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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選舉是民主政治的起點,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標誌，高質素的選舉產生

真正的民主，低質素的選舉則使民主流於形式。候選人的提名和確定

程序是選舉過程中的一個關键程序，往往決定選舉的结果。客觀地

講，中國憲法和法律對候選人的提名和確定程序的規定還有不盡周全

之處，在實踐中還存在很多問題。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例子，立法會

新增功能界別別樹一幟的選舉制度及選舉方法、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

的爭拗就是一例，有必要對此進行全面的探討。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件)

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方案，亦沒有提述立法會法案和議案的表決程序。

只提出2017年行政長官有七個關注點及2016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有

三個關注點，作為供公眾人仕考慮的議題。 

 

諮詢文件使用很大的篇幅，描述基本法的詞彙及相關資料內容，像教

科書和基本法推廣多於諮詢。 

 

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諮詢期，己經超過一半的

時間，提名委員會的爭拗，日趨兩極化，歸根結底，爭拗源自不明朗

的選舉制度，政府未有清晰交待行政長官選舉是由直接選舉還是由間

接選舉所產生，爭拗各方各自使用自己心中的選舉制度，不難想像到

各方爭拗會愈演愈烈，各走極端。 

 

我們悉出一個善意提示，儘快按正常程序先決定選舉制度，再制定選

舉方法，才能縮窄社會分歧，理性討論2017年行政長官及往後的產生

辦法。 

 

立法會 CB(2)958/13-14(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958/13-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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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2016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並不是現時的焦點，現實中，2012年立

法會選舉辦法受制於2007人大決定(一)款的決定，已經錯失一屆的時

間，按循序漸進的方法，現時應制定及2016年應啟動普選立法會辦法

的過渡安排，早日疏導激情。 

 

諮詢文件2.07段至2.14段已經隱約說明了原地踏步的傾向。我們只能

盡力在回應諮詢文件時痛陳利害，我們相信如2017年可以「普選」行

政長官，已經表明，最快可以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席。政治焦

點隨即落在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席上，政治角力將比現在更為激進。今

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可不察，現時應制定及啟動普選立法會辦法

的過渡安排，早日疏導激情。 

 

我們回應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前，首先回顧選舉的理

論基礎： 

 

選舉權既是一種權利，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政治責任。 

選舉權作為權利時，是公民政治生命活動的載體和實現手段，是公民

個人作為民主政治主體的參政意志的表現形式； 

選舉權作為責任和義務時，是政府和社會民主化管理中，對公民個人

提出一種政治參與的要求，如果沒有公眾的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絕不

可能實現。  

被選舉權是通過保障公民的被提名權和候選人的當選權，及保障公民

享有直接參與社會公眾事務管理的權利。被選舉權與擔任公職的權利

具有密切的聯繫，是擔任公職權利的一種法定條件權。 

被選舉權在公民政治權利體系中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連接選舉

權和擔任公職權利之間的橋樑，也是公民參與公眾事務權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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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舉權不僅需要享有權利的主體，亦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主

張，而且還要能夠依據憲法和法律行使一定管理職權，具備必要的管

理質素。 

 

民主參與政治過程的意義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應該統一。但從政治

參與的方式及政治參與的實踐程度上的分別，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差

別是顯而易見，這就是選民投票與選民參選的關係。因而，行使被選

舉權的條件應該高於享有選舉權的條件(基本法第四十四條) 。 

 

理論上，只要有參選和投票已經完成選舉過程。當參選者超過兩個或

以上時，需要一個制度分辨誰人獲勝，這是選舉制度。一般理解選舉

制度的實際操作是票多者勝。如需要絕對多數者勝出，可以使多輪投

票淘汰制等，這就是選舉制度中加入有約束性的選舉方法。當眾多的

選民行使被選舉權，有意成為參選者，必須壓縮選民成為參選者的數

目，所以加入選民聯合推薦，這是在選舉方法中，加入源自選舉權的

提名權。 

 

