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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 2012 雙普選  還政於民 

 

香港基督徒學會就政改方案提出意見：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 4 月 14 日所發表之政改方案，基本上與在 2009 年 11

月 18 日立法會上發表的《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接近沒

有分別，這方案被泛民議員直斥翻叮 05 年被否決的政改方案殘渣，是民主的大

倒退。自 2004 年人大常委會自行就《基本法》提出釋法，不公義地否決了香港

人在 07、08 應有的雙普選權利，特區政府更進一步漠視市民的訴求，在翌年推

出一份沒有普選路線圖的鳥籠式民主方案，使特首的民望更見插水。 

 

現 時 提 出 的 2012年 政 改 方 案 ， 建 議 特 首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將 由 目 前 800

人增至1200人，明顯較05年的方案所提出的1600人更少。而當中按比例

由四個界別各增加一百人，其中政界新增的一百個名額，表面上是容許

民 選 區 議 員 參 與 選 舉 ， 但 實 際 上 新 增 的 400名 選 舉 委 員 會 成 員 有 大 部 份

人 是 屬 於 小 圈 子 組 別 。 至 於 提 出 立 法 會 選 舉 議 席 由 六 十 席 增 加 至 七 十

席，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各增五席，市民一直的訴求是全面取消功能組

別以擴大民主基礎。但新增的功能組別議席反映了政府一方面不重視民

意，不減反而有增加的趨勢，另一方面借偽裝的民意基礎遮掩其強化功

能組別的合法地位，在易請難送的情況下令雙普選更難實現，充分表現

出政府在推動普選方面欠缺真誠。 

 

與此同時，政府在 5 月 16 日立法會補選無所不用其極地以行政手段

壓低投票率，之後更顯得沾沾自喜，以為超過 50 萬市民支持 2012 雙普

選及廢除功能組別的聲音算不得什麼，還灑盡金錢推出混淆視聽、侮辱

市民智慧的政改方案宣傳廣告，想著打響把弄民意的如意算盤，這不顯

示出政府在骨子裡就是不懂民主、不尊重民主嗎？無論如何，當務之

急，必須全民否決 2012 政改方案，推倒濫權及不平等的小圈子選舉。 

 

本會認為立法會必須由人民直選產生，應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

及 取 消 分 組 點 票 制 度。至 於 行 政 長 官 選 舉，則 應 取 消 提 名 委 員 會 制 度 ，

讓全港合資格的選民參與提名行政長官（參照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參選

條例），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及全體 立法會議員，落實 2012 雙普

選，還政於民！ 

 



 作為基督徒公民，當論及在位者的權力運用時，可參考前人如廿世紀具影響

力的新教神學人卜仁納（Emil Brunner）的論述，「國家的極權主義不是

一種政府形式，政府形式決定的是政治權力由誰行使與怎樣行使。極權

主義意味著政治權力無限擴充，最後滲透到整個生活。」為抗拒對權力

的追逐及極權主義所造成的自我神化，社會有必要設限以阻止任何人或

一小撮人握有絕對權力，民主機制雖然不是神聖的制度，它只是出於人

的權衡措施，讓公民意識到自己有當家的責任，透過理性的機制對當權

者 作 出 適 切 的 監 察 及 制 衡 ， 並 提 醒 人 謹 慎 濫 權 的 誘 惑 。（ 按 劉 小 楓 《 當

代政治神學文選，2002》指神學政治論述並非受馬克斯主義社會批判理

論影響才出現的，而是早見於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及使徒保羅等已

提出不少洞見，可見基督徒參與論政的積極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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