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有選舉委員會的委員，透過四大
界別不同分組以選舉、提名或當然委
員方式產生，主流意見認為，日後的
提名委員會仍然沿用選委會做法，提
委會委員的產生辦法維持不變，確保
制度穩定性。
諮詢文件提到，選舉委員會現時38

個界別分組當中，有35個界別分組委
員是透過得票最多者當選的選舉產
生，而宗教界界別分組由提名產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立法會議員則為
當然委員。

提委會人數 方案建議多
民建聯、新民黨、鄉議局、港區省

級政協委員聯誼會、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香
港僑界社團聯會等多個政黨和團體提
交的政改意見均指出，提名委員會的
組成應按照現行選委會四個界別分組
的組成框架設計，選委會直接過渡到
提委會。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提到，根據全國

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通過的
決定，提委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
關選委會現行規定組成，為此，提委
會應沿用選委會四大界別組成模式，
不應與選委會分別太大。
不過，也有學者和團體提出產生提

委委員的新方法。包括港區人大代表
劉佩瓊在內、在本地任教經濟及社會
科學等13名大學學者提出的方案，則
提出增加提委委員民選產生成分的方
案，建議提委會擴大最多一倍至2,400
人，而新增的1,200名委員維持四大界
別，但須先經界內再經全港300多萬
名選民產生。
新論壇則建議目前選委會4界別

1,200人產生辦法不變，但同時新增
300個名額，通過隨機抽樣方式產
生，讓委員可涵蓋年輕人、家庭主
婦、退休人士及不同行業等人士。

主流：維持四大界別 均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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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諮詢凝共識：求同存異 棄彎取直

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特
首候選人，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的規定。以提委會提名特首候選人反映提委
會作為「機構提名」的「集體意志」，是大部
分團體和人士在政改諮詢中普遍提出的意見。

「公提」「黨提」違法絕不接受
政界、地區和法律團體更指出，提委會是基

本法規定的唯一提名機構，為維護香港法治核
心價值，絕不接受「公提」「黨提」等任何繞
過提委會、削弱提委會提名權力的違法方案。
至於民主程序和候選人數量，主流意見認為，

參選人須得到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能出閘，出閘
人數亦應有限制，以2至4人為宜，這不但符合
法律規定，體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
序，而且可確保候選人認受性高，更能提供足
夠選擇之餘亦避免選舉程序過於複雜。
政改諮詢文件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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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有關決定亦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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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清晰可見，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權只在提
委會，而且是實質提名權。
民建聯、工聯會、鄉議局、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關注香港事務社團聯席」、新界
社團聯會、香港客屬總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
協進會等各界政黨和社團的政改建議一致強
調，特首候選人提名程序應根據基本法，提委
會是負責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唯一提名機構，參
選人均須依基本法經提委會提名程序「入閘」
和「出閘」，反對基本法內沒有提及的任何提
名方式，包括「公提」及「黨提」。

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政改意見書也明確指出，基
本法規定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基本法
所指的提委會不能「被迫、被強制」提名一些拿
到足夠選民支持的人，要強制提委會必須提名某
個候選人並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候選人應獲過半數提委支持
在提委會如何以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

大部分提交的政改意見強調獲提委會過半數支
持才能出閘的原則。民建聯、工聯會、鄉議局
的方案便提到，「民主程序」是少數服從多
數，明確要求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某參選人的出
閘門檻，確保候選人能得到普遍階層信任。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團體亦主張
「過半數」要求。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的建
議雖無提到「過半數」的要求，但該會榮譽
會長黃定光解釋，由於「中出」建議由最多

票的2名參選人出閘，這已意味這2人基本可
獲過半數支持，過半數的要求不言而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立法會工業界議

員林大輝等個別政界人士以個人名義提交的政
改方案，同樣提倡「過半數」提名原則。
根據主流意見，「若干名」特首候選人以2

至4名為宜。政界方面，民建聯建議為2至4
人、工聯會建議2至3人、新民黨建議3至4
人、經民聯亦建議2至4人。經民聯提及主
張2至4人的理由，是因為一來可體現提委
會實質提名權，二來選民有足夠選擇，三來
可避免選舉程序變得複雜，大幅增加選舉成
本。
商界和地區社團方面，香港中華總商會建議2

至3人，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建議2人、「關注
香港事務社團聯席」建議2至3人，香港廣東社
團聯會建議3人為宜、九龍社團聯會發起九龍區
內9個大型團體聯署建議2至4人。首輪政改諮詢本月3日結束，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在諮詢期內共出席了226場座談會及研討會，收到約13萬份政改意見

書。本報歸納各界提交的政改意見書，就政改諮詢文件臚列2017年特首普選七大諮詢公眾的重點議題，綜合主流意見，包括提

名委員會是唯一提名機構、提委會組成應維持現有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體現均衡參與原則、特首參選人須獲過半數提委委員支持