提名權通常有兩種形式操作； 

一種選民主動尋求有提名權主體，依據法律程序提名自己，作為代表

候選人； 

另一種是選民被動接受有提名權主體，對自己的提名。 

如果將上述兩種形式，理解成「由有提名權主體，被動地提名自己作

為代表候選人」，在選舉上就可以出現不是選舉制度的「甄選」。所以

選舉方法的設計，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需要的平等外。還要注意提名權

是否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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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那一種選舉制度中，只要在同一選舉過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與提名權根本密不可分，是同體不可分割。所以選民聯名提出的代表

候選人，各政黨或各人民團體所聯合的代表候選人，應具有同等的法

律地位，都應當依法列入初步候選人名單 (相信這就是民主派系，三

軌提名的基礎理論)。 

 

而選舉制度，可以分為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 

直接選舉是指，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人直接參加選舉行使選舉權利的

選舉方式。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分區直選就是一例。 

間接選舉是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人通過選出的代表進一步行使

選舉權利的選舉方式。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傳

統功能界別就是例子。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新增功能界別，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並用的

選舉制度，嚴格來講是間接選舉的異化體，將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分

拆，作獨立處理，並在選舉方法中，將提名權盡歸被選舉權內，使有

被選舉權的人沒有選舉權，有選舉權的人沒有被選舉權，打破恆久的

選舉理論，但這個選舉制度，已經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津認同。

無論如何，普選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絕對不能出現錯誤理解選舉制度的

情況下產生。 

 

以下將直接進入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條文： 

香港特別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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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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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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四十四條加上第四十五條是產生行政長官的過程，但條文內

容沒有明確規定使用那一種選舉制度。 

 

「香港特別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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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

原則而規定」（請參閱附件1描述）。」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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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選舉過程，選舉制度不明。下文將會分析。 

 

如使用直接選舉形式作為制度，可以寫成「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 

 

如使用間接選舉形式作為制度，可以寫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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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產生的目標」。 

 

最終達至，是一個關鍵詞，在一般理解中，是一個程序或步驟走到最

後的盡頭。而最終達至……的目標，可以理解成是一個程序或步驟剛

剛開始邁向目標。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就是提名主體，提名主體究竟有多大的

廣泛性，取決於選舉制度。 

如使用直接選舉，提名主體就是投票主體(選民)。(參閱附件2) 

如使用間接選舉，提名主體由投票主體(選民) 通過選舉所產生。(參

閱附件2) 

 

民主程序提名，相信是指提名主體可以通過選舉或按若干比率提名候

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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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產生，普及平等的選舉不是選舉制度，是一個形容詞，衡量選舉

制度的指標。相信普選產生是指普及平等的選舉中，最基本方式「普

及的投票權」，是投票主體(選民) 一人一票。 

 

理論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選舉過程的描述，不是間接選舉制度，最

貼合條文的選舉制度，是直接選舉或直接選舉混合間接選舉。如使用

硬繃繃的字面行文理解選舉方法，是提名主體由投票主體(選民) 經

選舉所產生，再通過提名主體選舉或按若干比率提名後，由投票主體

(選民)投票。 

這理論上選舉過程，使用兩次全港投票加一次提名主體投票，或兩次

全港投票。困難度高、變數亦多，在實際操作是否可行呢！而且需要

考慮到將來行政長官選舉的發展空間，相信只可以由政府制定方案。 

 

從憲制大綱角度理解，是需要設計制定一個可以漸進的選舉制度，最

終由提名主體，按民主程序提名，由投票主體投票，達至符合普及平

等選舉的要求，作為目標。 

比較簡單的方法，可以從過去政治體制演變進度推定，使用混合選舉

制度過渡至直接選舉制度，同時可以顧及將來行政長官選舉的發展空

間。在制定提名委員會組成的方法時，使用直接選舉的提名主體；並

混合間接選舉的提名主體，通過提名主體按若干比率提名後，由投票

主體(選民)投票。 

但這過渡的混合選舉制度，需要訂出提名委員會的在基本法的範圍

(框架)，直接選舉的提名主體上限(參閱附件2)及間接選舉的提名主

體的下限在那裡 (參閱附件2) 。 

 

