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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政 制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第 四 號 報 告 ： 社 會 人 士 對 二

一： 零 零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立 法 會 產 生 辦

法的意見和建議 

（油尖旺區議會第� 9/2005號文件）       

 

2. 主 席歡 迎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林 瑞 麟 太 平 紳 士 及 助 理 秘

書長周永恒先生列席會議。 

 

3. 林瑞麟局長表示，截至� 2004 年� 12月中為止，政制發

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發出了四份報告。根據《基本法》

的規定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 區 二 零 零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和 二 零 零 八 年 立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有關問題的決定》，去年五月中發表的第三號報告列舉了

多 項 有 關 行 政 長 官 及 立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可 考 慮 予 以 修 改 的

地 方 ， 使 選 舉 制 度 進 一 步 開 放 和 加 強 公 眾 的 參 與 ， 從 而

選 出 得 到 廣 泛 支 持 的 代 表 。 第 三 號 報 告 發 表 後 ， 專 責 小

組 採 用 開 放 的 途 徑 諮 詢 公 眾 ， 並 期 望 今 年 年 中 左 右 達 致

的 主 流 方 案 能 充 分 反 應 社 會 各 界 的 意 見 和 獲 得 立 法 會 支

持 ， 以 推 動 這 兩 個 選 舉 制 度 的 改 革 。 第 四 號 報 告 旨 在 把

過 去 數 月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向 公 眾 交 待 ， 並 提 供 基 礎 讓 專

責小組制定主流方案。 

 

4. 林 瑞 麟 局 長續 稱 ，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 有 三 個 方 案 較 為

社會所接受：（一）擴大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由� 800 人增

至 1 200 人 或1 600人 。 此 外 ，由於區議員有廣泛代表

性 ， 因 此 有 意 見 支 持 應 將 更 多 區 議 員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

例如在選舉委員會內增設不同界別（婦女界別、青少年界

別、中小企界別等），但現時政府對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及

增加辦法尚未有定案；（二）擴大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功

能 界 別 選 舉 的 選 民 範 圍 及 數 目 ， 以 及 將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組和功能界別選舉中的團體投票改為個人投票；（三）

立 法 會 議 席 數 目 應 否 增 加 在 現 階 段 仍 然 存 在 分 歧 ， 有 許

多 意 見 認 為 維 持 立 法 會 議 席 總 數 不 變 ， 可 避 免 與 《 基 本

法》中規定邁向全面普選的最終目標有衝突，但也有意見

認 為 增 加 立 法 會 議 席 總 數 可 增 強 代 表 性 和 吸 納 更 多 政 治

人 才 ， 以 及 分 擔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工 作 。 至 目 前 為 止 增 加 立

法 會 議 席 的 意 見 佔 多 數 ， 但 立 法 會 議 席 數 目 至 今 仍 未 有

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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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瑞麟局長說，專責小組擬於� 2005 年� 5月發出第五號

報 告 ， 提 出 主 流 方 案 ， 如 得 到 立 法 會 支 持 ， 專 責 小 組 便

可於 2005年下半年處理《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

訂。修訂一俟完成，專責小組將於 2006年上半年提出修

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並於下半年組成行政長官選舉

委員會，以及於 2007年選舉行政長官。專責小組也會於

2007 年處理� 2008年立法會選舉的法案。 

 

6. 黎自立議員說，《基本法》規定� 2007 年及� 2008 年分

別 普 選 行 政 長 官 和 立 法 會 議 員 ， 因 此 不 論 是 何 種 主 流 方

案 ， 也 絕 對 不 可 違 反 2007 年 及 2008年普選的規定。此

外，他不贊成立法會仍然保存功能組別議席。 

 

7. 劉 志 榮 議 員表 示 ， 民 主 建 港 聯 盟 一 向 支 持 增 加 選 舉

委 員 會 數 目 及 立 法 會 議 席 數 目 ， 以 進 一 步 加 強 兩 者 的 代

表性，為香港早日進行普選創造有利條件。 

 

8. 陳健成議員認為，現時行政長官只由� 800 人組成的選

舉 委 員 會 選 出 ， 代 表 性 薄 弱 ， 因 此 應 大 幅 增 加 選 舉 委 員

會數目。為了加強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400 個民選區議

員 可 悉 數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 但 長 遠 來 說 ， 區 議 會 委 任 制

度 應 予 取 消 。 他 認 為 應 為 提 名 行 政 長 官 候 選 人 的 選 舉 委

員會數目設立上限（例如最多� 200 人），以便有多於一名

候選人參選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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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 根 據 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解釋基本法的結果，香港於� 2007

