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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是國家授權予香港的

香港的民主制度，包括最終達至普選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的目標，是國家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在
「一國兩制」的憲制安排下，授權在香港特區實施
的。在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下，香港從來沒有真正的
民主制度，更遑論普選地方首長和立法機構。

香港政制發展至普選的目標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兩個產生辦法，辦法

的修改，和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
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已經由《基本法》作出了規
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於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
有關修改兩個產生辦法必經的法律程序，即 「五步
曲」，作出了解釋，也於2007年12月29日對普選問題
作出了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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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三個堅定不移」
自去年初以來，中央對普選行政長官再三重申「三
個堅定不移」:
中央對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立場是堅定不
移的，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一條底線。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喬曉陽主任和全國人大基本法委

員會李飛主任已於去年先後在3月24日和11月22日的講
話、就以上三個堅定不移的內涵作出了詳細的說明。

「公民提名」…
然而自去年初以來，香港部分社會人士試圖策動所

謂「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等行動，聲稱不惜以
身試法來爭取所謂「真普選」。包括13個泛民政黨和
團體的所謂「真普選聯盟」，提出所謂「三軌提名」
方案，即在「提名委員會提名」之外，另加上「公民
提名」及「政黨提名」，聲稱「公民提名」和「政黨
提名」符合《基本法》。又有「泛民」政黨團體人士
重提「五區公投」，意圖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接受包
括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也可以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
繼而有機會通過普選成為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基本法》第45條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基本法律
依據，對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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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姬鵬飛主任委員於1990年3月28日

就《基本法》(草案) 有關政治體制的條文有以下重要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

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
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
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
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
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同樣，2004年4月26日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關於
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
《決定》時認為：
《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已明確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應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
至行政長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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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
目標。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應符合香港基本法的上述原則和規定。有關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任何改變，都應
遵循與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相協調，有利於
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與，有利於行
政主導體制的有效運行，有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等原則。」
2007年12月29日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2012年行政行
政區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決定》時認為：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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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基本法》第45條，姬鵬飛主任委員的說明，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和香港特區詮釋《基本法》的普
通法原則，就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應有以下的規定：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提
名委員會的提名權是
實質的，而不是形式
化的；由提名委員會
整體以委員會身份提
名，而不是由個別委員以個人身份單獨或聯署提名。
理由如下：
《基本法》第45條所用的有關字句，因應條文上文

下理，含意清晰明確，表達了立法原意。
根據普通法詮釋法律條文的原則，既然《基本法》

第45條已明文規定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亦即同時排除由所有其他人、團體、組織等提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來提名的目的可

見於：(一) 姬鵬飛主任的說明－即香港特區的政治
體制，「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順
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
展。」 (二) 同樣，人大常委會於2004年4月26日作出
《決定》時認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任何
改變，「都應遵循與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相
協調，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
與，有利於行政主導體制的有效運行，有利於保持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等原則。」這和以上姬鵬飛主任的
說明基本上是一致的。
由《基本法》附件一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

選出行政長官，以至最終由第45條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後普選行政長官，行政
長官選舉都體現了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均衡
參與的原則，亦符合了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故此，任何架空、繞過或者削弱提名委員會行使整

體實質提名權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基本法》第45條
的規定。 （二之一）

廖長城 全國政協社會及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尊重「一國兩制」依法推動政制發展達至普選
根據《基本法》第45條，姬鵬飛主任委員的說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香港特區

詮釋《基本法》的普通法原則，就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應有以下的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是實質的，而不是形式化的；由

提名委員會整體以委員會身份提名，而不是由個別委員以個人身份單獨或聯署提名。故此，

任何架空、繞過或者削弱提名委員會行使整體實質提名權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基本法》的

規定。

■廖長城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早前
宣佈了大規模裁軍方案，計
劃對陸軍裁軍七至八萬，從

現在的52萬人減至44至45萬人，恢復至二戰前
水平。從數字看確實軍隊人員縮減，但實際上美
國是去粗取精，提高海空戰鬥力。中國中共軍委
副主席范長龍說，要與美軍「互學互鑒」，看來
裁減兵員也是勢在必行。
美國裁軍從國內財政狀況出發，但「爛船都有
三斤釘」，美國軍費仍高踞世界第一。美國政府
現階段並不富裕，政府制定2015財算案若不「手
緊」，怕是國會兩院難以通過。在美國捉襟見肘
的艱難時刻，奧巴馬也只好裁軍減低開支，力保
政府不再出現關門危機。但即便如此，美國軍費
開支還是全球第一多，相當於排名第2至第13位
的12個國家的軍費開支總和。

