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政務司司長就《二零一二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
案》開場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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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政務司司長唐英年今日（四月十四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二
零一二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的開場發言：

主席：

　　特區政府將於今日稍後發表《二零一二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產生辦法
建議方案》，總結前一階段公眾諮詢結果，提出2012年兩個選舉辦法的具
體建議。

公眾諮詢工作

　　特區政府於去年11月18日發表了《二零一二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產生
辦法諮詢文件》，就如何加強2012年兩個選舉的民主成分，提出可考慮的
方向，並開展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於今年2月19日結束。有關的諮
詢工作，是建基於2007年12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即2012年不實行普
選，但兩個產生辦法可以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

　　為了確保建議方案有充分的民意支持，我們廣開言路，進行廣泛有序
的公眾諮詢，收集立法會、區議會、社會?同界別的團體和人士，以及市民
的意見。我們舉辦了多場公開論壇和地區人士研討會，出席立法會政制事
務委員會三次公聽會，以及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和18區區議
會會議，直接聽取市民、立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對《諮詢文件》的意?。我們
又出席?多個團體舉辦的論壇和會議，並邀請政黨、學者、由不同黨派牽頭
組織的各個聯盟會面，徵求他們的意見。相關的論壇及會議共超過70個。

　　此外，我們共收到約47,200份書面意見，以及超過160萬個簽名。

　　同時，我們還密切留意各個學術、民間和傳媒機構進行的相關民意調
查，並視之為反映民意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這裏，我代表特區政府，感謝社會各界所提出的寶貴意見。這些意
見對於我們更好地掌握民意，設計一套比較能夠受各方面接納的方案，提
供了非常有用的參考和基礎。

　　今天稍後發表的報告，巨細無遺地紀錄了諮詢期內收集到的意見，如
實地歸納和反映了各方面的看法。總括而言，在芸芸的意見當中有幾條主
線相當清晰：

（一）市民普遍希望2012年政制向前發展，不要原地踏步。

（二）六成受訪市民支持諮詢文件提出的2012年兩個產生辦法的主要元
素。

（三）過半數受訪市民支持立法會通過政府建議的2012年政改方案。

建議方案

　　經過認真分析和梳理各方面的意見，特區政府力求找到最適當的平衡



點，提出2012年兩個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

　　接下來我重點介紹建議方案的主要元素。

　　在行政長官產生辦法方面，我們建議：

（一）選舉委員會人數由800人增加至1200人。

（二）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以相同比例增加委員名額，即每個界別增加100
個議席。

（三）第四界別（即政界）新增100個議席中，75席分配予民選區議員，加
上原來的42個議席，日後將有117個議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委任區議
員不參與互選。餘下25個新增議席，10席分配予立法會議員，政協增加10
席，鄉議局增加5席。

（四）行政長官候選人提名人數維持在選舉委員會人數的八分之一。現階
段不設提名人數上限。

（五）現階段不改變行政長官不屬於任何政黨的規定，但長遠可作檢討。

　　在立法會產生辦法方面，我們建議：

（一）議席數目由60席增加至70席，分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各佔35席；

（二）新增的5個功能界別議席，以及原有的1個區議會議席，全數由民選
區議員互選產生，即委任區議員不參與互選。

（三）互選方式採取「比例代表制」。

（四）維持現時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參選12個
功能界別議席的安排。

　　這套方案的優點是充分借助民選區議員具備的廣泛民意基礎，加大兩
個產生辦法的民主成分。特別是在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方面，不再增加
「傳統」功能界別議席，令41個（即接近六成）議席直接或間接由地區選
舉產生。

　　部分人士對於增強民選區議員在行政長官及立法會選舉的參與程度，
提出了一些關注，我希望借這個機會作出回應。

　　有意見指，區議員實際上只是由幾千至一萬名選民選出，視野亦只聚
焦地區事宜，把立法會的區議會議席增至6席，會令立法會「區議會化」。
我們認為，不應該矮化區議員。區議會是培養政治人才的搖籃，區議員在
地區議政和服務市民的經驗，有助他們在立法會的工作。事實上，不少現
任立法會議員都身兼區議員職務，都能妥善兼顧社會整體利益和地區利
益。

