立法會。  
 
政府當局表示，每個階段的工作互有關連，市民可自由在任何階

段就普選模式表達意見。香港特區政府的目標是在現屆政府的任

期內，落實對 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的修改，為邁向 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和 2020年普選立法會奠定穩固的基礎。  
 
 
最新發展  
 
54.  行政長官在 2009年 1月 15日舉行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宣

布 ， 就 2012 年 選 舉 安 排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將 押 後 至 2009 年

第四季進行，讓政府可集中精神，處理金融海嘯所引起的經濟及

民生問題。何俊仁議員其後作出預告，將於 2009年2月11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就 "拖延政制發展諮詢 "動議議案。應委員在 2009年 1月
19日會議上提出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在 2009年 2月16日舉行的下

次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報當局就 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進行的

公眾諮詢工作及有關立法時間表。  
 
 
立法會議案辯論  
 
55.  其他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辯論的相關議案一覽表載於

附錄VII。 

 

 

立法會質詢  
 
56.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一覽表載於附錄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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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57.  為讓委員研究行政長官及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秘

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曾就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及選舉制

度進行多項研究。該等研究報告一覽表載於附錄 IX。 

 
 
有關文件  
 
58.  相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X。這些文件已上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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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第一界別 (工商、金融界 ) 
 

界別分組  
 

委員數目  

1. 飲食界  11 
2. 商界 (第一 ) 12 
3. 商界 (第二 ) 12 
4. 香港僱主聯合會  11 
5. 金融界  12 
6. 金融服務界  12 
7.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1 
8. 酒店界  11 
9. 進出口界  12 
10. 工業界 (第一 ) 12 
11. 工業界 (第二 ) 12 
12. 保險界  12 
13. 地產及建造界  12 
14. 紡織及製衣界  12 
15. 旅遊界  12 
16. 航運交通界  12 
17. 批發及零售界  12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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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界別 (專業界 ) 
 

界別分組  
 

委員數目  

18. 會計界  20 
19. 建築、測量及都市規劃界  20 
20. 中醫界  20 
21. 教育界  20 
22. 工程界  20 
23. 衞生服務界  20 
24. 高等教育界  20 
25. 資訊科技界  20 
26. 法律界  20 
27. 醫學界  20 

  
  

第三界別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 
 

界別分組  委員數目  
 

28. 漁農界  40 
29. 勞工界  40 
30. 宗教界* 40 
31. 社會福利界   40 
3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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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界別 (立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代表 ) 
 

界別分組  委員數目  
 

3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6 
34. 立法會  60 
3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41 
36. 鄉議局  21 
37. 港九各區議會  21 
38. 新界各區議會  21 

  
  

*  宗教界界別分組六個指定團體提名的委員人數  
如下：  

 委員數目  
 

 天主教香港教區  (7 人 ) 
 中華回教博愛社  (6 人 )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7 人 ) 
 香港道教聯合會  (6 人 ) 
 孔教學院  (7 人 ) 
 香港佛教聯合會  (7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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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立法會的功能界別  

 
功能界別  
 

議席數目

1. 鄉議局  1 
2. 漁農界  1 
3. 保險界  1 
4. 航運交通界  1 
5. 教育界  1 
6. 法律界  1 
7. 會計界  1 
8. 醫學界  1 
9. 衞生服務界  1 
10. 工程界  1 
11. 建築、測量及都市規劃界  1 
12. 勞工界  3 
13. 社會福利界  1 
14. 地產及建造界  1 
15. 旅遊界  1 
16. 商界 (第一 ) 1 
17. 商界 (第二 ) 1 
18. 工業界 (第一 ) 1 
19. 工業界 (第二 ) 1 
20. 金融界  1 
21. 金融服務界  1 
2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 
23. 進出口界  1 
24. 紡織及製衣界  1 
25. 批發及零售界  1 
26. 資訊科技界  1 
27. 飲食界  1 
28. 區議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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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全國人全國人全國人全國人民民民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件告知議員有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人大常委會”）就行政長官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

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所作出的決定。有關決定已

於今天公布。本文件亦告知議員特區政府對有關決定的

立場和相關的跟進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行政長官在12月12日根據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人大常委會的

解釋”)，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報告。行政長官在提交人

大常委會的報告中，作出了以下的結論及建議。 

 

(a) 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

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定出方向。 

 

