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黨的羅致光日前提出普選新方案：

由公民提名推舉「準候選人」，得出人選

後，讓提名委員會經一人一票選舉，實質

提名特首候選人，再讓全港選民一人一

票，選出香港歷史上首位有全港選民授權

的特首。該方案建議原選委會1,200人加上

300名區議員，組成1,500人提委會，提名途

徑為十分之一委員，或百分之二登記選民提

名，經提委會通過「準候選人」，再進入提名

委員會階段。羅建議，沿用選舉委員會八分之

一委員提名，這樣理論上會有最多8人參選，

但估計實際應會選出4至6名候選人。羅致光

說，這是一個「假假地有得揀」的方案。

架空中央的憲制權力

但是，這個「假假地有得揀」的方案，是

否符合《基本法》？這是值得關注的。大家

都知道，提名委員會的權力，是《基本法》

授予的。憲制性的授權，是排他性的，只能

夠由獲授權的機構或者人士行使，絕對不能

中間增加了一個法律的僭建物，進行挪用或

者架空了，使原來的機制失效。

例如說，行政長官有權提名主要官員，這個

權力只能行政長官一個人獨享，絕對不能夠設

立一個前提，讓百分之二的公民先行提名，再

讓行政長官從這些候選人中去挑選。這樣行政

長官就不可能選擇一個與自己理念相同、能夠

有力執行自己政綱的人出任官員。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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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款條文，說明了中央人民

政府的任命權是實質的，提名委員會的權力

也是實質的，不允許用其他什麼方式進行閹

割或者架空。

《基本法》附件一嚴格規定，「行政長官

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

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為提名委

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辦法產生，所以，組成

提名委員會的四部分人的選舉產生方法，和

任命方法，都要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

確保能夠體現不同界別和階層的利益。

激進勢力將大量入閘
如果採用了羅致光提出百分之二公民就可提名的制度，

六萬人即可以推選一個「準候選人」，足足可以推選出50

個「準候選人」。可以預料，一定會出現立法會激進勢力

大量入閘的「翻版」情況。這樣是否一種篩選？如果另外

的人先行使了提名委員會的權力，再輪到提名委員會進入

提名的程序，這種架空權力的做法是非常不妥當的。「準

候選人」的質素變了，變得不符合均衡參與、照顧大局的

標準，好像長毛那樣的人隨時可以拿到6萬票，行政長官

選舉就變了「泥漿摔角」，變成一場鬧劇。

按照《基本法》，根本就沒有公民進行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的機制，要在提名委員會的前面，增加一個機制，這是

「違章建築」，直接損害和架空了提名委員會的權力。

有一個良好的憲制性機制不使用，偏要在外搞一個不合法

的公民提名制度，此例一開，今後《基本法》還會被增加許

多「僭建物」，法制的大廈就有機會變成「危樓」，百孔千

瘡，讓對抗憲法的人乘勢上台搞事，在兩制之間進行搗亂。

先篩選候選人，再由提名委員會選舉，其要害是破壞

《基本法》附件一的機制。其所造成的後果，也和《基本

法》設計的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必須能夠平衡和體現各

方面的利益，確保香港是一個和衷共濟的社會背道而馳。

某些人不斷地提出「篩選論」，攻擊《基本法》不符「國

際標準」。但是，他們提出的選舉方案恰恰是大搞篩選，排

斥了《基本法》原有的設計。這種雙重標準互相矛盾。其

實，要加入行政長官選舉並不困難，只要參選人表達執行

《基本法》的誠意，表達出維護「一國兩制」的誠意，表達

出對中央主權的尊重，完全可以得到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捨正路而不用，實在是一種勞而無功、費時失事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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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權郝
鐵
川
：
香港獨一無二

郝 鐵川說，曾慶紅先生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
是誠心誠意在香港搞資本主義的。所以，

《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之大、之
多，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地方政權都不擁有的。
當年的《基本法》草委、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先
生指出，《基本法》給與香港很多權力，遠遠超過
了英國人。別的不說，就以司法為例，香港的刑
法、民法都不用內地的，而繼續沿用普通法。我們
連用外國的法律來判理我們中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
刑事案件這一點都放了，這樣做就是為了盡最大的
可能照顧香港人的原有習慣和生活方式，也是希望
最大限度地能使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和發展。可以肯
定地說，現在《基本法》幾乎是凡是可以給香港的
權力都給了香港，就是主權、以及與主權有關的不
能給，只能歸中央政府，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這
樣。(見《基本法的誕生》第一百二十一頁)

陳弘毅：港稅務「特權」世所罕見

陳弘毅教授在其《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
一書中說，「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特區的自治權是
高度和廣泛的，不但遠遠超過我國的其他地方行政
區域，即使與聯邦制國家的成員單位相比，在很多
地方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以《基本法》第一百零
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
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
稅」為例說：「香港在稅務方面的『特權』在世界