出閘確保認受性等，希望促進社會各界聚焦討論政改議題，為依法落實特首普選縮窄分歧，凝聚共識，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目前1,200人的特首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
體現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大部分政改意見認同，
四大界別是社會縮影，提委會依規定參照現行的選委
會四大界別組成，確保均衡參與，不但保障資本主義
發展，且有利政府長遠管治和社會穩定。
政改諮詢文件提到，根據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特
首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
這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的具「廣泛代表性」的
提委會須遵循的原則共同一致，涵義相同。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有關決定更進一步訂明，

提委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委會的現行規定
組成。故此，提委會的組成必須符合「廣泛代表
性」要求，而基本法附件一規定「具有廣泛代表
性」的選委會的組成，便具重要參考價值。

參照選委會「八九不離十」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去年11月訪港期間，與社會各界午宴時談及
基本法訂明的特首普選安排。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當時引述李飛講話指出，「提名委員會組成
是八九不離十」，「所謂八九不離十，即要與原來
選委會有關連，不可離開太遠。」
立法會主要政黨、政團均認為，提委會應保留四

大界別。民建聯方案建議，提委會應參照選委會的
現行組成方法，即分為四大界別及比例相同。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說，提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包括商
界、政界和基層等，如同社會縮影。
工聯會則傾向一套謹慎、穩妥的特首選舉方案，

提委會應維持現時四大界別。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聯同8位學者組成「華人學術網絡」的政改方
案亦同意提委會沿用四大界別。
工商界主流意見也認為，歷屆特首選舉成功實

踐，說明由四大界別組成的選委會能代表各階層及
各界別香港市民的利益，能夠維持香港的精英管

治，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中華總商會的建議便提到，提委會參照現行選舉
委員會四個界別的組成、人數比例和界別分組架構，即
使各個界別分組的人數需要調整，亦必須維持每個界別
由相同比例的成員組成，以體現均衡參與原則。

四大界別兼顧各階層利益
香港工業總會強調，政府建議必須兼顧社會不同

階層利益、秉持各界均衡參與的原則、循序漸進發
展民主，以保障資本主義，確保政府有效管治。香
港中華出入口商會亦說，應保持現有由四大界別組
成的選委會過渡到提委會。
在提委會如何按照基本法要求進一步加強「廣泛

代表性」方面，不少團體就提委會人數和界別分組
制度方面所提出的意見，可謂「各師各法」：在提
委會人數方面，不少團體建議由現有選委會的1,200
人增至1,600人，即在四大界別中各增100人，也有

建議提到維持四大界別比例，提委會倍增至2,400
人，或四大界別各增50人增至1,400人。部分意見
則認為現有選委會1,200人人數應保持不變。
在界別分組方面，現有選委會四大界別下有38個
界別分組，不少團體認為，四大界別由回歸時沿用
至今，時移世易，略作調整亦屬合理。目前有較多
團體和人士建議增加婦女和青年兩個界別分組。香
港中小企佔香港企業總數超過九成，有商界人士便
提議增加中小企分組。
同時，也有個別政黨和人士提議增加一些「另

類」組別，例如「輔助專業」、街坊福利會等。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的政改意見提到，香港的慈
善機構提供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服務，幫助社會
中下階層，是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強大力量，建議
在第三界別（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增加
「慈善界」分組。新民黨則建議新增「安老及康復
服務界」和「少數民族界」等5個界別分組。

就政改諮詢文件提出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應否擴大，多數意
見認同應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加強廣泛代表性，但如何擴大
則各師各法，包括將公司票轉為個人票、加入更多行業會員作
為選民等。有政黨強調，擴大選民基礎亦要確保選民在界內有
真正代表性，不能濫竽充數。
香港總商會表示，支持擴大提委會代表性，並參考2002年、

2005年、2007年、2012年特首選舉中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透過不
同界別組成，以達至有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政人員協會亦認為，可研究如何擴闊四大界別的選民基礎。
自由黨的政改建議則進一步提到，提委會選民基礎應擴大，

選民人數需增加，但必須確保選民在其界別內具有代表性、對
經濟有實質貢獻、能發揮實質的功能，不能濫竽充數。

個別政黨更具體提出擴大選民基礎
的做法。新民黨的建議提到，在可行
情況下，因應各界的意見和時機是否
成熟，選民基礎應該擴大，方法包括
將公司票轉為董事票；金融服務界由
交易所參與者擴至非參與者，如基金
管理公司或合併與收購顧問公司；批
發及零售界加入美容美髮商會的會員
作選民；漁農界加入更多活躍的團體
作選民；及社會福利界加入註冊保健
員為選民。
此外，不少意見提出減少公司票、

