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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及  

二 零 一 六 年 立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  

 

意 見 和 建 議  

 

 

 

 

 

 

 

 

 

# 附 件 一 : 「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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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及 二 零 一 六 年 立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 諮 詢 方 案 ， 本 人 ， 王 敏 剛 ， 有 如

下 意 見 ：  

 

《 基 本 法 》 第 四 十 四 條 列 明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由 年 滿 四 十 歲

， 在 香 港 通 常 連 續 居 住 滿 二 十 年 並 在 外 國 無 居

留 權 的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永 久 居 民 中 的 中 國 公 民

擔 任 ！ ”  

 

中 國 公 民 向 國 家 宣 誓 效 忠 ， 誓 詞 中 就 有 “

需 要 保 護 國 家 權 益 和 領 土 ， 維 護 國 家 尊 嚴 和 安

全 的 責 任 ” ； 因 此 ， 特 首 候 選 人 “ 愛 國 愛 港 ”

的 先 決 條 件 是 精 神 上 和 實 質 上 體 現 出 來 的 。 在

誓 言 的 含 意 充 分 體 現 具 體 的 信 約 精 神 及 行 為 守

則 。  

 

《 基 本 法 》 第 四 十 五 條 列 明 “ 行 政 長 官 產

生 辦 法 是 根 據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實 際 情 況 循 序 漸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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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終 達 到 一 個 有 廣 泛 代 性 的 「 提 名 委 員 會 」 按

民 主 程 序 提 名 後 普 選 產 生 ” 。  

 

因 此 ， 對 於 「 行 政 長 官 」 候 選 人 「 資 格 」

、 「 提 名 」 方 法 ， 「 選 舉 」 原 則 已 有 清 楚 條 文

列 明 ， 根 據 香 港 實 際 情 況 ， 本 人 有 以 下 建 議 :  

 

「 行 政 長 官 」 產 生 辦 法  

 

「 提 名 」 是 由 一 個 具 有 「 廣 泛 代 表 性 」 的

「 提 名 委 員 會 」 根 據 「 民 主 程 序 」 提 名 。 籌 組

「 提 名 委 員 會 」 進 行 評 定 候 選 人 是 《 基 本 法 》

要 求 ， 這 個 機 構 設 立 是 有 充 分 法 理 依 據 成 立 的

。  

 

「 提 名 委 員 會 」 的 結 構 應 參 考 歷 屆 特 首 「

選 舉 委 員 會 」 結 構 ， 透 過 社 會 具 代 表 性 的 四 個

部 份 組 成 ， 這 程 序 已 在 特 別 行 政 區 執 行 了 多 次

， 效 果 理 想 ， 絕 大 部 份 成 員 透 過 不 同 界 別 以 「

間 接 選 舉 」 產 生 ； 其 中 ， 三 百 多 萬 合 資 格 選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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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 過 選 舉 區 議 會 議 員 和 直 選 功 能 組 別 議 員 ，

間 接 參 與 特 首 選 舉 ， 充 分 體 驗 「 廣 泛 代 表 性 」

和 均 衡 參 與 原 則 。 此 「 提 名 委 員 會 」 代 表 性 超

越 立 法 會 選 舉 代 表 性 。  

 

建 議 不 超 過 三 個 候 選 人 ， 由 一 個 八 百 人 「

提 名 委 員 會 」 產 生 ， 一 百 個 提 名 委 員 可 推 薦 一

位 候 選 人 ， 全 部 被 推 薦 候 選 人 由 全 體 提 名 委 員

進 行 民 主 選 舉 選 出 三 位 候 選 人 正 式 參 選 ， 正 式

候 選 人 必 須 在 選 舉 中 有 過 半 數 提 名 委 員 支 持 ，

充 分 體 驗 「 民 主 程 序 」 實 踐 。  

 

「 提 名 委 員 會 」 產 生 候 選 人 名 單 “ 後 ” 再

由 全 港 選 民 直 接 選 舉 產 生 特 首 。  

 

2016 立 法 會 選 舉  

 

鑒 於 2020 年 後 才 考 慮 立 法 會 「 普 選 」 ， 故 在

2016 年 立 法 會 選 舉 可 維 持 現 在 方 法 ， 但 可 考 慮

放 寬 更 多 全 民 直 選 議 員 席 位 ， 功 能 團 體 代 表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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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基 礎 亦 可 考 慮 擴 大 ， 具 體 詳 情 還 需 進 一 步 考

慮 當 時 社 會 實 際 情 況 再 仔 細 磋 商 ！  

 

「 普 選 」 政 體 充 分 考 慮 了 選 民 的 質 與 量 以

達 致 均 衡 參 與 目 的 ， 其 中 包 括 「 直 選 」 與 「 間

選 」 的 民 主 選 舉 程 序 產 生 ， 國 際 公 認 「 普 選 」

政 體 的 民 主 國 家 ， 第 一 個 是 美 國 【 註 一 】 當 今

世 上 奉 行 民 主 普 選 制 度 源 於 美 國 ， 但 應 用 時 亦

因 應 各 國 憲 法 執 行 ， 但 都 不 執 行 平 等 直 選 ， 均

是 間 接 和 直 接 混 合 選 舉 產 生 的 政 體 。  

  

根 據 上 述 特 首 提 名 選 舉 程 序 ， 屆 時 香 港 政

體 將 會 由 直 選 「 特 首 」 ， 「 直 、 間 選 」 立 法 會

組 成 ， 充 分 符 合 國 際 「 普 選 」 政 體 定 義 。  

    