年及 2008年不會進行直選，因此，提名委員會應提名數

位 候 選 人 ， 讓 全 港 市 民 普 選 行 政 長 官 。 此 外 ， 陳 議 員 不

贊 成 增 加 立 法 會 功 能 組 別 議 席 。 如 增 加 直 選 議 席 ， 便 應

把功能組別選舉中的團體投票改為個人投票。 

 

9. 許 德 亮 議 員建 議 將 全 體 立 法 會 議 員 及 區 議 員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 他 認 為 保 留 功 能 組 別 並 無 不 妥 ， 但 功 能 組 別

的選民應具代表性。 

 

10. 葉樹安議員表示，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即使增至� 1 600

人 ， 也 屬 少 數 ， 而 且 代 表 性 不 足 。 若 區 議 員 全 由 民 選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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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把 他 們 悉 數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也 合 乎 情 理 。 他 贊 成 把

團 體 投 票 改 為 個 人 投 票 。 當 人 口 增 長 時 ， 增 加 直 選 議 席

也屬合理。香港現時已具備足夠條件於� 2007 年及� 2008 年

舉 行 雙 普 選 。 如 選 舉 制 度 不 民 主 ， 既 得 利 益 者 有 機 會 進

入議會，因而令貧富懸殊問題加劇。 

 

11. 林 浩 揚 議 員說 ， 第 四 號 報 告 羅 列 出 較 多 人 支 持 的 方

案，但卻沒有列出支持�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雙普選的人

數 等 資 料 。 現 時 行 政 長 官 只 由 數 百 人 組 成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出 ， 認 受 性 不 足 。 如 行 政 長 官 由 普 選 產 生 ， 對 施 政 會

大有幫助。《基本法》已訂明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

但如按照選舉委員會人數會增至� 1 600 人的方程式計算，

全港� 300 萬選民須待至� 2067年才可納入選舉委員會。他認

為 香 港 已 具 備 足 夠 條 件 進 行 普 選 ， 希 望 人 大 可 重 新 考 慮

釋 法 的 決 定 ， 而 專 責 小 組 接 著 進 行 的 諮 詢 也 不 應 是 鳥 籠

式諮詢。他指出，市民對�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普選仍有

強烈訴求。 

 

12. 關 妙 美 議 員表 示 ， 香 港 有 不 少 國 際 性 及 地 區 性 婦 女

組織，希望選舉委員會可以加設婦女界別。 

 

13. 秦 寶 山 議 員說 ， 香 港 民 主 民 生 協 進 會 希 望 行 政 長 官

及 立 法 會 以 普 選 方 式 產 生 。 雖 然 人 大 已 經 釋 法 ， 但 他 希

望 政 府 把 市 民 對 普 選 的 意 見 向 人 大 反 映 ， 並 與 人 大 再 次

商討能否重新考慮於�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普選。以目前

的 情 況 來 看 ， 他 不 贊 成 增 加 立 法 會 議 席 ， 因 為 增 加 議 席

對推動民主發展幫助不大。 

 

14. 副 主 席表 示 剛 於 上 星 期 出 席 了 立 法 會 政 制 小 組 會

議 。 他 於 會 上 報 告 了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早 前 討 論 政 制 發 展 的

內 容 ， 當 中 包 括 促 請 政 府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於 2007 年 及

2008年 進 行 普 選 ； 研 究 何 種 政 治 制 度 適 合 香 港 未 來 的 政

制 發 展 ， 以 體 現 一 國 兩 制 的 精 神 ， 以 及 政 府 應 盡 快 制 定

政 制 改 革 時 間 表 。 如 有 需 要 按 第 四 號 報 告 所 述 的 方 向 改

革 政 制 ， 他 同 意 增 加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人 數 ， 並 將 更 多 區 議

員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 民 選 議 員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 可 鞏 固

其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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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 振 雄 議 員謂 ， 香 港 市 民 對 民 主 的 訴 求 是 無 庸 置 疑

的。雖然《基本法》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循序

漸 進 的 原 則 而 規 定 ， 但 由 於 市 民 對 民 主 有 充 分 認 識 ， 進

行 普 選 的 步 伐 可 以 加 快 。 如 選 舉 委 員 會 有 需 要 保 留 ， 他

認 為 選 舉 委 員 數 目 應 大 幅 增 加 ， 以 提 高 行 政 長 官 的 認 受

性 。 而 立 法 會 直 選 議 席 也 應 增 加 ， 因 為 直 選 議 員 的 認 受

性較功能組別的議員高。 

 