增加個人票，以提升選民基礎，增加
廣泛代表性。不過，有工商界團體仍
認為，各公司結構不同，身份較難界
定，情況複雜，不應一刀切實行。

按照目前規定，特首候選人須在選舉委員
會內取得過半數選委支持，方可當選特首，
投票最多舉行兩輪。主流意見亦認為，日後
特首普選階段應參考現有選委會選出特首的
做法，採用「過半數」和「兩輪投票」的
安排，特首候選人須獲過半數有效選民投票
支持，並須在兩輪投票內決定是否當選。
政改諮詢文件提到，根據基本法規定，現有

特首人選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選舉產生。根
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規定，若只有1名候
選人，仍要舉行選舉，而該名候選人在選舉

中，必須取得超過600票支持(即過半數)才能當
選；若有2名或以上候選人參選，候選人同須取
得超過600票支持當選。如在第一輪投票無人
當選，除了得票最高及第二高的候選人可進入
下一輪投票外，所有其他候選人會被淘汰。若
第二輪投票結束後，仍無候選人取得超過600
票，選舉會被終止。

可採兩輪投票 確保大部分支持
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均認為，為確保

特首得到大部分選民支持，候選人在普選

時，應獲得過半數投票選民支持，才被視為
當選，建議採用兩輪投票制，若在第一輪投
票中沒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有效票，得票最
高的2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選舉，得票最多者
視為當選。
香港工業總會更提到，候選人取得過半數

票方可當選，可確保當選者有較大的民意基
礎，有利鞏固行政主導。
自由黨亦認同特首候選人須得到過半數票

才能當選，確保特首公信力和認受性。該黨
進一步指出，可參考部分國家及地區的做

法，推行全民強制投票，鼓勵市民承擔公民
責任，做到真正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不過，也有團體建議採用「相對多數

制」。香港中華總商會建議特首普選只舉行
一輪投票，候選人只須獲得最多票數便可當
選，毋須取得過半數選票。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同樣認為，普

選特首時採取「相對多數制」，得票最多
者當選，選票毋須過半。若只有1名候選人
更可自動當選，毋須投票，避免多輪投票
增加選舉成本。

中央對特首當選人具有實質任命權，特首
通過選舉產生須由中央政府任命成為特首是
法律規定的必經程序。外界關注如何做好任
命特首程序與本地立法銜接的安排，以處理
特首一旦不獲任命、俗稱「守尾門」的情
況。大部分建議認為，「遞補機制」只會出
現遞補特首候選人認受性不足問題，修改現
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安排盡快重選，不
但可避免出現「守尾門」的憲制危機，而且
確保特首當選人具認受性。
政改諮詢文件提到，基本法第十五條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
官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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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有權任命 也有權不任命
同時，香港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

行政區域，特首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種任
命決定權，具體體現了國家主權。中央人民政府
依法任命特首不是形式上的任命，而是實質任
命，即中央人民政府有權任命，也有權不任命。
文件進一步提出，現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十一條只特別訂明就特首當選人未能在7月1
日就任特首的情況下，規定於在任特首任期屆滿
後120日（或緊接的星期日）進行補選。但現行
條例並沒有任何條款處理一旦在7月1日前特首
當選人不獲中央任命的重選安排，社會須考慮是
否因應憲制性規定安排，就「守尾門」情況發生
後，修改現行條例加入重選安排。
外界有人藉訂明中央具「不任命」由普選

產生的特首的權力，以換取較低的入閘門
檻，提出「守尾門」方案。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強調，中央有權不任命特首，但行使有關
權力會為香港帶來很大的政治衝擊，相信中
央不能不考慮行使權力帶來的震盪。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去年12月在一

個論壇上進一步提到，即使「守尾門」情況
發生，亦應該啟動重選，而非採取「遞補機
制」，否則兩名候選人得票差距若有相當大
的落差，遞補者也會失去認受性。
為免引發不任命的憲制危機並確保當選特

首具認受性，各政改建議紛紛提出修例安排
即時重選，民建聯、工聯會、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香港總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和新界
社團聯會的方案便強調，若當選人不獲中央
任命，須重新啟動選舉程序及相關安排。

「守前門」較「守尾門」更重要
不過，不少團體都認為「守前門」比「守

尾門」更重要。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政改
建議便指出，須引入條文訂明特首當選人不
獲任命的重選安排，必要時進行重選，但重
選會耗費社會資源，不利於社會安定團結，
甚至引發憲政危機等風險，促請社會各界應
以市民的最終福祉為依歸，早於在提名和選
舉階段選出各方均可接受的人士。
鄉議局方案更明確要求參選人要得四大界別

各最少十分一提名委員支持才能「入閘」，強
調守好前門的重要性。工聯會則建議，重選由
提名程序重新開始，先前未獲得任命人士，不
能再次參選，而參選人亦要表明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以及基本法才能「入閘」。