行政長官選舉的建議： 
 

行政長官選舉由混合選舉制度分三屆過渡至直接選舉制度，而選舉安

排使用計分投票制 Range voting(參閱附件2) ，選舉辦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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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2017年)  

 

選舉委員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1)， 

提名委員會(1)不增加界別分組數目，精簡架構，第四界只剩下當然

委員，其他三個界別按比例遞減，重質不重量，增加民意比率。 

 

分區直接選舉的立法會議員的 

民意比率 

 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民意比率 

第一屆20人÷400人＝5％  第一屆60人÷400人＝15％ 

第二屆24人÷800人＝3％  第二屆60人÷800人＝7.5％ 

第三屆30人÷800人＝3.8％  第三屆60人÷800人＝7.5％ 

第四屆30人÷1200人＝2.5％  第四屆60人÷1200人＝5％ 

第五屆35人÷424人＝8.3％*  第五屆70人÷424人＝16.5％* 

(* 假設70位立法會議員，36位人大代表) 

 

提名委員會(2)， 

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登記成為合資格選民中的甲或乙(只擇其一或兩

者俱備)； 

 

甲.可以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

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成為提名委員會委員(2)。 

乙.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合資格選民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履行公

民任務，投下神聖一票者，自動成為2017年提名委員會委員(2)。 

 

提名委員會(1)及提名委員會(2) ，兩部份各取得若干百分比(如4%)

的合法支持，成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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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2022年) 

  

提名委員會(1)， 

不增加界別分組數目，再精簡架構，第四界只剩下立法會議員，其他

三個界別按比例遞減，增加民意比率。 

 

分區直接選舉的立法會議員的 

民意比率 

 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民意比率 

第五屆35人÷424人＝8.3％  第五屆70人÷424人＝16.5％ 

第六屆35人÷280人＝12.5％*  第六屆70人÷280人＝25.0％* 

(* 假設70位立法會議員) 

 

提名委員會(2)， 

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登記成為合資格選民中的甲或乙(只擇其一或兩

者俱備)； 

 

甲. 可以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

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成為提名委員會委員(2)。 

乙.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合資格選民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履行公

民任務，投下神聖一票者，自動成為2017年提名委員會委員(2)。 

 

提名委員會(1)及提名委員會(2) ，兩部份各取得若干百分比(如4%)

的合法支持，成為準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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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行政長官選舉(2027年) 

 

提名委員會， 

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登記成為合資格選民中的甲或乙(只擇其一或兩

者俱備)； 

 

甲. 可以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

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成為提名委員會委員(2)。 

乙.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合資格選民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履行公

民任務，投下神聖一票者，自動成為2017年提名委員會委員(2)。 

 

提名委員會取得若干百分比(如5%)的合法支持，成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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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狹小的面積、密集的人口，經濟及社會持續發展，居

民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及幾近一致的聲音早日達致普選。香港特別行

政區早已具備普及平等選舉的條件。 

 

經過三十年的社會發展，社會上優勢的行業及團體，早已壓倒式微的

夕陽行業及團體，再者，新興的行業火速發展，當年細小及基層和尚

未組織的團體，今日亦已茁壯成長。沸沸揚揚地要進入代議行列。 

 

代議政制於1985年開始轉變立法局甄選精英制，間接選舉精英制的功

能組別就是當年的均衡參與，1995年立法局甄選精英制正式告別政治

舞臺，代議政制進入另外一個章節，至2008年只達至間接選舉精英制

功能界別及直接選舉精英制各佔一半議席後，政制步入停頓階段。而

停止推進步伐至今，議會陷入一片混亂，互相攻訐、揭短，並將戰線

蔓延至各自的支持者。 

 

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社會主要集中討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忽略討

論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導致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同比增長，重量

不重質的實況，直接壓倒選舉委員會民意比率，間接造成今日討論行

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困局。 

 