(b) 在2012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民意調

查中反映出過半數市民的期望，應受到重視

和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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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此同時，在不遲於2017年先行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

數人接納。 

 

(d) 雖然香港社會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仍有不同

方案，但對於循「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

後」的方向推動普選，已開始凝聚共識。 

 

(e) 至於立法會普選模式及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

席，仍是意見紛紜。不過，訂定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普選時間表，有助推動這些問題的最

終解決。 

 

3. 基於上述結論，行政長官認為，為實現《基本法》

的普選目標，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有需

要進行修改。因此，行政長官在他的報告中提請人大常

委會予以確定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進行修改。 

 

4. 在報告提交後，政務司司長同日於立法會會議上

發表聲明，而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亦分別於2007年12

月17及19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議題。此外，立法會亦於

2007年12月19日就此議題進行休會辯論。 

 

 

人大人大人大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常委會的決定常委會的決定常委會的決定 

 

5. 在第三十一次會議上，人大常委會審議了行政長

官的報告。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人大常委會的

解釋，人大常委會就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

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已於今早作出決定。有關決定已

於今早10時左右公布。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決定(草案)

的說明現分別夾附於附件一和二，供議員參閱。 

 

附件一

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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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的立場香港特區政府的立場香港特區政府的立場香港特區政府的立場 

 

6. 特區政府歡迎人大常委會決定： 

 

(a) 接納行政長官的建議； 

 

(b) 決定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

和第五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作出符

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 

 

(c) 明確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以及 

 

(d) 明確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的

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7. 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人大常委會認為，經過

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香港特區的民主

制度一定能夠不斷向前發展，並按照《基本法》和決定

的規定，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

目標。 

 

8. 人大常委會亦在其決定中提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

選舉委員會組成，及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

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區全體合資格選民

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9.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正式啓動了修改2012年兩個選

舉辦法的機制。透過明確了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時

間表，有關決定反眏了中央重視香港人對按照《基本法》

達至普選目標的期望。有關決定能使特區的選舉制度在

2012年進一步民主化，以期在2017年及2020年分別達至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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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  

 

10. 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我們需要處理如何修

改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就此，我們會盡快啓動在策略

發展委員會下成立政制小組，專責研究2012年產生行政

長官及立法會最合適的選舉方法。 

 

11. 政制小組將於2008年春節後召開第一次會議，在

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討論2012年的兩個選舉辦

法。我們希望政制小組可於2008年年中左右總結討論，

使特區政府能於2008年第四季就修改2012年兩個選舉辦

法制訂可考慮的方案，並盡早作行下一輪的公眾諮詢。 

 

12. 我們的目標，是在這屆特區政府的任期內，能落

實2012年的兩個選舉辦法，為邁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和2020年普選立法會打好基礎。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07年12月29日 































附錄VII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辯論的相關議案  
(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的情況 ) 

 
 

 
立法會會議日期  
 

議案  

1998年7月 15日  
 

鄭家富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全面直
選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0年1月 12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
革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獲通過。  
 

2000年6月 14日  梁智鴻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 "動議議案辯論。該
議案獲通過。  
 

2002年3月 13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第二任
行政長官選舉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
否決。  
 

2003年2月 19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
革的公眾諮詢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
否決。  
 

2003年5月 21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盡快落
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 "動
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3年11月 12日  涂謹申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行
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 "動議議案辯
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4年2月 25日  鄭家富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立即諮
詢市民對普選的意見 "動議議案辯論。該
議案被否決。  
 

2004年3月 17日  涂謹申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尊重及
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 "動議議案
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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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日期  
 

議案  

2004年4月 22日  馮檢基議員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

續的議案，以便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

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

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

需要修改的報告 "進行辯論。該議案被否
決。  
 

2004年5月 5日  馮檢基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要求行
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提交補充報告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
否決。  
 

2004年5月 19日  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遺憾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否決 2007年
及 2008年普選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
否決。  
 

2004年11月 10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
革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1月 5日  鄭經翰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第 四 號 報 告 "動 議 議 案 辯
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3月 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功能界
別的弊端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
決。  
 

2005年11月 9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改
革方案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11月 30日  梁 國 雄 議 員 在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就 "為 在
2007年及 2008年實行全面普選進行全民
公投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5年12月 7日  楊森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民主政制 "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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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日期  
 

議案  

2005年12月 21日  政制事務局局長就 "修改行政長官產生
辦法 "及 "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兩項
議案。該兩項議案均被否決。  
 

