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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ay 2010 

 
 

創新科技協會創會會長李榮貴先生 

立法會有關政改建議方案聽證會 

發言稿及意見書 

主題： 「政改未有 , 原地踏步 , 民心重創」 

民主政改「迫」， 

心繫改變好。 

重選未歡迎， 

創新有希望。 
 

主席先生，本人李榮貴，謹代表一群默默為創新科技作出貢獻的從業

員，對政改方案提出建議。 

我們衷心希望，政改不要原地踏步，讓廣大市民傷心，各黨派能“求大

同、存大異”維護整體社會利益。 

本人支持「二零一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盡快獲得通

過，為 2017 年行政長官和 2020 立法會的選舉做好前期準備，推動香港民主

政制順利前進。 

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已迫在眉睫，社會各界有必要好好把

握今次機會，求同存異，確立 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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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長官和 2020 立法會的選舉順利過渡，為香港政制稳步前進作出重要

的決定。 

功能界別問題是目前立法會議員爭論的焦點。是關乎到立法會結構性問

題，是一項非常嚴肅 , 重大的問題。它有歷史原因，是港英時期委任商界、

專業人士擔任立法局議員、平衡當時立法局議員成份的做法，及至後期取消

委員進致選舉產生而建立的“功能”界別，它發揮過去為香港經濟、教育、

基建、社會福利、醫療政策制定等起到參謀、監督作用，為香港回歸 13 年

的經濟發展做了很多工作。功能界議員的專業知識大致獲得議會內外的認

同。立會內有 35 個小組，有 22 個小組由功能界別議員當主席，直選有 13

位主席，其中泛民議員佔 5 位，建制 17 名，正正肯定了功能組別對立會的

貢獻。它又發揮了一會兩組、互相制衡的作用，類似先進民主國家的兩院制

的作用。但時代在發展，香港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資訊時代迅速發展。因

此，功能界別制度的組成及作用應相對作出檢討及研究，至於什麼時候功成

身退，應全盤考慮關乎到立法會組成結構的大問題。社會民意要求的立法會

是一個為特區政府立法而又能監督的立法會，是一個反映市民民意而又能引

導民意的立法會，不是跟著民意後邊，無可作為，為黨派私益的立法會，所

以不能簡單用二分法來審定政改建議，不能簡單以廢除功能界別與否作為

2012 年兩個選舉的建議方案根據。這不是一個高質素、為民負責的立法會，

如果某些黨派或議員執迷不悟，將被市民唾棄，將在香港特區立法會歷史上

蒙上陰影。 

我建議，在政改方案建議中增加一項︰特區政府邀請立法會議員及專家

學者組成功能界別研究小組共同考慮功能界別今後發展，取捨問題。作為

2017 及 2020 年雙普選政改方案參考。正如基本法制定時設立若干小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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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條例的利弊，經過多次反覆考證才確定法例，而不是簡單的 “Yes” or 

“No”. 

本人衷心希望社會各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凝聚共識，齊心合力推動

香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拋開成見，拿出勇氣，支持通過政府所提出的「二

零一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如果各位立法會議員，不理

會民心重傷，一意孤行，政制將會原地踏步，歷史將見證民主倒退，這絕非

港人之福。希望我們能有美好的將來，創新有希望，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