現行選舉條例規定特首沒有政黨背景。隨
着特區政府面對更多管治難題，雖然社會關
注應否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加強管治，但是
政改意見中的主流意見仍認為，特首應維持
現有選舉條例中有關特首沒有政黨背景的規
定，確保特首能對中央和特區整體利益負
責，不為立法會或其他組織操縱。
政改諮詢文件提到，目前《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容許政黨成員競逐特首，惟他們須在
獲提名時聲明他們是以個人身份參選。倘有
政黨成員當選，必須在當選後7個工作日內公
開作出法定聲明，表明不再是任何政黨的成

員，並書面承諾，不會在任期內加入任何政
黨，也不會受任何政黨的黨紀所規限。
諮詢文件進一步說明，在2009年年底至

2010年初第三屆特區政府就2012年特首產生
辦法進行公眾諮詢期間，過半數受訪市民認
為應維持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的規定。而當
年在收集到的相關書面意見中，也有明顯較
多意見認為應維持同樣規定。不過，立法會
當時大部分提出相關意見的黨派和議員都建
議取消目前的規定，特區政府遂決定2012年
的特首選舉不改變有關規定，但同意長遠可
作檢討。由於特首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是從

本地法律層面訂定，如要修改便須在處理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諮詢時考慮。

特首應體現廣泛代表性
不少政改意見認同仍應維持特首無政黨背景

的規定。工聯會的政改建議便指出，行政長官
具政治、經濟、社會的視野，能夠處理社會矛
盾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有政黨背景，以
維持政治中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
學法學院副院長鄒平學上月出席一個座談會時
亦提到，現有選舉不允許特首有政黨背景，就
是要確保特首體現廣泛代表性，不被立法會、

其他社會組織及階層操縱和控制，能夠對中央
負責和對特區整體利益負責。
部分意見則提到長遠仍須研究如何發展特

首和政黨的關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上月在
一個公開講座中提到，政黨影響力會隨着普
選臨近越來越大，社會仍應研究如何將政
黨政治發展為具建設性的力量。基本法研
究中心則認為香港應走向政黨政治，特首
有政黨背景可令行政和立法機關正常化。民
主黨、學聯和學民思潮等反對派政黨和團
體，亦建議修例取消行政長官候選人政黨背
景的限制。

議題1：提委會的人數和組成
主流意見：1、維持選委會四大界
別組成提委會，體現均衡參與；
2、如何體現廣泛代表性要求各師
各法，但一般認同提委會人數應在
1,200至1,600人之間
議題2：提委會的選民基礎
主流意見：1、認同應擴大提委會
選民基礎，加強廣泛代表性；2、
如何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各師各
法，包括將公司票轉為個人票、加
入更多行業會員作為選民等
議題3：提委會的產生辦法
主流意見：提委會委員產生辦法沿
用選委會做法維持不變，確保制度
穩定性
議題4：提委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的程序
主流意見：1、提委會是唯一提名機
構，提名特首候選人須反映提委會作
為「機構提名」的「集體意志」；
2、不接受「公提」「黨提」等任何
繞過提委會、削弱提委會提名權力
的違法方案；3、特首參選人須得到
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能出閘；4、出
閘人數應有限制，以2至4人為宜
議題5：普選行政長官投票安排
主流意見：採用「過半數」和「兩
輪投票」安排，特首候選人須獲過
半數有效選民投票支持，如首輪投
票未有候選人獲過半數支持，頭2
名最高票數者須在第二輪投票決定
由誰當選
議題6：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與本
地立法的銜接
主流意見：1、應以「重選」處理
「守尾門」情況，「遞補機制」只
會出現遞補特首候選人認受性不足
問題；2、安排重選避免「守尾
門」的憲制危機；3、「守好前
門」比「守尾門」更重要
議題7：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主流意見：應維持現有選舉條例中
有關特首沒有政黨背景的規定，確
保特首能對中央和特區整體利益負

責，不為立法會或其他組織操縱

提委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程序

普選行政長官投票安排

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與本地立法的銜接

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

主流：提委會擁唯一法定提名權

主流：當選者須獲過半有效票

主流：加入重選安排 體現中央任命權

主流：維持現行規定 確保特首「雙負責」

主流：研適當擴大 加強代表性 主流：參照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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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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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大議題大議題 1313萬書萬書眾眾望望普普選選
■「政改三人組」林鄭月
娥、袁國強、譚志源乘巴
士巡遊推廣基本法，鼓勵
市民踴躍參與政改諮詢。

■■「「政改諮詢三政改諮詢三
人組人組」」與新界社與新界社
團聯會近千人砌團聯會近千人砌
圖案圖案，，表達對表達對
20172017 實現普選實現普選
的希望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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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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