根 據 上 述 引 證 ， 2017 香 港 政 體 已 經 實 質 上

奉 行 「 普 選 」 制 度 ； 未 來 立 法 會 「 普 選 」 成 份

可 循 序 漸 進 放 寬 直 選 成 份 ， 使 香 港 民 主 政 制 在

「 一 國 兩 制 」 《 基 本 法 》 框 架 下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更 開 放 文 明 的 民 主 代 議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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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是 本 人 對 政 改 諮 詢 的 一 些 意 見 和 建 議

， 希 望 有 關 方 面 可 以 參 考 。  

 

           王 敏 剛  

2014 年 1 月 18 日  

註 一 ：  

「 孫 中 山 先 生 ， 民 權 主 義 第 四 講 “ 普 遍 選

舉”-“美 國 選 舉 權 ” 」 哈 氏 (Alexzander 

Hamilton) 的 普 遍 選 舉 (Universal Suffrage) 與

庶 氏 (Thomas Jefferson) 的 平 等 選 舉 (Equal 

Suffrage) 之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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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意見」 

 

1、 關係國家主權利益和香港長治久安 

 

    中央政府對在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最終達至普選的立場

是堅定不移的，是一貫的，誠意不容懷疑。否則，就不會把在《中

英聯合聲明》中根本沒有提及的“普選”概念寫進基本法，作出

莊嚴的法律承諾；也不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 12 月 29 日

的有關決定中明確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五十年不變中期的前

段就可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香港普選問題的實質，不是民主發

展步伐快慢的問題，其實質是要不要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問

題，也就是說，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因此，設計

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不僅僅是香港自身的事情，也是整個國

家的事情，不僅要考慮香港的民意，更要考慮對香港未來發展方

向的影響、對香港與國家關係的影響，從根本上講，要從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大局、從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長治久

安的大局出發。有關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制度設計及其運作結果

也不能導致選出一個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

主要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一是香港的法律地位。基本法

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

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我國

是一個單一制國家，從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看，香港特區雖然

享有高度自治權，但仍然屬於地方行政區域，而非一個國家或獨

立的政治實體，與中央的關係在本質上仍是上下級管轄關係和隸

屬關係。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區的首長，應當執行中央政府就基

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否則，單一制下中央統一領導

的基本原則就無法得到體現和維護，中央與地方關係也就不可能

處理好。這是行政長官不得與中央對抗的根本法理依據。二是行

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基本法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負責。”根據這一規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全權代表和



 2 

香港特區的最高地方長官，在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上居於十分重

要的地位。因此，行政長官必須是能夠與中央保持良好關係的

人。要做到對中央負責，愛國愛港是對行政長官的起碼要求。行

政長官愛國愛港、擁護中央並為中央信任，是毋庸置疑的政治底

線。與中央對抗的人本質上是要推翻中央，這些人既不可能與中

央保持良好關係，更不可能真正對中央負責。三是行政長官正確

履行其職責的需要。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主要體現在其能夠履

行肩負的重要職責上。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這些職責包括：行政

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其他法

律；行政長官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政府備案；行政長官提名

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並建議中央政府免除主要官

員的職務；行政長官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

發出的指令；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

務和其他事務等。行政長官無法脫離中央政府行使上述重要職

責。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處理不好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不可

能真正履行和落實好上述職責。 

 

    基本法第104條明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就職

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裏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稱，表明行政長官效忠國家與效忠香港特

區的統一性。因此行政長官參選人應在參選時聲明他會遵守基本

法。 

 

2、 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的法律地位決定了它必須在

設計普選制度時尊重中央的權力，處理好與中央的關係，維

護好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香港的普選制度設計，應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與香港的

憲制地位相適應。基本法第 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 12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

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些規定確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

位和法律地位。從根本上說，香港特別行政區雖然“特別”，享

有高度自治權，但畢竟是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不是一個國家或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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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政治實體。在香港實行的普選，性質屬於地方性選舉，不能

簡單地比照一個主權國家的普選模式來設計香港的普選制度和

程式。在設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普選制度時，不僅要考慮選舉制

度本身的公平、公正、合理，還要考慮有關普選制度安排及其結

果對國家的影響，考慮到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有關的制度安排不

能侵蝕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更不能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就行

政長官普選而言，有關制度安排及其結果不能導致選出一個與中

央政府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政治底線。這一底線是香港

的憲制地位決定的，是香港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決定的。事實上，

無論是單一制國家還是聯邦制國家，都不可能允許其轄下的任何

一個地方選出與中央政府對抗甚至宣稱要推翻中央政府的地方

領導人。俄羅斯不允許車臣和自己對抗，美國不允許夏威夷和自

己對抗，英國也不會允許北愛爾蘭和自己對抗。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還體現在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

政府負責的關係上。基本法第 43 條規定，行政長官必須依照基

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要落實

基本法的這一規定，愛國愛港是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起碼要求。

要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選出的行政長官必須是基本政治立場愛

國愛港、擁護中央並為中央信任的人。這種要求毋庸置疑，是政

治倫理。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中央的關係、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規定，完全可以推導出合

乎邏輯的憲制要求，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選出的行政長官必須愛

國愛港，而且必須擁護中央政府並得到中央政府信任，而不可能

沒有任何政治要求。在香港實行普選，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法，維

護“一國兩制”，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與香港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相協調。這樣才能切實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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