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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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社團聯會意見� 

A1.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能符合《基本法》中有關中
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中的原則： 

z 第（1）項條文已清楚顯示特區政府是中央整體的一(1)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見《基本法》第一
部分，這釐清了香港在國家上的定位角色。條）？� 

z 第（2）項條文則清楚界定了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2)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見《基本法》第
關係，管治權乃來自於中央的授權。在尊重及肯定十二條）？� 
這兩項原則的同時，只有恪守以下三項原則，香港

的政制才能更好地發展。這三項原則，包括：「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一國兩制」

是「一國」前題下實施的「兩制」，「港人治港」必

須是以愛國愛港為主體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

中央授權給香港特區實行的高度自治。� 

(3)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既對中央人民政
z 至於第（� 3）項條文，由於香港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

府負責，又對香港特區負責（見《基本法》第四十三 國，亦是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是有實質意義
及四十五條）？� 的，因此，行政長官既對特區負責，又對中央政府

負責，實屬必要的；中央擁有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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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問題 九龍社團聯會意見

而且有審核行政長官的實質權責，而並非單單只是

形式上的任命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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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除了民意訴求這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以外，「實際情

況」應要兼顧其他社會條件的配合，包括：� 

A. 「健全的選舉法例」是確保選舉是否能達致公
平、公正及公開的主要準則；� 

B. 「公民質素」是指香港市民對於國家觀念的認
識、了解，對於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對於選舉

是否能抱理性的態度；� 

C. 「社會共識」是指社會各階層人士對於政制發展
步伐的共識；� 

D. 「政治人才培養」是用以衡量現時香港是否有足
夠參政議政及治港人才，以確保香港的政制能穩

定發展；� 

E. 「政黨水平及能力」是用以評估現時政黨是否有
高質素的政策研究、分析、議政及決策能力；� 

F. 「傳媒公信力」是檢討本港傳媒是否能以持平、
公正及客觀的態度，報導事實真相及分析社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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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問題 九龍社團聯會意見

事；� 

G. 「社會經濟情況」是指香港現時的社會經濟環
境，是否能承受政治不穩定下所帶來的衝擊，是

否會對香港的經濟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 

z 聯會於本年� 3 月下旬，就「台灣選舉經驗與香港發
展」所進行的問卷調查，成功訪問了� 501 名香港市
民。根據該調查的結果顯示，較多市民認為香港的

「政治人才培養」、「健全的選舉法例」及「政黨水

平及能力」仍未成熟；認為� 07 / 08年仍未有足夠條
件「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及立法會，佔� 44%，較認
為足夠的� 30%，高出� 14%，這反映出不少市民明白
到香港實行全面普選的條件仍未成熟。� 

z 上述� 7項條件，由� B到� F項仍有大量改善空間需要
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創造成熟的環境，以配合適應

日後的政制發展。� 

z 香港正值步入復甦期，更需要社會各界同心協力，

共渡時艱，振興經濟，避免普選帶來的政治衝擊令

香港經濟再次受挫。� 

z 目前香港實際情況未適宜推行全民普選特首及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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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問題 九龍社團聯會意見

 (2)「循序漸進」應如何理解？

會。� 

z 「循序漸進」應包含兩個意思，一為「循序」，二為

「漸進」。「循序」即是按照程序而行，而「漸進」

則是逐步達成的意思，並非「一步到位」；在政制發

展的「原則」上，所強調的是「漸」進，而非「急」

進；「循序漸進」實質是指，政制發展必須按香港的

「實際情況」，逐步達致普選的最終目標。� 

z 以現時的政制發展來看，已循著漸進的方向而行，

如以行政長官選舉為例，第一任行政長官由� 400 名
具廣泛代表性的推選委員會委員選出，而第二任行

政長官則由� 800 人所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從選
舉團人數以至其代表性都是向前邁進一大步的。� 

z 又以立法會選舉為例，分區直選議席由第一屆的� 20
席增至第二屆的� 24席，後又再增至第三屆的� 30席，
這充分體現出「循序漸進」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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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現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已網羅了香港各工商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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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問題 九龍社團聯會意見� 

(2)「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及專業團體的代表，已兼顧到各階層的利益，亦達

致「均衡參與」的原則；而且，功能組別選舉在回

歸前已一直沿用，既行之有效，對於香港的穩定繁

榮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如協助政府調解各行業的問

題及制定相關的政策，符合香港現時的實際需要。� 

z 社會上有部分意見提出要全面取消「功能組別選

舉」，改為全面實行分區直選。聯會認為，現階段各

專業界別代表未有充足的空間透過分區直選得到表

現，故現階段全面落實普選的條件是不足的；而且，

在全面落實普選後，要求大幅度增加社會福利開支

的訴求可能會上升，加劇香港的財政壓力，不利於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