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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政府部門代表 

黃寶蓮太平紳士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 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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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志偉先生 總工程師/交通工程(港島) 運輸署 
張世光先生 工程師 運輸署 
鍾達光先生 高級工程師 水務署 
林盛國先生 總工程師 土木工程拓展署 
馬利德先生 港島及離島拓展處處長 土木工程拓展署 
尹萬良先生 主要工程管理處副處長 路政署 
謝建菁女士 港島規劃專員 規劃署 
陳本標先生 港島及離島拓展處高級工程師 土木工程拓展署 
林瑞麟先生 局長 政制事務局 
黃霆之小姐 助理秘書長 政制事務局 
陳維民先生 首席助理秘書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藍列群女士 助理處長 房屋署 
鄭青雲先生 助理秘書長 生福利及食物局 
陳詠梅女士 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入境事務處 
戴錫華先生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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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秘書 

黃愛珍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灣仔 民政事務總署 
 
  負責人 
第 5 項：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社會人士對二○ ○ 七年 

行政長官及二○ ○ 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和建議 

  

 (灣仔區議會文件第 6/2005 號)   

   
47. 主席歡迎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及助理秘書長黃霆芝小
姐出席會議。 

  

   
48. 林局長發言，要點如下：   

(i) 第四號報告書陳述專責小組在五個多月公眾諮詢期間所
收到的公眾意見，希望經過討論，可以在二○○五年上半

年訂定切實可行並得到公眾支持的方案，以推動○七年行

政長官選舉和○八年立法會組成； 

  

   
(ii) 歸納所得的討論方向有三個，第一是有關行政長官的選舉
辦法，整體而言，社會希望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可以增加

委員人數及擴闊選民基礎，但對於如何實施，卻未有主流

意見，較多提及的是區議會代表人數是否需要增加； 

  

   
(iii) 第二方面是關於立法會的組成，支持增加議席的意見略
多，理據是可以分擔立法會的工作及培訓政治人才，至於

持保留意見的主要原因，則在於人大常委的決定，規定直

選與功能組別的議席要維持 1:1的比例，若增加整體議席
數目，功能界別的議席數目亦須有所增加，這會對日後推

行普選添加困難； 

  

   
(iv) 第三方面是有關擴闊立法會功能組別選民基礎的問題，例
如把公司票和團體票改為個人票，以及增加婦女、青年、

中小企和區議會等組別； 

  

   
(v) 當局希望在二○○五年上半年推動社會討論，達成共識，
年中左右推出主流方案，並發表五號報告書，下半年推動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二○○六年上半年手處

理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下半年組成第三屆行政長官

  



 四

  負責人 
選舉委員會，二○○七年會處理立法會條例修訂。 

   
49. 議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i) 鄭其建議員：政府對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產生方法已有
既定立場，就是酌量增加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成員人

數，但繼續小圈子選舉，實行假民主。 

  

   
(ii) 黃宏泰議員：   

(a) 認為政府最後不會把所有民選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   
(b) 行政長官的候選人，須懂得「分餅仔」，否則分配不
均，難以競選連任。 

  

(c) 功能組別選舉已經與時代脫節，繼續維持下去，只會
產生更多社會矛盾。會計師界別可參與選舉行政長官

的名額較漁農界為少。 

  

   
(iii) 金佩瑋議員：   

(a) 全體區議員均應被納入選舉委員會；   
(b) 功能組別只是維護建制利益的工具，應予取消；   
(c) 提升區議會的職能，透過區議會進行民主教育，為將
來的全民普選鋪路。 

  

   
(iv) 盧健明議員：每位區議員都是當區居民的代表，有一定代
表性，應被納入選舉委員會。 

  

   
(v) 陳耀輝議員：   

(a) 現時的制度存在雙重缺陷，一方面是功能組別，另一
方面地區直選又採用比例代議制； 

  

(b) ○八年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可否向普選邁進一步。   
   

(vi) 鄭琴淵議員：   
(a) 循序漸進也不可太慢，希望當局可提出普選產生特首
和立法會的時間表； 

  

(b) 容許外籍人士擔任立法會議員的做法應該取消；   
(c) 區議員應該成為選舉委員會成員。   

   
(vii) 謝永齡議員：   

(a) 報告書沒有提到○七/○八雙普選使人失望；   



 五

  負責人 
(b) 選舉委員會人數越多越好，因為人數少容易被操控；   
(c) 循序漸進須以增加代表性為原則，否則政府認受性低
的問題會繼續存在； 

  