2006年11月 22日  湯家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行
政長官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6年11月 29日  李卓人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立
法會 "動議議案辯論。該議案被否決。  
 

2008年1月 9日  陳偉業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政制發
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 "動議議案辯
論。該議案被否決。  
 

 



附錄VIII 
 

曾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的情況 ) 

 
 

立法會會議日期  
 

質詢  

1999年12月 8日  
 

劉慧卿議員就 "更改選舉制度 "提出質詢。  
 

2001年6月 13日  李柱銘議員就 "改善立法會的產生方法 " 
提出質詢。  
 

2002年11月 13日  劉慧卿議員就 "立法會功能團體選舉的安排 "
提出質詢。  
 

2003年10月 8日  楊森議員就 "政制檢討的時間表 "提出質詢。  
 

2004年2月 18日  麥國風議員就 "香港的政制發展 "提出質詢。  
 

2004年6月 2日  李柱銘議員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基本法》的解釋及 2007年行政長官和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 "提出
質詢。  
 

2004年6月 9日  司徒華議員就 "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提出質詢。  
 

2004年6月 9日  余若薇議員就 "功能界別的已登記選民 "提出
質詢。  
 

2004年11月 10日  楊森議員就 "政制發展 "提出質詢。  
 

2005年1月 26日  馮檢基議員就 "由功能團體選舉部分立法會議
員 "提出質詢。  
 

2005年10月 19日  楊森議員就 "政制改革 "提出質詢。  
 

2005年11月 30日  李永達議員就 "中產人士對全面普選的立場及
反應 "提出質詢。  
 
馬力議員就 "擴大選舉委員會 "提出質詢。  
 

2005年12月 7日  李永達議員就 "收集市民對政制發展的意見 "
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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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日期  
 

質詢  

2005年12月 21日  李柱銘議員就 "在香港設立兩院制 "提出質詢。
 

2006年5月 17日  劉慧卿議員就 "香港落實普選須具備的條件 "
提出質詢。  
 

2006年6月 14日  劉慧卿議員就 "雙普選 "提出質詢。  
 

2007年1月 24日  李永達議員就 "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評論 "提
出質詢。  
 

2007年5月 23日  梁耀忠議員就 "普選方案 "提出質詢。  
 

2007年6月 20日  劉慧卿議員就 "普選行政長官 "提出質詢。  
 

2007年6月 27日  湯家驊議員就 "香港特區的民主政制發展 "提
出質詢。  
 
李卓人議員就 "行政長官普選的候選人資格 "
提出質詢。  
 
梁家傑議員就 "普選方案 "提出質詢。  
 

2008年1月 23日  劉慧卿議員就 "在 2012年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普選 "提出質詢。  
 

 



附錄 IX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擬備有關政制發展的研究報告  

 
    

立法會文件編號  
 

 文件  

RP03-09/99-00 
 
 

⎯⎯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研究報告：新加坡、
新西蘭、德國、英國、日本、法國及美國  
 

RP10/99-00 ⎯⎯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整體比較一覽表  
 

IN11/03-04 ⎯⎯  題為 "選定地區的國家元首／地方首長及政府
首長的挑選 "的資料摘要  
 

IN16/03-04 ⎯⎯  題為 "愛爾蘭、斯洛文尼亞及法國的功能團體代
表 "的資料摘要  
 

IN19/05-06 ⎯⎯  題為 "選定地方選舉制度的概要 "的資料摘要  
 

IN24/05-06 ⎯⎯  題為 "愛爾蘭及斯洛文尼亞的功能團體代表 "的
資料摘要  
 

IN25/05-06 ⎯⎯  題為 "立法機關的選舉制度是否符合《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新西蘭 "的資料摘要  
 

FS14/05-06 ⎯⎯  題為 "選定國家的議員的國籍規定 "的資料便覽  
 

IN34/05-06 ⎯⎯  題為 "立法機關的選舉制度是否符合《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德國 "的資料摘要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sec/library/0304in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sec/library/0304in1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2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2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fs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3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990crp09.pdf


附錄X 
 

政制發展  
 

有關文件  
 
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0年6月 14日  立法會會議  政制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制發展提交的報告  
 
 

2001年 6月 12日
及 7月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制發展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1767/00-01(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
發展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763/00-01(05)號文件 ]
 

