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面人士/團體

對《基本法》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 

A.	原則問題

原則問題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意見� 

A1.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能符合《基本法》中有關中 z 《基本法》中有關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已清楚

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中的原則： 說明下列三點原則－

1)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見《基本法》第一
(1)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見《基本法》第一

條)；
條）？� 

2)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見《基本法》
第十二條）；
 

十二條）？
 
(2)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見《基本法》第

3)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既對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又對香港特區負責（見《基本法》(3)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既對中央人民政
第四十三及四十五條）。

府負責，又對香港特區負責（見《基本法》第四十三

及四十五條）？
 這三點原則既定，現階段市民是不應再說「同意」

或「不同意」，否則是質疑《基本法》根本性原則問

題。相反，香港政制發展應不斷朝向及符合這三項

原則而行。� 

z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份，乃不爭事實。港人必

須重視「一國兩制」一詞中，先有「一國」，後才有

「兩制」的實際概念。簡單來說，「一國」是「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 

z 「高度自治」是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 

z 「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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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問題

A2. 就「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兩個原則，你認為: 

(1)「實際情況」應包含什麼？� 

(2)「循序漸進」應如何理解？�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意見� 

z 《基本法》確立了從「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

發展普選制度。按目前社會實況，沒有迫切性在二

零零七/零八年實行普選，原因有四：� 
1) 	 社會無承受巨變的準備
香港回歸中國只短短六年，卻經歷了嚴重打擊

整個亞洲的金融風暴、「禽流感」和「非典型肺

炎」等疫症。在政府和市民共同努力下，好不

容易才能成功對抗這些重要困難。現時經濟稍

為好轉，正是休養生息的好時候，我們應避免

任何會引起社會巨大變化的舉動，包括重大的

政治改革。任何重要改變，都需要充足時間作

預備。我們應該在鞏固現有體制下，作出穩守

求進的務實行為，不應再讓市民疲於應付新的

政治制度，從而削弱社會力量。� 

2) 	 未有主流意見和共識
如果於短期內實行普選，首先必須獲得社會共

識，起碼是廣大市民的認同。然而，目前社會

對政改方向，仍未有主流意見、願望和共識，

其中包括第四屆立法會的議席，應否減少或重

組合併功能組別一議題，社會上仍需一段時間

進行消化、討論和協商等等。� 

3) 	 教育條件不足
普選的社會條件，是全民必須理解普選的真正

意義。可惜，目前普選教育仍未推行，這是以

普選為政改最終目標的一大障礙。倘若在普選



 

  

 
 

 
 

 

 

 

- 3 – 


原則問題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意見

教育還未開始時推出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選

舉將會停留於少數人的支持和參與，最終未能

達到真正的普選，以及達到維護大多數市民利

益的目的。� 

4) 缺乏政黨政治
普選的理念，是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令政府

可照顧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利益。如要代表各

階層利益，香港必須擁有成熟的政黨政治。然

而，觀察目前各政黨，他們仍處於努力學習探

索的過程中，而且市民加入政黨的比率也嚴重

偏低，無法代表廣大及各階層的利益。換言之，

政黨政治根本未成形。� 

z 雖然回歸後應該全面落實「港人治港」，但社會人士

對政治偏向冷感，工商界亦只關注與自己行業有關

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政制發展的步伐更應該是

「循序漸進」。� 

z 絕不是反對普選。相反是同意《基本法》規定普選

為最終的目標。只是目前我們還需要時間，還需要

考慮社會實況。過於急進實施普選，只會適得其反、

勞民傷財、影響深遠，還會引為國際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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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問題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意見� 

A3. 根據姬鵬飛主任在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說明，
你認為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才能: 

(1) 「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2)「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z 「肯定」在現有選舉體制下，政府已盡量兼顧及積

極維護各階層人士的利益，包括區議會委任制、立

法會功能組別選舉等。不過，在現有立法會選舉制

度下，可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增加選舉團組

別，例如：� 

1) 家庭主婦功能組別；� 

2) 擴大或增多有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功能界別
議席，如酒店、航空、物流、商界等。� 

z 現時工商界在立法會中只佔有少於百分之二十的議

席，而商界普遍擔心落實普選後商界在議會中的聲

意會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