前車可鑑，諮詢文件竟然沒有對立法會產生辦法有太多描述，只列出

三個關注點，連如何才能「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

的關注點亦沒有明示，只有在諮詢文件2.07段至2.14段隱約說明了原

地踏步的概念，而立法會法案和議案表決程序亦沒有在諮詢文件提

述，諮詢文件確有嚴重缺陷。儘管如此，現階段，我們會先回應立法

會產生辦法的三個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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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三個關注點 
 

2012年立法會議員由60席增加至70席，我們沒法體會到在重量不重質

地增加議席後，如何令立法會增加質素，反而我們認為增加立法會議

員助理的資源，令議員可以聘請有更高質素的助理，協助議員處理立

法會日益繁重的核心職務。 

如要更多政治新人當上立法會議員，只增加十個、八個席位作用不

大，要增加數十個席位，才能應付需求。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已有

例子，可以按重量不重質的方法增加席位。 

我們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制定，以「定額人口」作為數據，增加或

減少議席，才是有據可依的正常途徑。當然首要解決基本法附件二的

制約。 

 

功能界別始終是由有局限的間接選舉所產生，不符合普及平等選舉的

原則，儘管大量增加選民基數，始終是有局限的間接選舉，對政治體

制只有短暫緩衝作用，再者功能界別以個人、非自然人及混合個人和

非自然人，三種模式作為選民單位，增加選民基數會使功能界別更加

模糊不清，同時需要慎重考慮多重跨界別選民的定位，值得一提，增

加功能界別選民基數，會令新增功能界別區議會二的選民基數大量流

失，是否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長遠而言，對普選造成嚴重障礙，不

是一個好的建議。 

 

普及平等的選舉，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令每一

個選民都可以「票值相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一個狹小的城市，最

適合是使用單一選區，選出他們的代議士。 

從上述段落推定，分區直選的選區精要「是合不是分」，如要合併選

區，首推九龍東及九龍西合併為九龍選區。如再分割選區，會造成由

現時五區「選票不等值」的實況，增加至六區或以上的「選票不等值」，

可以說成只會距離普選的目標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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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分割越細小的選區對強勢政團愈是有利，很大可能導致立法會

分區直選均衡參與的政治勢力失衡。如真的朝向這方面發展，我們無

力抗衡只能作出善意的忠告，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諮詢文件內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三個關注點，並不是走向普及平等選舉

的重點，而是引導公眾走入原地踏步的陷阱中，是自80年代至今，最

差勁的一份諮詢文件。期望在下一階段能加強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討論

及關注，為立法會普選奠下良好基礎。 

 

 

1985年以前立法局議員由港督委任(甄選精英制) ，1985年立法局引

入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間接選舉(功能界別的前身)。功能界別的間接選

舉制度，不符合普及平等選舉的原則，但三十年的植根，確實不容易

改變功能界別的基礎，相信只有兩種方法可以廢除間接選舉制度，走

向全面直接選舉制度，一種是使用循序漸進的形式配合選舉制度及選

舉方法，另一種是心狠手辣地一刀切除。我們較傾向前者，行動要愈

早愈好，分若干時間，合併界別配合比例代表制最高平均數法加入計

分投票制選舉方法，使功能界別可以經過直接選舉洗禮。 

 

1991年立法局引入分區直選18席，1995年分區直選增至20席，於1998

年立法會分區直選修訂為五大選區，同時選舉方法改用比例代表制最

大餘額法，一直沿用至今。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以分區

直選模式，最接近普及平等的選舉，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令分區直選

趨向更完善，可以合併選區，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使每一個選民也

可以票值相同，及修訂選舉方法，可研究比例代表制配合最高平均數

法加入計分投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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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應兩個選舉辦法意見書時的最大挑戰，來自立法會選舉的安

排，如分兩屆達致立法會全部直選，可能是過急的意見及不能銜接行

政長官選舉的時序。如分三屆達致立法會全部直選，並不符合公眾期

望。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後，結論是只要有一個明確又公平的路線圖

和時間表，基本上可以穩定大部份香港居民的政治訴求，儘管分三屆

才能達致立法會全部直選，可能會引起短暫的激烈抗爭，最終會結結

實實地終結無日無之的政治議論，令政治角力轉為追逐同一方向的目

標「普選」。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 

 