2003年10月 20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二零零七年以後政制發
展檢討和公眾諮詢工作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19/03-04(02)號文件 ] 
 

2003年11月 17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二零零七年以後政制發
展檢討和公眾諮詢工作 前期準

備工作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337/03-04(01)號文件 ] 
 

2004年2月 27日  內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07年以後政制發
展的檢討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1445/03-04號文件 ]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就 "政制發展專責
小組工作進度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459/03-04(03)號文件 ]
 

2004年3月 3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一號報告：

＜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法律

程序問題》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papers/b1763c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papers/b1767c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20cb2-119c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17cb2-33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hc/papers/shc0227cb2-144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hc/papers/shc0227cb2-1459-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reports/ca-cre_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31cb2-repor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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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4年4月 1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

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

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

＜基本法＞中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

問題》  
 

2004年4月 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在

2004年4月 6日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的憲報

文本  
[立法會CB(2)1973/03-04(01)號文件 ]
 

2004年5月 4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就行政長官提交的《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

要修改的報告》的決定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174/03-04(01)號文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7年行政長官和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
決定  
[立法會CB(2)2212/03-04(01)號文件 ]
 

2004年5月 17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三號報告：二

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可考慮予以修改的地

方》  
 

2004年10月 18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07年以後政制發
展的檢討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49/04-05(02)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7cb2-report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16cb2-ce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19cb2-1973-1c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cb2-217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04-2212-1c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8cb2-49-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english/panels/ca/papers/ca0416cb2-report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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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4年12月 15日  立法會會議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社

會人士對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

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和

建議》  
 

2005年10月 19日  立法會會議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二

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  - 建議方案》  
 

2005年10月 2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07年以後的政制
發展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115/05-06(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
號報告：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

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 "提
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19/05-06(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597/05-06號文件 ] 
 

2005年12月 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綜覽 "的策
略發展委員會 (下稱 "策發會 ")文件  
[立法會CB(2)519/05-06(01)號文件 ] 
 
題為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立法會產
生辦法最終普選模式初探及相關議

題 "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519/05-06(02)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140/05-06號文件 ] 
 

2005年12月 21日  立法會會議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673/05-06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20-4rpt-c-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21cb2-rp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21cb2-11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21cb2-11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510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9cb2-51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9cb2-519-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512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hc/sub_com/hs51/reports/hs511221cb2-67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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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6年3月 20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將討論的策略性議題 "、 "《基
本法》中有關 '普選 '條文的憲制基礎 "
及 "對 '普選 '概念的一般理解 "的策發
會文件  
[立法會CB(2)913/05-06號文件 ] 
 
題為 "'普選 '原則與 '均衡參與 '原則的
調適 民主國家的實踐例子 "的策
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307/05-06號文件 ]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 "選定地
方選舉制度的概要 "擬備的資料摘要  
[IN19/05-06]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968/05-06號文件 ] 
 

2006年4月 2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
模式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檢討 "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745/05-06(02)號文件 ]
 
題為 "在 2005年 11月 29日第一次會議
上發表意見的摘要 "、 "在 2006年 1月
20日第二次會議上發表意見的摘要 "
及 "在策略發展委員會秘書處及政制
事務局於 2006年 2月 28日舉辦的工作
坊席上發表意見的摘要 "的策發會文
件  
[立 法 會 CB(2)1519/05-06(01)、 (02)
及 (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226/05-06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20cb2-9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20cb2-1307-a-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03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519-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04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519-d-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519-c-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745-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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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6年5月 15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有關普選立法會的討
論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971/05-06(02)號文件 ]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 "愛爾蘭
及斯洛文尼亞的功能團體代表 "擬備
的資料摘要  
[IN24/05-06]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 "立法機
關的選舉制度是否符合《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新西蘭 "擬備
的資料摘要  
[IN25/05-06]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選定國家
的議員的國籍規定"擬備的資料便覽  
[FS14/05-06]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 "立法機
關的選舉制度是否符合《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德國 "擬備的
資料摘要  
[IN34/05-06]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73/05-06號文件 ] 
 

2006年6月 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產生辦法的普選模式 "擬備的背景資
料簡介  
[立法會CB(2)2386/05-06(01)號文件 ]
 
題為 "在 2006年 3月 24日第三次會議
上發表的意見的摘要 "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2112/05-06號文件 ] 
 