範圍內是罕見的。」(見該書第一百四十二頁)

三措施保障地方自治權穩定行使

郝鐵川說，中央不僅通過《基本法》賦予香港世
上獨一無二的地方自治權，而且還對保障這些權力
的穩定和行使採取了有力的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之一是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

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的
法定自治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如果需要在香港特區設立機構，須
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
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在香港特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
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保障措施之二是組織上的保障。全國人大決定在

《基本法》實施時，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就有關《基本
法》實施中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提供意見。該委員會的成員為12人，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任命內地和香港人士各6人組成。6名香港委員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和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聯合提名，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這
個委員會將對《基本法》的實施起到保障作用。

王鐵崖：聯合聲明具國際法約束力

保障措施之三是程序上的保障。《基本法》為了
保障「一國兩制」方針的穩定性，對《基本法》的

修改從實體和程序都作了極其嚴格的規定，例如明
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的修改，均不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既定的
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而這裡所說的基本方針政
策，又是規定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正如基本
法草委、北京大學教授王鐵崖接受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說，一般來說，任何憲法授予地方政權的權力，
都是可以通過修改憲法加以更改或取消。但是，對
於《基本法》裡中央政府對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來說則不可能，換句話說，將來中國憲法即使出現
修改，這些基本方針政策在50年內都不能修改。因
為這些基本方針政策已經載入《中英聯合聲明》，
如果一定要修改，除非先行修改聯合聲明。而中國
政府為了表示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誠意，
主動地將《中英聯合聲明》在聯合國登記備案，使
該聲明具有國際法約束力。
因此，郝鐵川最後強調，中央政府保障香港特區

的高度自治權是真誠、認真和嚴格的。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最近在落區宣講《基本法》時，發現一些人總擔心

隨㠥內地的強大，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會被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吃掉」。為此郝鐵川根據現場

回答整理成文，發表於8月20日的《新報》，題目為《地方自治權，香港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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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學民思潮」拋出所謂「公民
提名方案」約章，「焗」各反對派黨派為其抬轎。民主黨主
席劉慧卿昨日稱，該黨絕非無「全民提名」就寸步不讓。工
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則指，不贊成由全民組成提名委員會是
唯一及單一渠道，故決定不會簽署約章。
劉慧卿昨晚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他們絕不反對爭取「全民

提名」，但絕非無「全民提名」就寸步不讓，「選舉方案有
公民提名當然好，但是否唯一同無㜴唔得，就要大家討論。
如果今後真的無全民提名，方案亦要做到普及而平等，確保
是有競爭的選舉，讓各方面不同政見的人士參選」。
被問及民主黨創黨成員羅致光建議，特首候選人經公民

提名變成「準候選人」後，再交由選委會確認成為正式候
選人，她澄清，黨內從無討論過有關方案，並非外界所指
的「試水溫」。
何秀蘭在同一節目上稱，任何方案定要「公民聯署提名」

及有合理門檻，「全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非唯一及單一渠
道」，故該黨決定不會簽署約章，「『公民聯署提名』意即
合資格選民經過簽名直接提名候選人，確保選民基礎簡單
直接，不易被『搬弄龍門』，我們都支持『間選政黨提
名』，最重要選取合適香港的選舉辦法」。

民主黨10月落區搞「商討」

另外，民主黨昨日宣布將於下月舉行5場至6場政制改革
研討會，由「佔領中環」發起人及該黨立法會議員負責主
講，宣傳「佔中」訊息，估計每場參與人數約60人至80
人，並計劃於10月中在九龍東各區舉行「商討日」。他們
會通過街頭宣傳，希望招募100名市民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克勤早前聯同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黨友李慧㠒和陳㞫鑌訪問加拿大。克
勤昨日向本報透露，民建聯會應當地團體
建議考慮在加拿大設立類似「民建聯之友」
的組織，但由於涉及當地法律問題，具體
細節要先由黨內中、常委研究。

被唐人街華人認出 主動求合照

談到加國見聞，克勤昨日形容此行非常
緊湊，扣除來回航程，要在短短5天多走

訪東西兩岸的多倫多和溫哥華，最厲害試
過1日走訪9場活動，而當地華人十分熱情
好客，自己每晚差不多12點才結束活動回
酒店休息，而唯一一場自由活動是在啟程
回港前，一行人到當地唐人街餐館用膳，
不少華人一眼認出他們，更主動上前聊天
及要求合照留念。
他又踢爆，飛往加拿大的機票食宿並不

便宜，故此行沒有黨內職員隨行，4人就
分工合作，早前傳媒收到的新聞稿原來都
出自他筆下，而「領隊」譚Sir直至最後一
場記者會完結後才鬆一口氣，在回程航班
上未派餐已經呼呼入睡。