立法會選舉，由間接選舉制度分三屆，過渡至直接選舉制度，即路線

圖及時間表。 

 

投票安排，使用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數法。 

 

分區直選，合併分區直選的選區。合併九龍東選區和九龍西選區為新

的九龍選區。 

 

新增功能界別，即合併部份傳統功能界別。 

 

傳統功能界別；只剩下 

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工業界(第一)，工業界(第二)，金融界，

金融服務界，進出口界，保險界，地產及建造界，紡織及製衣界，旅

遊界，航運交通界，批發及零售界，飲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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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立法會選舉(2016年)，為全面直選鋪路 
 

分區直選35席， 

分為四個選區，香港選區、新界東選區、新界西選區及九龍選區(假

設合併九龍東選區和九龍西選區為新的九龍選區) 。 

 

參選、提名、投票的資格與現時相同。 

 

投票方法，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法。 

 

 

 

功能界別35席， 

 

傳統功能界別13席，參選、提名、投票的資格與現時相同。 

 

新增功能界別22席，(即合併部份傳統功能界別) 。 

參選資格：涵蓋全部傳統功能界別合資格選民，即傳統功能界別沒有

投票權的合資格選民不能參選。 

 

提名資格：使用傳統功能界別劃分，不得越界別提名。區議會界別毋

須提名，自願參選(已間接由小區提名)。即傳統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

的合資格選民不能提名。 

 

投票資格：選民基礎來自傳統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的合資格選民及新

增功能界別合資格選民(個人)。 

 

投票方法：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法。 

 

 



回應 2017 行政長官及 2016 立法會產生辨法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 15 - 

第六屆立法會選舉(2020年)，全面直選的過渡期 

 

分區直選35席，或按定額人口作為數據，增加或減少議席。 

分為四個選區，香港選區、新界東選區、新界西選區及九龍選區(假

設合併九龍東選區和九龍西選區為新的九龍選區) 。 

 

參選、提名、投票的資格與現時相同。 

 

投票方法，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法。 

 

 

 

功能界別35席， 

功能界別(全部由間選提名直接產生) 

 

參選資格：涵蓋全部傳統功能界別合資格選民，即傳統功能界別沒有

投票權的合資格選民不能參選。 

 

提名資格：使用傳統功能界別劃分，不得越界別提名。區議會界別毋

須提名，自願參選(已間接由小區提名)。即傳統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

的合資格選民不能提名。 

 

投票資格：與分區直選相同。 

 

投票方法： 

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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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立法會選舉(2024年)，全面直選 

 

分區直選35席，或按定額人口作為數據，增加或減少議席。 

 

分為四個選區，香港選區、新界東選區、新界西選區及九龍選區(假

設合併九龍東選區和九龍西選區為新的九龍選區) 。 

 

參選、提名、投票的資格，與現時相同。 

 

投票方法，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法。 

 

 

單一直選35席， 

 

單一選區。 

 

參選資格、提名資格、投票資格，與分區直選相同。 

 

投票方法，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法。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cmabenq@cmab.gov.hk   views@2017.gov.hk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panel_dev@legco.gov.hk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yattung.hk@gmail.com 

201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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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或協商 

 

過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儘管不是由普及平等的選舉

形式所產生，但由第一屆開始至現在的第四屆政府確實由選

舉產生，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是由「選舉或協商」產生，

在認知的範圍內，憲制規定應該沒有選擇題，然而已經選擇

了「選舉」，理應剔除「或協商」一詞。 

 

我們明白修改基本法並不容易，啟動程序亦相當複雜，只希

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能記錄在案。 

 

任命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是憲制的安排，神聖不可侵犯，不存在一國大於兩制，或兩

制壓倒一國，「一國兩制」根本就是一體。 
 

行政長官的任命權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任命權在中央人民

政府。我們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安排，毋須把中央人

民政府的任命權說成危機，我們應尊重中央人民政府的最終

任命權，這是憲制的安排，不應把中央人民政府陷於不義，

只需如實作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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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五十三條已規定，行政長官在任時的出缺安排，及補

