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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改第二輪諮詢

單輪兩輪投票各有好處
前者簡易慳錢 後者認受性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政改方案一旦落實，

全港500萬名合資格選民可於2017年開始以「一人一

票」選出行政長官。在政改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當

局就諮詢市民對特首普選投票安排的意見，包括建議

採取「得票最多者當選」，好處是簡單、易明，所需

的資源亦相對較少；另一是進行兩輪投票制，好處是

確保獲選的行政長官人選擁有足夠社會整體認受性，

有利施政。

饒戈平：白票脫離普選意義

減少落區活動 願跟團體交流

昨日公布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中指出，根據香港
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

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的決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
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決定（草案）的說
明》亦提到：「根據這一規定，全體合資格選民將人人有權直接
參與選舉行政長官，體現了選舉權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是香港民
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
當局指出，在落實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時，現行由選舉委員會

選舉行政長官的具體安排將不適用。基於以上的憲制基礎及框
架，在普選行政長官時，全港合資格選民可從提名委員會提名的
二至三名候選人，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人選。

單輪：得票毋須過半 最多即勝出
諮詢文件提出多種特首普選投票安排的建議。其中「得票最多
者當選」是採用現時普遍在其他公共選舉使用的投票制度，即只
舉行一輪投票，在所有候選人中，獲得最多有效票者當選，無須
取得過半數票。此制度最為簡單、易明，並由於只需舉行一輪投
票，所需的資源（包括舉行選舉及宣傳教育所需的資源）亦相對
較少。

兩輪：首輪未過半 再選高票二人
不過，基於此制度容許未取得過半數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有
意見認為，此制度未必能確保獲選的行政長官人選擁有足夠社會
整體認受性。
另一建議方法是兩輪投票制。採用兩輪投票制，即在第一輪投票

中，如沒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有效票，獲得最高票的兩位候選人將
進入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有效票較多的候選人當選。
文件指出，由於有機會需要舉行兩輪投票，故此制度所需的資

源（包括舉行選舉及宣傳教育所需的資源）相對較「得票最多者
當選」制為多。但有意見則認為，此制度有助確保獲選的行政長
官人選擁有足夠社會整體認受性，有利特區政府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葛沖、朱燁）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近日提出「白票
守尾門」政改方案，引起社會熱議。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昨
日指出，「白票守尾門」中的「白票」脫離了
普選本身的意義，他個人並不認同此為有效的
投票方式。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也認
為，有關方案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要求
特區政府盡早表態，以免民意被誤導。
饒戈平昨日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被問及陳

弘毅提出的「白票守尾門」方案時指出，全世
界進行普選的91個國家及地區中，有51個不
認為白票是有效票。
他續說，雖然不同國家及地區對白票是否應

該當成有效票各有定論，但他認為普選是為了
表達選民對特定候選人的態度，而白票是沒有
任何傾向意見的表述，反而迴避了選民對候選
人的態度，因此，他個人不認同白票是有效投
票，並強調白票脫離了普選本身的意義。
被問到「白票守尾門」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

和人大八三一決定時，饒戈平則表示，基本法
是原則性、框架性的法律，與人大決定兩者均
未有如此細節、關於白票的討論，但他個人相
信在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或可引起社會討

論。

梁美芬：白票制不符基本法
另外，身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的

梁美芬昨日在立法會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提
問時表示，特區政府去年啟動第一輪諮詢時，
沒有及早對違法的「公民提名」表態，令民意
受誤導，而陳弘毅近期提出的「白票守尾門」
方案，也可能造成同樣的效果。
她解釋，倘採用「白票守尾門」的方案，一
旦白票過半數便須另選「臨時特首」，違反了
香港基本法，因為香港基本法十分重視社會穩
定，亦規定了特首任期是5年，沒有提到「臨
時特首」，故希望特區政府對坊間方案是否合
法盡早表態，「化被動為主動，得就得，唔得
就唔得」，避免民意有偏差。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指出，在公眾諮詢期內，

特區政府希望認真考慮研究、審慎處理社會的
意見，否則可能扼殺「有心人」的意見。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其後在記者會上補充
說，昨日早上收到陳弘毅的詳盡意見書，會與
陳聯絡，認真研究，會跟進是否符合香港基本
法，同時也會考慮本地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選舉
對白票的安排。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白票守尾門」不符
合香港基本法。 資料圖片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認為，「白票守尾門」
中的「白票」脫離了普選的意義。 朱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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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府昨
日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強調會抓緊兩個月
諮詢期聚焦討論，並歡迎市民在今年3月7日
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意
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政改專責小
組於首輪諮詢在全港各區出席了226場諮詢活
動，但當局未來會盡量配合團體邀請，就政
改進行交流。
據悉，當局在今次諮詢期不計劃舉辦地區

諮詢會，亦不會走訪18區區議會討論方案。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提問時指
出，由於第一輪諮詢期內已有不少討論，第

二輪諮詢可以更聚焦，認為兩個月的時間已
經適合。如有團體在諮詢期內邀請政改三人
組參與公眾諮詢工作，他們會盡量配合，但
其他工作未必會如第一輪諮詢期般豐富。
在記者會上，林鄭月娥再被問到為何不