　　亦有意見指，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區議會並非政權性的區域組
織，區議員有權選舉行政長官及立法會議員，並不符合《基本法》。

　　我們要強調，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和立法會已有區議會的代表。區議會
的職能，在《基本法》和《區議會條例》已清楚界定。而區議員參與選舉
委員會和立法會的選舉，其法律基礎來自於《行政長官選舉條例》和《立
法會條例》。因此，增加區議員在兩個選舉的參與，不會使區議會本身成
為政權性組織，亦不會改變區議會本身的職能。



區議會委任制度

　　在諮詢期間，立法會及區議會都有不少意見認為，應取消區議會委任
制度。我們建議委任區議員不參與2012年選舉委員會及立法會內區議會議
席互選，是涉及兩個產生辦法的憲制層面問題，而區議會委任制度則是本
地法律層面的事宜。

　　委任區議員盡心盡力為市民服務，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特區政府衷心
感謝他們所作的努力，也充分肯定他們對地方行政所作的貢獻。委任區議
員為推進2012年政制發展，願意不參與選舉委員會和立法會區議會議席的
互選，更是顧全大局的表現。

　　當然，我們也理解到部分立法會黨派及議員所關注的是委任區議員制
度的問題，我們亦注意到民意調查顯示，超過六成受訪市民贊成取消區議
會委任制度。特區政府對取消這個委任制度持開放和積極態度。為了回應
有關訴求，我們將在立法會通過2012年兩個產生辦法建議方案後，盡早在
本地立法層面提出有關建議，供社會討論。

行政長官及立法會普選

　　部分立法會黨派和社會人士期望能盡早啟動有關普選模式的討論。為
了回應這個訴求，我們在《諮詢文件》表明，如果在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
有關普選的意見，我們會作出歸納和總結，讓2012和2017年產生的特區政
府在處理行政長官和立法會普選安排時，有所參考。

　　我們收集到的有關意見都已記錄在案。這些意見主要集中在三個方
面：

（一）未來普選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的時間表。

（二）現屆特區政府應否交代普選路線圖。

（三）立法會普選時應如何處理功能界別議席。

　　特區政府現階段的目標是推進2012年民主發展，為兩個選舉辦法注入
新的民主元素，為2017年及2020年普選鋪路。中央及特區政府都充分理解
市民對普選的訴求，就此，特區政府可以明確表態，人大常委會2007年
《決定》所訂明的普選時間表是嚴肅的、是有憲制和法律效力的。

　　在2017年之前的適當時間，特區政府所提出的行政長官普選方案將包
括：按《基本法》參照「選舉委員會」組成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若干名行政長官候選人，並由香港全體合資
格選民普選產生行政長官。

　　至於立法會普選時應如何處理功能界別議席的問題，社會上以至立法
會不同黨派和議員，分歧仍然很大，例如，對於是否取消功能界別問題，
不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36%至半數的市民認為應該全面取消，有大約四成
的市民則認為不應該取消。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憲制問題，現階段社會並
未有普遍共識，並未具備下定論的條件，而是需要時間作深入討論以凝聚
共識。由於現屆特區政府只獲人大常委會授權處理2012年兩個選舉的有關
安排，我們已將社會上近日提出的不同方案記錄在案，並建議下屆政府積
極跟進，認真研究相關建議。

立法程序時間表



　　過去的一個多月，我們密鑼緊鼓地工作，總結諮詢期所收集的意見，
並制訂具體建議方案，以便第一時間公布，好讓市民和立法會有充足時間
討論。我們的目標是在今年7月立法會休會前，正式提出修改行政長官及立
法會產生辦法的兩項議案並進行表決，以預留足夠時間在今年秋季至明年
第二季這段期間，完成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程序，通過本地相關立法，
並在明年年底前制訂落實各項具體細緻的選舉安排。至於就兩項議案進行
表決的具體時間，要視乎立法會審議方案的進展。

「全體議員」的解釋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2012年兩個產生辦法的修訂，須得
到立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數通過。對於五名議員辭職導致立法會目前
出現空缺所涉及的憲制問題，律政司仔細研究了有關「立法會全體議員三
分之二多數」的計算基數。

