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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香港特區政府將於年底正式就政制發展開展公眾

諮詢。時事評論員文平理先生撰文，全面論述普選必須符合

香港的法律地位，普選制度必須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處

理香港普選問題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中央堅定不移地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等原則性問題，極

具權威性和參考價值。事實上，制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

選辦法，是落實基本法的規定，受到基本法的規範，不是一

個完全開放的議題。香港社會只有聚焦香港實現普選的相關

法律要求和框架，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才有可能順利落

實普選，避免走彎路。

須香港普選　 遵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普選辦法設計受規範 不是完全開放議題

一、普選必須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

習近平：政改須依法辦事
今年10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會見

梁振英。梁振英引述習近平在會面中重申了政改
的一些原則，包括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
會有關的決定，「習主席就有關政改方面，表示

了一個很明確的態度，就是所有與政改有關的事
情，都必須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規
定，還有就是香港是法治社會，特區政府和全社
會都應該依法辦事」。

張德江：中央真心希望香港有普選
今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

大委員長張德江與在北京訪問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會面。梁振英在會面後引述張德江在會面中說，
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可以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落實2017年的普選
行政長官。
今年9月3日，張德江在會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率領的紀律部隊交流團，談及關於香港政制發展

問題時提到，中央的原則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
就是必須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針，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
定，積極、穩妥推進香港民主發展，最終達至普
選目標。香港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
進行政改、推進民主，都要講法治，都需要有一
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這是廣大香港市民的根
本利益所在。

俞正聲：不能脫離法治軌道
今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在北京會見香港友好協進會訪問團時
提出四點希望，包括希望社會各界堅持「一國兩

制」原則及擁護《基本法》，強調香港不能脫離法
治軌道，堅持依法治港是「總方針」，尊重《基本
法》是香港最重要的一件事。

李源潮：政改討論應循法治軌道
今年9月12日，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會見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率領的11位常任秘書長及
部門首長國家事務研習班學員。鄧國威會後引述

李源潮指出，中央支持香港按照《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推進政制改革，有關討論
應在法治軌道上理性進行。

張曉明：中央誠意不容懷疑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2013年7月16日在香港立法
會午宴上講話時也指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實現
普選的立場和誠意是不容懷疑的，否則，不會把
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根本沒有提及的「普選」概念
寫入《基本法》，作出莊重的法律承諾，更不會在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底的有關決定中明確普選
時間表。

他說，按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2017年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
產生的辦法，行政長官普選後立法會全體議員可以
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大家知道，《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用的措辭是『最終』達至
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規定在『50年不變』
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就可以實行雙普選，這還不足
以說明中央政府對普選的取態積極嗎？」

普選制度須符香港地位

張曉明也提出了《基本法》有關規定中一條不
應忽視的重要原則，就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
制訂香港的普選制度，而「實際情況」中很重要
的一條，就是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所
以，有關普選制度的設計必須與香港的法律地位
和實際情況相適應，必須遵循「一國兩制」的原
則，必須處理好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政府的關
係，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
權力得到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喬曉陽今年3月27日在深圳與香港立法會部分議
員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到：「中央政府不能允許與
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立場是明確的、一
貫的⋯⋯愛國愛港是一種正面的表述，如果從反
面講，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
中央對抗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
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
主義制度的人。」
喬曉陽引述道：「鄧小平不止一次強調，『一

國兩制』要講兩個方面都不變，既要保持香港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也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
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這是
對所有人的要求，更是對管理香港的人的要求。
所以，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一項基本要求，從一
開始就是明確的。」
他說：「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或獨

立的政治實體。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區首長和政
府首長，最重要的一項職責就是維護好香港特別
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如果是一個與中央對抗的
人，不僅難於處理好這個關係，而且還會成為中
央與香港特區建立良好關係的障礙。這種人在香
港執政，國家安全就沒有保障，『一國兩制』實
踐可能受到重大挫折。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行政長官不僅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而且要
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果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
是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怎麼對中央政府負責？
《基本法》的規定怎麼落實？從這個角度講，行政
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是一個關係到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能否順利實施的重大問
題，講得重些，是一個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
重大問題。」

商界不參與 難保資本主義

在2004年4月26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的喬曉陽在座談會發言提到：「要保持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要求香港的政治體制必須能
夠兼顧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既包括
勞工階層的利益，也包括工商界的利益，做到均
衡參與。這裡我要特別講一下工商界的利益。」
「可以說，沒有工商界就沒有香港的資本主義；不
能保持工商界的均衡參與，就不能保持香港原有
的資本主義制度。縱觀當今世界的各個資本主義
社會可以發現，其實均衡參與是所有成熟的資本
主義社會的制度設計中都必須努力保障的一項基
本原則，只是不同的社會，均衡參與的方式和途
徑有所不同罷了。」

基本法確立香港選舉制度
《基本法》第二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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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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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政改方案不通過沿用上屆
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

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

的決定》：「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

產生的辦法。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立法會的選舉，不實行全部議員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

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

表決程序如果未能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繼續適用上

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繼續適

用上一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

人大2007年明確普選時間表
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

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

的決定》：「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和第五

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適當修改；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

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整理：鄭治祖

基本法是特區一切權力的來源和所有制度的根基，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基
本法從特區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規定了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維護基
本法的權威，嚴格按基本法辦事，在基本法的軌道上討論普選問題是法治社會
的應有之義。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唯一依據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而不是國際公約。