題為 "有關普選原則和概念討論的總
結 "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2317/05-06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936/05-06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5cb2-197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2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fs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3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19cb2-238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19cb2-2112-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19cb2-231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06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sec/library/0506in2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05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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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6年11月20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立法會普選的可能模式 "的策
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3062/05-06號文件 ] 
 
題為 "立法會普選的可能模式 "的策
發會文件，以及由香港工商專業聯會
和葉劉淑儀女士提出的建議  
[立法會CB(2)376/06-07(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813/06-07號文件 ] 
 

2006年12月18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行政長官普選的可能模式 "的
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2835/05-06號文件 ] 
 
題為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可能
模式 "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436/06-07號文件 ] 
 
題為 "在 2006年 9月 22日第六次會議
及 2006年 9月 14日和 10月 3日的工作
坊席上發表的意見的摘要 "的策發會
文件  
[立法會 CB(2)445/06-07(01)、 (02)及
(03)號文件 ] 
 
出席策發會在 2006年 9月 14日和 10月
3日舉辦的兩個工作坊的嘉賓講者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630/06-07(02)號文件 ]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 2006年 11月 22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普選行政長官 "
的議案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2)630/06-07(03)號文件 ] 
(只備中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022/06-07號文件 ] 
 

2007年3月 2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推動政制發展的下一步
工作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378/06-07(03)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0cb2-306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0cb2-376-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0cb2-2835-a-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8cb2-445-a-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8cb2-63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12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8cb2-445-c-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8cb2-445-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8cb2-630-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26cb2-1378-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20cb2-2835-a-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11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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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可能
模式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920/06-07號文件附錄 I]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871/06-07號文件 ] 
 

2007年4月 1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有關行政長官普選模式、路線圖及時
間表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520/06-07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的可能模式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569/06-07(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468/06-07號文件 ] 
 

2007年5月 2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
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 "提交的文件
及策發會在 2007年 5月 10日舉行的工
作坊席上接獲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1858/06-07(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678/07-08號文件 ] 
 

2007年6月 2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有關行政長官普選模式、路線
圖及時間表的討論 意見歸納 "的
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2205/06-07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61/07-08號文件 ] 
 

2007年7月 11日  立法會會議  《政制發展綠皮書》  
 
政務司司長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
表的聲明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26cb2-92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3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16cb2-152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21cb2-185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4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16cb2-1569-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5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21cb2-2205-c.pdf
http://www.cmab-gpcd.gov.hk/tc/consultation/index.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statemen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6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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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7年 7月 16日
及 25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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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06-07(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95/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671/07-08號文件 ] 
 

2007年9月7日、
10 日 、 12 日 及
14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2)2664/06-07(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4/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680/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943/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1027/07-08號文件 ] 
 

2007年10月 5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2)2766/06-0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大學和智囊團進行的普

選民意調查提供的資料  
[立 法 會 CB(2)2715/06-07(01)至 (12)
號文件 ] 
(只備中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818/07-08號文件 ] 
 

2007年12月12日  立法會會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

及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
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  
 
政務司司長就兩份有關香港政制發

展的報告所作的聲明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16cb2-247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7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9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05cb2-276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907cb2-266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0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repor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greenpaper-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statemen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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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7年 12月 17日
及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在 2007年 12月 12日就兩份有關香港
政制發展的報告發出的新聞公報  
[立法會CB(2)592/07-08(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334/07-08號文件 ] 
[立法會CB(2)2739/07-08號文件 ] 
 

2008年1月 21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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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7年 12月 29日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出的新聞
公報  
[立法會CB(2)846/07-08(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615/07-08號文件 ] 
 

2008年3月 17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 為 " 未 來 會 議 的 討 論 議 題 " 及
"2012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選舉
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及提名安排 "的
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177/07-08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248/07-08號文件 ] 
 

2008年4月 23日  立法會會議  《 2007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665/07-08號文件 ] 
 

2008年5月 19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題為 "2012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的
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436/07-08號文件 ] 
 
題為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進一
步討論 "的策發會文件  
[立法會CB(2)1694/07-08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41/07-08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1217cb2-592-4-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12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cb2-846-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1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1-ppr0712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317cb2-117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3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bc/bc51/reports/bc510423cb2-166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1cb2-143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519cb2-169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5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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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合／來源  文件  
 

2008年6月 16日  政制事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的產生辦法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223/07-08(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806/07-08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 2月 10日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papers/ca0616cb2-222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61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