「落區」宣傳政改時說，在政改首輪諮詢
時，政改三人組出席了226場公眾諮詢活動，
雖然第二階段諮詢期只有兩個月，時間較緊
迫，但若有團體安排諮詢活動，當局亦會盡
量配合，並非完全不落區。但她強調，由於
學生團體已表示會考慮採取比較激進行動，
在考慮實際安排時，亦要考慮有關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關於「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階段的投票安排，除了「得票最多者當選」或
「兩輪投票制」外，諮詢文件還列出香港選民相對陌
生的兩種方式供市民討論，包括「排序複選制」和
「補充投票制」。但相對而言，這兩種方式較「得票
最多者當選」及兩輪投票制的缺點較多。
諮詢文件指出，排序複選制（或按選擇次序淘汰
制）是指，選民在選票上按喜好排列其支持的候選
者。在點票時，首先依照選票上的第一選擇來計算候
選人的得票，當沒有候選人得票過半數時，得票最少
的候選人將被淘汰，然後將其得票依第二選擇重新分
配給其他候選人；按票數再排序後，再將最少票的候
選人排除，並將其選票依第三選擇分配給餘下的候選
人……如此類推，直至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有效選票
為止。

一張選票 列出首選次選
有意見認為，該制度的好處是能讓選民透過一張選
票表達其對所有候選人的喜好排列，省卻選民可能需
要投票兩次的麻煩，但仍能確保獲選人是得到過半數
選民的支持。
不過，這個投票制度比較複雜，而且在香港的公共
選舉制度中，只在4個界別即鄉議局、漁農界、保險
界及航運交通界的選舉中採用，但實際運作經驗不
多，亦因此對香港大部分選民來說，十分陌生。
另一方式是補充投票制，此投票方法與排序複選制
類同，但選民只需投下其首選，或首選／次選。在倫
敦市長選舉中，選民在投票時可按其喜好，選擇首選
及次選的候選人。
文件解釋，選民所獲的每張選票上設有兩欄，選民
可在第一欄內加上「X」號，以示其首選候選人；在

第二欄加上「X」號，以示其次選候選人。選民如無屬意的次選
候選人，則不必選擇次選候選人。
第一次點票，依照選票上的首選來計算候選人的得票，得票過
半數者即為當選。如沒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有效票，得票最多的兩
名候選人將被留下，其餘的候選人則被淘汰。
其後，點算被淘汰候選人的得票上以留下的兩位候選人列作次選
的得票，把它們分派到該兩名留下的候選人，再比較兩者的得票總
數，取得最多選票者當選。此制度比排序複選制較簡單，但在香港
的公共選舉制度中從沒有被採用，因此對香港選民也較為陌生。

■在倫敦市
長選舉中，
選民在投票
時 可 按 喜
好，選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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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圖
為倫敦市政
府大樓。
資料圖片

重啟「首步曲」諮詢違憲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二階段政改

諮詢已經展開，反對派仍然堅持要撤回全國人
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問題的決定，以及重啟
「政改五步曲」。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強
調，有關要求不切實際、不可能，在憲制程序
上不存在所謂「撤回人大決定」，若政改方案
被否決，2017 年特首選舉只能沿用 2012 年方
式，在2017年之前，無法、亦無可能就2017年
普選再作任何諮詢。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宣讀聲明時，主動就有

團體和人士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政改決定、
重啟政改諮詢表示，這是不切實際及不可能的，
亦無法令2017年特首普選得以落實。
她解釋，在憲制程序上，有關修改特首產生辦

法的「政改五步曲」已經走了兩步，下一步是特
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方案，爭取立法會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因此憲制程序上不存在所
謂「撤回人大決定」。
她續說，根據人大決定，如果特首普選具體辦

法未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2017年特首產生辦
法須繼續沿用2012年特首選舉的產生辦法，即由
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特首，因此不存在
所謂「重啟政改諮詢」的空間。

梁君彥憂否決方案阻民主進程
經民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梁君彥向林鄭提問，

倘政改方案未獲立法會通過，特區民主進程將會
推遲多久。

林鄭月娥回應時重申，要求撤回人大決定或重
啟「政改五步曲」，是不切實際及不可能的，因
為人大決定已明確指出，倘政改方案被否決，
2017年特首選舉就只能沿用2012年由1,200名選
委選特首的方式，而在2017年之前，無法、亦無
可能就2017年普選再作任何諮詢。
她指出，在此情況下，最快再啟動普選進程要

等到2022年特首選舉，探討普選立法會就會因欠
缺特首普選的先決條件，要進一步推遲。

饒戈平指人大決定依法毋須改
另外，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

院教授饒戈平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和附件一，以及前幾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所作
出的，主要闡明香港普選制度保障和具體做法，
此決定有充分法律根據且符合「一國兩制」根本
宗旨，並無任何修改的必要性。

■當局正諮詢市民對特首普選投票安排的意見，包括「得
票最多者當選」和兩輪投票制等。圖為本屆特首選舉的投
票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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