第一，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基本法的根本宗旨和立法目的，尤其要
符合基本法關於政治體制規定的原則。基本法是全國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的法律，其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特區的長
期繁榮穩定，其立法目的是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行政長官普
選制度必須符合上述宗旨和目的，不能導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針政策的實施遭受嚴重挫折；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而平等，也要充分考
慮符合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
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等原則。
第二，要符合基本法第45條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具體規定。基本法

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要「達至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明確了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
組成。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制定，必須嚴格遵循上述規定。

尚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將來行政長官普選時，由誰提名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即提名委員會提名；被提名權和被選舉權問題已經解決了，即所有符合法律資

格的人都可以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選舉權普及而平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就是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問題基本解決了，即「參照」選舉委員會由四個界別組成的基本
要素，而在具體組成和規模上可以有適當的調整空間。圍繞行政長官普選制度

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程

序，二是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三是一人一票普選的具體投票辦法。對
於這三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達成共識。

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

第三，要正確理解和堅持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由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
官普選制度的重要特色。這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而設計的制度，是香港社會
共識，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各階層的均衡參與，有利於建立良好
的中央與特區關係，具有合理性和優越性。正確理解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制度，

必須把握這樣幾點：一是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主體。二是提名委員會應當

參照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組成。三是提名委員會提名是機構提名。

第四，要符合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其有關解釋的規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條及其解釋規定了修改基本法附件一的具體法律程序，即通常所說的「五步曲」
法定程序。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
總而言之，制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是落實基本法的規定，受到基

本法的規範，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議題。

我國是實行單一制的國家，香港特區是我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
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或獨立的政治實體。普選制度設計必須符合香港
的這一法律地位，不能把香港的政治體制安排簡單地與一個國家相比。要做到
這一點，必須處理好特區與中央和國家的關係，尊重中央對普選問題的主導權
和決定權，維護好國家憲制和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為此，首先，要確保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不能當行

政長官。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同時要對中央政府和特區負責。與中央對抗的
人不能當行政長官是由特區的法律地位決定的，也是基本法的內在要求。其
次，必須反對外部勢力插手。香港普選問題是涉及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政
制安排，完全是我國內政。美英等外國勢力在香港推銷其民主制度，目的是在

香港扶持其代理人掌握特區政權，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對中國進行戰略牽制。

我們決不能讓其圖謀得逞。

二、普選制度必須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只有適合香港本地實際情況的普選制度才能真正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

任何民主制度本身沒有好與壞的問題，只有適合不適合本國或地區實際情
況的問題。香港的民主制度必須與香港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
結構等相適應，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絕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推

行民主不能不顧現實、脫離實際，以犧牲國家或地區的政局穩定和社會安

定為代價。在香港推進民主，實行普選必須以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為根本出

發點。

《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基本法》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基本法：香港是地方行政區域

三、處理香港普選問題
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英國佔領香港一百多年，長期實行英人治港的殖民
統治體制，沒有任何民主可言。1984年中國政府在中
英聯合聲明中鄭重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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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這是香港民
主發展的轉折點，開啟了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的歷史
進程。
1990年頒布的香港基本法，以憲制性法律的形式規

定了香港居民的主體地位，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體制，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規定了
香港居民參與國家及香港事務管理的各項權利，從而
確立了香港的民主制度。香港回歸祖國，香港同胞第
一次享有完全的民主權利，徹底擺脫了在英國管治下
二等公民地位，成為國家的主人、香港的主人；香港
特區政府完全建基於民主選舉，管治基礎和權力來源
實現了根本性的轉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民主
程度不斷提高。

普選是中央首提而非聯合聲明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香港實行普選是中國政府首

先提出並在基本法中作出規定的。

中英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提及普選問

題，香港基本法規定了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要由普選產生的法定目標。

回歸後，中央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進香港民主發
展，為普選目標的實現作出了不懈努力。2004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有關解釋，明確了香港政制發
展的法律程序，香港民主循序漸進向前發展邁向普選
的法律路徑更加明晰。2004年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兩次決定，確保了香港政制發
展在基本法軌道上進行，維護了香港大局穩定，為香
港經濟復甦和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2007年12月，全
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
即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
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的選舉
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回歸20年普選顯中央誠意

在香港回歸20年時就實現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
這是香港社會能夠達成共識的最快安排，充分顯示中
央在香港發展民主的決心和誠意。今年以來中央領導
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再三表明中央在香港落實普選的立
場是堅定不移的。
中央積極穩妥地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確保了香港政

權的平穩過渡，實現了特區的有效治理，保障了居民
的權利和自由，成就巨大。

2010年8月28日，修改後的《基本法》附件一：

「二○一二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

共12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工商、金融界300

人；專業界300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300

人；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的代表、鄉議局的代

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300人。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

五年。」「不少於一百五十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四、中央堅定不移地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

喬曉陽：對抗中央不能做特首

基本法規定選委會四大界別

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

的決定》：「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

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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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

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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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

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普選的規定

■習近平在印尼峇里會見梁振英表示，所有與政改有關的事情，都必須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的規定辦事。 資料圖片

■張德江說，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可以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落實

2017年的普選行政長官。 資料圖片

■1990年2月17日，基本法草委會完成最後一項工作即確認區旗區徽的翌日，獲鄧小平、江澤民

等領導人接見。 資料圖片 ■2010年8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香港的「2010年政改方案」。 資料圖片

■張曉明

2013年7月

16日在香

港立法會

午宴上講

話。

資料圖片

■喬曉陽

今年3月27

日赴深圳

與香港立

法會部分

議員開座

談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