選行政長官的時序。基本法五十五條亦規定，行政會議成員

任期應不超過委任他的行政長官的任期。自問責制實施後，

行政會議官守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如中央人民政府不任命

候任行政長官時，在重選的過渡期中，又跨越上一任行政長

官的五年任期，確實會出現管治真空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

難題，我們不是管治人才，不能作出具體建議，只能在我們

常識中提供見解。 

 

公務員團隊中，以常任秘書長為首。 

立法機關中，以立法會主席為首。 

司法機關中，以終審法院大法官為首。 

 

可以考慮由公務員團隊及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暫時組成看

守政府，直至選出候任行政長官並得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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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  

 

要準確衡量「實際情況」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香港是一個高

度市場化、國際化及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際情況」

隨著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演繹，確實不容易掌握。每個市民對

現時的「實際情況」，都存在客觀因素和主觀判斷。雖人可

以全面地掌握，並作出中肯的判斷。 

 

我們亦只能主觀判斷基本法內的「實際情況」，「實際情況」

是包括經濟發展、社會情況、公民論政的意識、參政團體的

成熟程度及很小提述的地理因素。 

 

香港特別行政區狹小的面積、密集的人口，高速度的經濟及

社會發展，市民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及幾近一致的聲音期望

早日達致普選，早已具備普選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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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漸進 

 

一般理解「循序漸進」就是循著一定的步驟，有次序、有秩

序的前進，當中有逐步過渡的意思，在一段時間內有不同階

段的演變。演變的過程不能停滯不前，應分階段進行。但誰

人可以中肯地指出發展步伐快、慢、緩、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推選委員會及選舉委員會民意

比率作為例子。政治體制其餘部份請參閱均衡參與。 

 

分區直接選舉的立法會議員的 

民意比率 

 全體立法會議員的 

民意比率 

第一屆20人÷400人＝5％  第一屆60人÷400人＝15％ 

第二屆24人÷800人＝3％  第二屆60人÷800人＝7.5％ 

第三屆30人÷800人＝3.8％  第三屆60人÷800人＝7.5％ 

第四屆30人÷1200人＝2.5％  第四屆60人÷1200人＝5％ 

 

過去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第一屆民意

比率最高有參考價值。第二屆加入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4位

議員，但被其他三個界別增加的人數所壓倒。第三屆雖然再

加入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6位議員，民意比率亦只能提升不

足1個百分點。第四屆只尋求增加四大界別的人數。完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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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入分析及考慮民意代表或民意比率，民意代表或民意比

率明顯下降。嚴格來說，亦沒有為2017年普選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描繪出有前瞻性的準備。 

 

我們沒有加入兩個前市政局及區議會的數據，原因是選舉制

度，他們是由間接再間接的選舉產生，由間選產生的功能團

體(功能界別) 亦分開處理數據。 

 

我們認為過去只著眼於增加人數作為基礎，並不是循序漸進

的真義。如使用過去增加人數的進度及思維推算，不知甚麼

時候才能達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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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更佳的方法，改變選舉體制，按循序漸進的方式，增

加民意比率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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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參與 

 

由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衍生出來的原則， 

「均衡」就是公平、平等、對等。 

「參與」就是主動或被動的一種行為與涉入過程，可以減少

心理疏離的方式。 

均衡參與是社群意識、協同合作，主動或被動的賦權。在不

同的領域內，均衡參與會有不同的演繹。 

 

香港的自由競爭，活化了個體社會民眾的理性潛能，提供了

社會多元參與的機會。政府政策一旦傾斜時，自由競爭經常

成為社會上優勢團體的掠奪武器，侵蝕了社會發展的平等基

礎，導致了全體社會的不均衡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的均衡參與，可以追溯到前殖民地