精兵意義大於省軍費
而這次裁軍，精兵的意義還是大於省軍費。

「9．11」事件以來的兩場反恐戰爭，讓美國筋疲
力盡，美國地面軍隊固然能夠在三個星期就拿下
巴格達，但隨後卻陷入了長達7年的軍事佔領，
不但造成美軍數千人陣亡，更導致國家赤字高速
攀升，拖累整體經濟發展。美國完成阿富汗和伊
拉克的撤軍之後，地面部隊已無需要這麼多冗
員，此番裁減陸軍情理之中，但同時會將資源更
好地補充到海空軍，美軍反而增加海空軍3700
人，助力重返亞太戰略部署，以及應對新突發的
烏克蘭困局。
從這次淘汰冷戰時期的A-10戰機和U-2間諜機
也可看出，美軍更要提高裝備作戰效能，更重技
術而非規模。這次美軍裁減陸軍，首先表明美軍
在將來很長一段時期，都將放棄海外戰場大規模
地面戰爭的模式。兩場反恐戰爭中美國陸軍傷亡
無疑是最慘重的，而這次裁軍規模達到7萬人。
二戰以來，除了朝鮮戰爭和越戰之外，美國陸軍
數量下降是總體趨勢，美政治精英已能接受這一
趨勢，將意味着美軍更加注重強大的海空作戰部
隊。
美國裁減陸軍不意味着美國作戰能力的下降，

更不意味着美國會放棄對外軍事干涉手段。在美國結束伊拉克
戰爭，並準備盡快從阿富汗完全撤兵，以及重返亞太的戰略部
署下，亞洲的焦點問題瞬時突出，朝鮮半島穩定和朝核問題，
中日東海之爭，南海諸國的領土和海洋利益相爭，國際格局的
熱點似乎全落在亞洲。但是，烏克蘭的變局，引致俄羅斯與北
約集團在冷戰結束後的最激烈對抗，各大國勢力都不得不迅速
將此放在外交角力的首位。不過美國陸軍現在處於收縮期，奧
巴馬用兵烏克蘭也是捉襟見肘，自然不希望在烏克蘭和俄羅斯
硬碰硬，傷了元氣，所以只能隔空喊話嚇唬普京。
但在全球戰略格局，美軍還是遠遠在俄軍之上。在經濟發達
地區，美軍都有重兵部署。美軍將六成海空力量調至亞太的決
心，沒有改變。和中國有領土爭議，摩擦相對激烈的國家和地
區，更有美軍發揮的空間。恐怕，這更是中國解放軍與美軍
「互學互鑒」的重點。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
任秘書長謝曼怡任主席的
長遠財政工作小組發表研

究報告，報告香港特區政府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
遲早會出現結構性的財政赤字。報告根據三種不同
的財政開支方式的假設，認為就算未來不增加福
利，僅維持現有的政府服務，15年後也會出現結構
性的財政赤字；如果政府在未來的歲月年年增加社
會福利開支，則7年之後就會出現結構性財政赤
字。換言之，結構性財政赤字是不可免的。
人口老化為甚麼會造成結構性的財政赤字？理由

是人口老化導致工作人口下降，壓低經濟增長率。
另一方面，人口老化使到領取老人生果金、綜援的
開支增加，人口老化也使到政府的醫療開支增加。
經濟增長放緩，財政稅收也會減少。政府收入減少
而開支增加，在一定時間之後，赤字自然產生。

報告建議成立一個「未來基金」，以目前的「工
作基金」為基礎，再加上未來數年的部分財政盈
餘，「未來基金」當然是為未來之用，即為未來儲
備一定的基金。
報告發表後，有人認為這是「狼來了」的報告；

也有人認為，人口老化更應該加快推出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向年輕人徵稅來養老人；有人認為財政儲
備花光之後，將來的政府自然會開源節流；當然，
支持成立「未來基金」的人也不少。
我認為，這份報告有兩位有分量的經濟教授參

與，研究認真。不是「狼來了」的報告。當然，所
有的經濟前景學術研究都有一定的假設條件，這份
報告的假設條件就是人口老化，工作人口減少。工
作人口減少，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倒退，政府的稅
收也會減少，一切也就順理成章。
因此，問題的焦點應該是工作人口減少這個最重

要的趨勢。如果特區政府能夠設法改變這個趨勢，
則報告裡所提的結構性（財政赤字）就不會發生。
如何維持工作人口的比例不下降？
基本方法有二：一是延長工作年期，二是輸入年
輕人。
人口老化的起因是人的壽命延長了。今日的老人比

過去的人健康。既然健康，為甚麼不繼續工作？政府
必須設計出適當的誘因，鼓勵企業、機構聘用老人。
實際上，現在60歲的人已不算老人，科技進步，需要
大量粗重工作的職位在減少中。用腦的工作，70歲的
老人依然可以勝任，城中80歲以上的富豪幾乎全部仍
然在工作。為甚麼非富豪就應該停止工作？如果老人
都留在工作隊伍，工作人口的比例就不會下降。
今日的新加坡，經濟生產總值超越香港，其中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長期大量增加年輕的新移
民，這也是新加坡處理人口老化的方法。

防止人口老化 避免結構性財赤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普選必須符合國家和香港利益

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諮詢餘下的日子不多，分歧仍大，主要是流於
提名機制之爭。其實，政改三人小組要宣傳的信息：「要在《基本法》的
基礎上討論」，公眾已漸漸接收到；而據筆者與不少市民接觸時所聽到的
意見，都認為「機構提名」並非不可接受。而且，他們都不希望政治爭拗
破壞中央和香港的關係。香港要普選，政改就必須要顧及兩地關係。若罔
顧這種關係，普選的後果將會得不償失。