(d) 民主化是世界趨勢，香港的民主選舉發展步伐太慢。   
   

(viii)李繼雄議員：   
(a) 政府如不把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將很難向全港市
民交待； 

  

(b) 支持增加立法會議席，並建議讓 18區區議會有代表加
入立法會； 

  

(c) 現時如不能取消功能組別，希望可以加入其他如婦
女、學生等組別，並把公司票改為個人票，讓所有從

業員都有投票權。 

  

   
(ix) 邱浩波議員：   

(a) 特首雖然是由 8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但每一
位成員都是由其界別選出，代表其界別投票，有一定

代表性； 

  

(b) 贊成將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以增強選委會的代表
性和認受性； 

  

(c) 容許將外國國籍人士擔任立法會議員的制度應予取
消，因為涉及忠誠的問題； 

  

(d) 政府在培養政治人才方面的工作不足。   
   
(x) 徐尉玲議員：上市公司主席的代表性不足，若考慮納入功
能組別，上市公司董事更具代表性。 

  

   
(xi) 吳錦津議員：特首和立法會最終由普選產生已是共識，目
前的問題是許多有才能的人士不願參政，大家應檢討目前

的吵鬧文化，考慮如何吸納人才。 

  

   
(xii) 蕭志雄議員：   

(a) 立法會議員須是中國籍人士，並須追溯至過去四年，
不應容許臨時更改國籍； 

  

(b) 日後如容許有黨派人士擔任特首，其政黨若非大多數
(majority)，恐怕政府運作會陷於癱瘓； 

  

(c) 香港政府只是地區政府，一切須得到中央同意，現時   



 六

  負責人 
的討論，會否無疾而終。 

   
(xiii) 主席：   

(a) 去年灣仔區議會通過動議，支持○七/○八進行普選；   
(b) 若○七/○八不進行普選，則希望能加快民主步伐；   
(c) 選舉委員會人數越多越好，就算由 800 人增至 8000
人，其實也只是全港市民的極少數； 

  

(d) 若功能組別遲早會取消，則不應增加界別和議席，但
可考慮將現時的 30席，由公司票改為個人票，讓界別
從業員可以一人一票； 

  

(e) 政府準備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討區議會職能，未知
檢討工作進程如何，希望區議會可參與檢討的過程。 

  

   
50. 林局長回應表示：   

(i) 政制事務局已經與民政事務總署成立工作小組，聽取區議
會的意見，並準備於今年第四季開始區議會的檢討工作，

屆時會發出諮詢文件； 

  

   
(ii) 多位議員支持選舉委員會內須擴闊區議會的代表性，他會
把意見向專責小組反映； 

  

   
(iii) 除了關注選舉委員會成員數目的增加，還要關注增加選民
基礎，例如納入區議員，或把公司票改為個人票，均有助

擴闊選民基礎，局方會細心研究所收到的意見及推動改革

的步伐與模式； 

  

   
(iv) 有議員擔心增加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會對普選造成障
礙，但○七/○八只是步向普選的中轉站，要考慮的是對
新增議席和舊有選民基礎作出調節，讓公眾可以更廣泛

參與； 

  

   
(v) 區議員和社會人士都很關心普選的時間表，局方亦一直有
向中央反映，但基於工作的先後緩急，工作小組會先處理

○七/○八的選舉方案，有關普選時間表的問題在適當時
間才予以處理； 

  

   
(vi) 關於擁有外國國籍人士參選的問題，在八五至九○年草擬   



 七

  負責人 
基本法時，基於香港是國際城市和對外開放的社會，所以

容許 20%的立法會議席由擁有外國居留權人士出任，但這
個是上限，香港可以透過本地立法決定議席數目。 

   
(vii) 立法會增加議席可以創造空間，讓不同階層的人士有機會
投身政界，對於政制發展和培訓政治人才均有助益； 

  

   
(viii) 二○○二至二○○四年，有幾位有政黨背景的立法會議員
加入行政會議，是政黨政治融入政府架構的開始。 

  

   
51. 林局長感謝各區議員所提的寶貴意見，並表示希望今後可繼續
就政制發展問題與灣仔區議會交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