時代，代議政制前的甄選精英制。80年代，代議政制引入間

接選舉精英制，功能組別選舉團打破立法機關甄選精英制。

90年代，代議政制再引入立法局直接選舉精英制，立法局甄

選精英制正式退出政治舞臺。 

往後就是基本法附件二的發展，至2008年時，間接選舉精英

制功能組別及直接選舉精英制各佔一半議席。至今，代議政

制的循序漸進，間接選舉的精英制去留未有定案，何時才能

達致均衡參與的最高目標普及平等。 



回應 2017 行政長官及 2016 立法會產生辨法   附件 1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 7 - 

另一方面，代議政制亦推進行政機關的民主化，回歸前；英

皇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港督(香港總督)是英皇的全權代

表，港督委任社會精英。回歸後；1997年至2012年，社會精

英通過由有限制的間接選舉所產生的代表選出行政長官，行

政長官當選後委任社會精英擔任主要官員。這是間接選舉精

英制下的均衡參與。 

行政機關由英皇指派的港督，過渡至間接選舉精英制下所產

生的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但從來沒有放棄使用甄選精英制

下的管治形式。 

 

經過三十年的社會發展，社會上優勢的行業及團體，早已壓

倒式微的夕陽行業或團體，再者，新興的行業火速發展，當

年細小或基層組織的團體，今日亦已茁壯成長。沸沸揚揚地

要進入代議行列，中醫界別成功爭取成為選舉委員會一份

子，就是佐証。 

 

當年的「均衡參與」已經失效，儘管按現狀重新規劃新的「均

衡參與」，亦不能保証若干年後，又再出現相同的情況。究

竟，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是否由選舉精英制下的

均衡參與，過渡至普及平等的均衡參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否邁入另一個民主領域內，

關鍵在於行政長官由那一種選舉制度所產生(間選、直

選) ；及如何詮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回應 2017 行政長官及 2016 立法會產生辨法   附件 2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 1 - 

直接選舉的提名委員會上限(框架頂線)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代表性及委員會的描述，已經作

出限制，當然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所涵蓋的香港居民，基

本法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居民，分為永

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永久性居民都是中國公民。基本

法第二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基本法第四十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

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

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而基

本法第七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

互選產生。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年滿四十周歲，在

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需要主動按照香港法律的規定

登記成為合資格選民，才可以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週

期性的選舉中不主動投票，視為不行使選舉權。而不主動按

照香港法律登記成為合資格選民，被視為不行使週期性的選

舉權。滿四十周歲，通常連續居港二＋年，沒有外國居留權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已經具備擔任重要職位的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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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認知的範圍內，沒有一個民主選舉制度是可以擁有參

選權及投票權，偏偏就沒有提名權。只可以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找到一個相當奇特的間接選舉制度，可以參選及提

名，但沒有投票權，而有投票權，就沒有參選及提名權。 

 

綜合以上結論是提名委員會的上限，可以定為香港永久性居

民中的合資格選民。如使用政策限制(篩選)， 

甲. 可以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作為提名委員會委

員的主要要求。 

乙. 可以定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合資格選民在2016年立

法會選舉中，履行公民任務，投下神聖一票者，自動成為2017

年提名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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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選舉的提名委員會下限(框架底線) 

 

基本法及相關文件中，對推選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及提名委

員會各有描述。 

在描述推選委員會時，使用推選委員會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

民組成，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 

在描述選舉委員會時，使用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

會。只有一次在例外地在基本法文件八中描述成「由有廣泛

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在描述提名委員會時，一致使用，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員會。 

我們認為「具」字，是一個有實質的限制詞，是指具備某種

功能、某種專業，是狹小的意思。反之，沒有「具」字，是

一個相當寬的空間，限制亦會小得多。 

 

而2007人大決定的文件內，在不同層次的描述中，分別運用

可按照(1)及可參照(2)，  

(1). 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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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照：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

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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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兩詞中有輕重之分；可按照是指已經有所規定，相信可

參照是指參考某些事物。 

 

綜合以上觀點的結論是， 

可按照與可參照有「輕重之分」，及有「具」為專，無「具」

為寬，兩者層次不同。 

 