糾纏「公民提名」普選或成鏡花水月
香港政改之中，國家利益是甚麼？由始至終，最重要的只有一項：特

首必須是愛國愛港的人士。換言之，問題的核心就是普選的方式必須能
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否則便不符合國家的利益。這就是為甚麼香港的普
選制度不能也不應該完全參照主權國家的選舉模式。主權國家的選舉模
式已假設當選者會顧慮國家的利益，而不用再顧慮其他方面的利益。故
此，若把這套制度移植到香港，則無法保障國家的利益。蓄意損害國家
利益的人一定不可以被委任做特首，但至於何人能夠參選、何人不能參
選，就要由一套機制去決定。提名委員會正是這套機制。「公民提名」
之所以不能取代提名委員會，除了不符合《基本法》，還在於它無法把
所有因素考慮在內而決定誰能參選、誰不能參選。它只是純粹以提名人
數多寡來決定。若要維護「一國兩制」就要考慮政治、經濟、社會民生
等因素，甚至國家安全也要一併考慮。「公民提名」肯定不能發揮這項
複雜而重要的功能。
正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所說，若反對派繼續堅持「公民提名」這個不
切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立場，難保普選不會落得「鏡中花，水
中月」的下場。其實，最近就連反對派的頭目，權衡輕重後，也開始呼籲
不要糾纏「公民提名」，可見此說正漸漸失去支持。
除了國家利益，普選方式也要切合香港的利益。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
與港澳政協委員會面時，提出了「一個立場，三個符合」，一個立場是指
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同時，普選要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符合基本法規定，以及符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行政長官
標準。而較早前，張委員長也談到他對香港的三點希望：「一國兩制」、
「民主法治」及提升自身競爭力。政改與第一、二點希望直接相關，與第

三點也有密切的關係。筆者認為，提升
競爭力正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香港與祖國關係受損喪失優勢
自古以來，香港都是一個商業城市。

常言道，香港的優勢在於背靠中國內
地，面向世界，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唐
代時，屯門已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鎮：
「凡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南半島及
南洋群島等地人士，欲由海路到中國貿
易者，則必先集屯門，然後北上貿
易。」（蕭國健《香港古代史》第九
頁）由此可見，香港沒有很多天然資
源，最大的優勢在於優越的地理位置；而這個位置的優越性，體現在它和
祖國的關係有多密切，也在於它有多願意面向世界。這兩點是一切本地經
濟活動的泉源，也將直接影響香港的競爭力。有一些提倡「閉關鎖港」的
人認為，香港不需要同內地有經濟和各方面的交流。歷史證明一切關門主
義都是錯誤的。現時，有一個令人憂慮的情況，就是香港有小部分人把封
建、落後的思想包裝成時髦的口號去推銷，以圖獲取一己政治利益。一旦
香港不能與祖國保持良好關係，便會影響它對全世界的吸引力，到時世界
未必再需要擁抱香港。

普選須有利香港繁榮穩定
張德江委員長在談及香港「三個符合」時，第一點就提及普選必須符合
香港的實際情況，就是在香港一切政治和社會發展都要以經濟發展為依
歸，凸顯政治和經濟密切相關，以及當政治不穩時為經濟帶來的惡果。張
德江委員長所指的「水土不服，墮入民主陷阱之中，帶來災難後果」，並
不是指民主本身有甚麼問題，而是當實行某一種形式的民主會為社會經濟
帶來動亂，這一種民主便有問題。經濟發展是最貼身的民生問題，只有政
局穩定民生才有保障。動亂的惡果上世紀的中國已經吃過；直至改革開
放，才得享難得的太平日子，中國經濟的強大生命力才被喚醒。香港走過
的路卻大不相同。除了短暫的日治時期，沒有重大動盪，經濟得以穩步發
展。反而，過了多年安穩日子後，有小部分人忘記了香港的本質，為了他
們所謂的「真普選」，反對香港持續發展，揚言要破壞香港的法治和安
寧，甚至摧毀香港的經濟。普選孰真孰假，不是虛無飄渺的政治理論，也
不是他們的片面之詞，更不是想怎樣就怎樣，而必須有利於香港社會和經
濟持續發展，才是真真正正的「真普選」。
故此，若要維護香港的利益，便要同時維護國家的利益。若兩者不兼

得，則兩者盡失矣。筆者有一次經過一所學校，看見牆上寫了三句話：
「植根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真理放在眼前，往往簡單得令人難
以置信。連學生都明白的道理，我們還要爭拗甚麼呢？

普選既要顧及兩地關係，也要顧及香港利益。反對派以「佔

中」來激化政改過程中所出現的矛盾，提倡以不符合《基本法》

的「公民提名」來取代「機構提名」，企圖誤導市民對法治和

普選的理解。這些做法，無疑是以蓄意損害中央和香港的關係

來換取他們屬意的普選方式。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政

改不僅要符合香港的利益，也要符合國家的利益。若只顧此而

失彼，則無疑違反了「一國兩制」的精神。

東張西望

政經多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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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手緊」，只好裁軍減低開支。圖為美國國防部五
角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