克勤仔慳家 買藍莓素做手信

行程表插針不入，克勤笑說，自己兌換
的1,000加元「無用武之地」，結果7天共用
了50加元，約300多港元，比在香港更
「慳家」，唯一手信就是當地普遍的藍莓
素、維他命丸等保健產品。
考慮到當地華人希望民建聯多訪問當地

的訴求，民建聯很大機會在下一屆領導上
場後再來訪，並考慮設立「民建聯之友」，
為當地華人服務，相信有助拓展票源。

■郝鐵川。 資料圖片

■克勤仔同黨友訪加，行程緊湊。

特首普選包括三個機制

根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香港行政長官

普選的全部過程，包括「三個環節」，即：提名環節、

普選環節和任命環節。這三個環節，又可以稱之為

「三個機制」，即：提名機制、選舉機制和任命機制。

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有關規定中，已經解決了

特首普選「三大機制」中的四個問題：

一是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由誰提名的問題已經解

決：就是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二是提名委員會如

何組成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就是「提名委員會可參照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

三是選舉機制問題已經解決：就是「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四是任命

機制問題已經解決：即「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今年3月在就特

首普選發表談話時指出，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尚未

解決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

民主程序，或者說是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方式，即提名

委員會按照什麼樣的「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行政長官

候選人。二是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在這兩個

尚待解決的問題中，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程序

或提名方式是最大的難點。現在社會上的爭議主要是

圍繞這個問題展開。這也就是說，如何制定提名行政

長官候選人民主程序或提名方式的方案，成為制定特

首普選方案的重中之重。

「守尾門」方案牴觸中央底線

那麼，應該如何制定這個方案呢？喬曉陽明確強

調，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設

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喬曉陽在這裡

強調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顯然不是講由中央最

後「守尾門」把關，而是認為設計特首普選的提名方

案時，須設立把關機制，堅守「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

的底線，將與中央對抗的人排斥在普選之外。顯然，

所謂「守尾門」方案放棄了提名委員會的把關功能，

牴觸了「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的底線。

根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制定特首普選方案

須經過「五步曲」。這「五步曲」包括：一是行政長官就

是否需要修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二是全國人大

常委會對是否需要修改作出決定；三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

提出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並經立法會

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是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

會通過的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五是行

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准或者備案。在這「五步曲」中，行政長官、特區政

府、立法會議員和中央都有守住「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

這條底線的責任。「守尾門」方案將全部的把關責任推給

中央，等於是推卸了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在

守住普選特首底線方面應負的責任。

「守尾門」方案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嚴重後果

有人說，如果反對派候選人當選，中央不任命就是

了。事情決不像現時

有些人所說的那麼簡

單。且不說如果中央

不任命香港選出來的

屬於反對派的特首人

選，會產生憲政危

機，問題會擴大化，

造成嚴重後果，香港的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都會遭受

嚴重衝擊。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這還不是嚴重後果的

全部，而是更嚴重後果的開始。

試問，當中央拒絕任命反對派的當選者導致香港民意

的對抗性反彈後，重選時再選反對派候選人，中央該

怎麼辦？是任命還是不任命？如果任命對抗中央的人

出任特首，《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須對

中央負責的規定就會名存實亡，「一國兩制」還如何

落實？如果繼續否決，導致無休止的重選，香港將會

出現一個什麼樣的亂局？中央如何面對香港市民、全

國人民和國際社會？請問，中央「守尾門」守得住

嗎？顯然，無論是任命還是不任命，都會對「一國兩

制」造成顛覆性衝擊。這樣的後果，無論是中央還是

香港，都不可能承受。可見，「守尾門」方案不僅是

像有輿論指出的那樣陷中央於不義，而且會使香港陷

於不能自拔的困境。

喬曉陽說得好，守住「不允許對抗中央的人擔任行政

長官」這條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利益，從根

本上講，也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這句話值得我們討

論設計特首普選方案時細細品味，深思熟慮。

在討論特首普選過程中，有人提出「守尾門」方案，即容許反對派人士甚至對抗中央的人士

「入閘」成為候選人進入普選環節，最後由中央以「實質任命權」把關，對當選的反對派人士予

以否決。「守尾門」方案有三個問題：一是牴觸了「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的底線；二是推卸

了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在守住普選特首底線方面應負的責任；三是會產生中央和

香港都不能承受的嚴重後果。喬曉陽今年3月強調「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的底線，當然不是講

中央「守尾門」，而是講設計特首普選的提名方案時須有把關機制。在制定特首普選方案的「五

步曲」中，行政長官、特區政府、立法會議員和中央都有守住底線的責任，任何人都不能推

卸。如果將全部的把關責任推卸給中央「守尾門」，到時對抗中央的反對派人士當選，無論中央

是否任命，都會對「一國兩制」造成顛覆性衝擊。這是任何對香港和國家負責任的愛國愛港人

士都不願見到的結果。

特首普選須堅守原則底線「守尾門」方案後果不可承受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盧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