16. 涂 謹 申 議 員表 示 ， 現 時 有 五 六 成 香 港 市 民 要 求 �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普選。即使普選暫不可行，市民也期望

政 府 制 訂 與 普 選 模 式 相 近 的 方 案 。 以 目 前 的 情 況 來 看 ，

恐 怕 政 府 提 供 的 主 流 方 案 會 與 普 選 模 式 大 相 徑 庭 。 雖 然

人 大 已 經 釋 法 ， 但 他 認 為 政 府 仍 有 可 能 制 訂 較 為 開 放 的

方案。 

 

17. 羅 永 祥 博 士稱 ， 人 大 釋 法 結 果 有 憲 制 地 位 ， 香 港 絕

對不會在�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雙普選。他不明白現時為

何仍有政黨堅持爭取�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普選。羅博士

認 為 當 務 之 急 是 如 何 在 沒 有 普 選 的 框 架 內 朝 著 循 序 漸 進

和 民 主 的 方 向 發 展 政 制 。 如 果 泛 民 主 派 的 政 黨 繼 續 堅 持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雙普選，現在的選舉模式可能維持

不變，即�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及� 60 個立法會議席維持不

變 ， 這 樣 ， 最 終 蒙 受 損 失 的 將 會 是 市 民 大 眾 。 他 希 望 民

主派能放棄成見，認真討論政制發展。 

 

18. 江威揚議員說，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全面普選是否

符 合 全 港 市 民 的 利 益 和 解 決 所 有 社 會 問 題 仍 有 待 商 榷 。

他 質 疑 全 面 普 選 未 必 可 令 香 港 成 為 全 球 最 民 主 的 地 區 。

他 希 望 了 解 市 民 對 全 面 普 選 的 確 實 意 見 。 香 港 在 制 訂 政

制發展時間表時，必須顧及人大的決定。 

 

19. 林 瑞 麟 局 長稱 ， 據 他 所 知 ， 各 方 面 都 支 持 香 港 進 一

步 民 主 化 。 但 由 於 香 港 並 非 獨 立 的 主 權 實 體 ， 香 港 政 制

發 展 的 步 伐 須 要 尋 求 內 部 共 識 並 要 與 中 央 配 合 。 為 此 ，

專 責 小 組 除 向 中 央 反 映 市 民 的 意 見 外 ， 也 有 需 要 按 照 人

大 常 委 會 的 決 定 ， 推 動 香 港 的 政 制 發 展 。 專 責 小 組 也 希

望 擬 定 一 個 朝 普 選 目 標 邁 進 的 方 案 。 但 仍 須 視 乎 社 會 各

界 ， 包 括 立 法 會 直 選 及 功 能 界 別 議 員 ， 能 否 就 方 案 達 成

共 識 ， 及 人 大 常 委 會 是 否 批 准 而 定 。 他 續 稱 ， 現 時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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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對普選的時間表有三方面的意見，即支持 2007 年及

2008年進行普選；於� 2012年進行普選；或於� 2012 年以後

進 行 普 選 。 他 認 為 在 數 個 月 內 難 以 就 普 選 時 間 表 達 成 共

識 ， 專 責 小 組 因 此 希 望 以 人 大 的 決 定 為 基 礎 ， 制 訂 進 一

步開放的主流方案。 

 

20. 林 瑞 麟 局 長說 ， 他 會 仔 細 考 慮 ， 是 否 將 更 多 區 議 員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雖 然 有 議 員 要 求 只 增 加 立 法 會

地 區 直 選 的 議 席 ， 而 不 應 增 加 功 能 界 別 的 議 席 ， 但 他 請

議 員 保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 研 究 功 能 界 別 的 選 民 基 礎 會 否 擴

闊 。 香 港 的 政 黨 發 展 仍 處 於 發 展 階 段 ， 增 加 立 法 會 議 席

可 讓 更 多 政 黨 參 與 政 治 ， 此 舉 有 助 政 黨 培 訓 政 治 人 才 。

林 局 長 也 得 悉 有 議 員 希 望 把 婦 女 界 納 入 選 舉 委 員 會 ， 有

關 意 見 會 向 專 責 小 組 反 映 。 他 認 為 市 民 積 極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的 意 見 ， 以 區 議 會 及 立 法 會 選 舉 投 票 率 高 可 見 一 斑 。

公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有利鼓勵更多人投身政界。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2 0 0 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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