　　就這問題，我們參考過《基本法》相關條文、議會會議法定人數的目
的，以及外國的相關案例。整體而言，這些資料支持「全體議員」解釋為
全部認可議員，即《基本法》附件二第一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全體60名立法
會議員人數。若「全體議員」的計算基數不包括出現空缺的議席，在極端
的情況下，例如，當議員人數減到只剩下數名時，他們仍可行使所有立法
會的權力，包括通過法案等，這並不合理，有違議會會議法定人數規定其
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防止決定只得到少數議員同意，以至未能獲得應有
和適當的尊重。

　　在《基本法》裏面，「全體議員」一詞在不同的條文出現，而對「全
體議員」一詞的解釋在《基本法》不同條文應是一致的。例如，第六十七
條容許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留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
以當選為立法會議員，其所佔比例不得超過立法會全體議員的20%。如果
「全體議員」的計算基數不包括出現空缺的議席，則隨覑議員席位出現空
缺，非中國籍和在外國有居留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所佔的議席數目，有可
能超過20%，而需部分餘下立法會議員停任，以符合《基本法》六十七條的
規定。這種異常的結果顯示，第六十七條的「全體議員」須解釋為立法會
全體認可議員。

　　經過不同角度的詳細考慮後，我們認為應該以立法會的全部認可議員
（即60名議員），而非在當其時實際在任的全體議員，作為計算立法會全
體議員三分之二多數的基數。

　　換句話說，政府的建議方案必須獲得最少40名議員支持，才能算是獲
得立法會三分之二通過。

總結

　　主席，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抱覑最大的誠意去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
2007年7月，第三屆特區政府成立之初，就發表《政制發展綠皮書》，就普
選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的模式、路線圖及時間表廣泛諮詢公眾。

　　同年12月，行政長官向中央提交報告，如實反映我們收集到的意見。
人大常委會審議過行政長官的報告後，在12月底通過了《決定》，明確可
以在2017年和2020年分別普選行政長官和立法會全部議員。普選時間表為
我們推進民主奠下穩固的基礎，提供了權威性的指引和依據。

　　要落實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達致普選，作為過渡的2012年兩個產生
辦法是重要的一步。政制需要在2012年向前邁進，為2017年及2020年行政
長官及立法會普選鋪路，這一點香港社會已有相當共識。因此，我們在廣
泛諮詢公眾後，提出了這套建議方案。對於政制這個既複雜又具爭議性的



課題，任何方案都不可能是每一個人心目中最理想的一套。但希望大家能
看到，我們已積極回應否決05方案的部分立法會議員的訴求，爭取到明確
的普選時間表，並建議只由民選區議員參與互選。我們也積極回應了今次
諮詢過程中社會各界和立法會黨派所提出的一些訴求。

　　可以說，在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我們已爭取最大的空間提
升2012年兩個選舉的民主成分，為落實普選鋪路。我們相信，這個建議方
案最有機會得到多數市民、立法會、行政長官及中央政府接受，令2012年
香港政制能向前發展，不再原地踏步。

　　我們理解社會對最終普選方案的關注。通過這個方案，會為立法會日
後全面普選訂下方向，包括不再增加傳統功能界別，並以全體合資格選民
作為選民基礎，體現立法會選舉最終要符合普及、平等的原則。

　　在提出建議方案後，特區政府的首要工作，是積極爭取市民和立法會
支持，並力求獲得立法會通過對《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政制
發展本身是一項具爭議的事情，未來幾個月，將要考驗香港人接納不同意
見的量度、爭取求同存異的能力。我們當然不會低估凝聚共識的難度，但
處理好政制問題，是特區政府和立法會議員的共同責任，雙方都責無旁
貸。

　　值得欣慰的是，在少數人刻意營造的嘈吵氣氛中，最近社會上有關政
制發展的討論趨於務實和理性，這將有助促進社會良性互動、有利於香港
政制進一步民主化。我衷心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放下爭拗，顧全大局，支
持這套民主進步的方案。我們深信，只要我們共同發揮香港人的智慧和努
力，就有可能對香港的民主發展達成共識，就有可能在2012年朝覑普及、
平等普選的目標邁出一大步。

　　主席，羅馬非一天建成，通過2012方案，就是共同打通一條通往羅馬
的康莊大道。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０年４月１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０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