所以提名委員會的下限，是由選舉委員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

時，再增加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參閱附件一)。 

 

 

 

 

 

 

 

 

 

 

 

 

 

 

 



回應 2017 行政長官及 2016 立法會產生辨法   附件 2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 5 - 

投票安排 

 

任何選舉方法，均有他們的優點和缺點，究竟有那一種選舉

方法，可以適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殊的政治體制，同時可以

有效地反映出候選人的支持度。 

 

行政長官現行的舉選辨法，使用兩輪選舉制，加入絕對多數

者勝。在單一選區、三佰多萬合資格選民投票及只點算有效

票下，兩輪選舉制一定可以分出絕對多數者，但需考慮在第

一輪選舉時，被淘汰候選人的支持者，在第二輪選舉時的逆

向思維，他們再投下的一票始終不是第一意願。可能會選出

一個極端的候選人。 

 

選舉不一定由絕對多數勝出，免強使用選舉方法去迎合遷

就，可以達至理想效果嗎？我們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投票的方法，可以研究計分投票制（Range voting）的可

行性。 

 

計分投票制會比選擇次序淘汰制更為靈活(選擇次序淘汰制

在設上已假定選票上的名次都不相同)，由於計分投票制的

評分可以使用數字（例如從 0至 100），可以由投票者自行

配數。使投票者能給予一個或以上的候選人有相同的評分，

最終由總和分數最高的候選人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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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投票制和相對多數制同樣地，不一定由絕對多數者勝

出，但選票內的數據不會騙人，一定是最多支持的數據勝

出。計分投票制，可以使用在單議席外，亦可配合比例制使

用。 

 

名單比例制﹙與單議席舉選無關) ，名單可以分為開放名單

或封閉名單。在開放名單制度裡，投票者能決定要投給名單

裡的候選人(立法會分區直選)。在封閉名單制度裡，議席通

常由政團自行分派。 

分配議席的方式，可以被分類為最高平均法和最大餘額法。

最大餘額法以選票的數量設定特定的配額(立法會分區直

選)，而最高平均數法則直接除以選票的數量來決定配額。 

 

當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數法，相信

會有效地反映選民的意願，數據將會更加準確。亦可中肯地

確認候選人的支持度。當然計分投票制有它的缺點，可能引

起年邁選民的不便和投票、點票及核票的時間會比現時更加

持久。但我們認為最為重要的是有一個更公平、更均權的選

舉方法。 

 

至於，行政長官只有一個候選人時，我們較傾向支持執行投

票程序。表面上選舉已完結，但過程尚未完結，剩下由中央

政府任命，執行投票可以讓選民投下信心一票，(可以考慮

縮短投票的時間)。不論結果如何，候任行政長官往後的施

政及中央政府任命時，亦可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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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贏得 

議席 

甲 10,000* 5,000* 3,333* 2,500* 2,000 1,666 1,428 1,250 4 

乙 8,000* 4,000* 2,666* 2,000 1,600 1,333 1,143 1,000 3 

丙 3,000* 15,000 1,000 750 600 5,000 428 375 1 

丁 2,000 10,000 666 500 400 3,333 286 250 0 

上述的建議將會使用計分投票制配合名單比例制加上使用最高平均數法，假設有

8個議席，每張名單的得票除以1、2、3、4、5、6、7和8。數字最高的8位獲得議

席。 

 

重點參考資料： 

 
基本法及其他相關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出版(2012年7月) ； 

基本法：第十五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五＋三條、六十八條； 

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一修正案(2010)；(下稱基本法附件一) 

基本法：附件二及附件二修正案(2010)；(下稱基本法附件二) 

基本法：文件十八；(下稱2004人大解釋) 及 

基本法：文件二十一。 (下稱2007人大決定)  

 

基本法文件滙篇1986-1990-HKS342.202-C53。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984年7月代議政制綠皮書； 

1984年11月代議政制白皮書； 

1987年5月代議政制白皮書； 

1988年2月代議政制綠皮書；及 

1994年2月代議政制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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