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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選成敗關鍵在於是否依法辦事。根據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制定普選辦法的規範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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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尊重中央對普選
問題的主導權和決定權；二要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具體規定，行政長官候
選人提名委員會按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
現行規定組成；三要正確理解和堅持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由提名委員會實行機
構提名產生特首候選人；四要符合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條及其有關解釋的規定，特首普選辦法必須嚴格按照
「五步曲」法定程序制定。

依法辦事 落實普選不難
只要遵循既定的法律規範，特首普選是不難落實

的。如果離開法律規範，普選就必然走彎路甚至走上
絕路。目前立法會少數議員所強調的「公民提名」、
「國際標準普選」並不符合基本法；一些人要求推倒
人大決定、重啟政改更不符合政改的憲制程序和框
架，有關想法不切實際，對落實普選毫無助益，只會

成為政改向前的障礙。
現時少數議員擺出強硬態度，堅持杯葛政改諮詢，

一再揚言否決按照人大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事實
上，人大決定既嚴格遵循憲法、香港基本法，又認真
聽取、積極回應香港社會主流民意；既保障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保障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
定。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形容：「人大決定不是一個
權宜之計，而是一個『精品』。」有了人大決定，本
港順利落實普選就有了憲制保障，若政改方案順利走
完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的法定程序，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就可以第一次行
使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
的歷史新跨越。落實了特首普選之後，2020年立法會
普選順理成章也可以啟動。

求同存異 普選柳暗花明
但是，如果政改方案被否決，就只能沿用2012年特

首選舉的產生辦法，對香港民主發展意味「雙
失」，既失去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亦失去普選立法
會的機會。有普選肯定比沒有普選好，政制向前發展
肯定比原地踏步好。政制向前行，香港民主程度與日

俱增，政治活動空間不斷拓
展，不僅對於廣大市民是好
事，對於所有從政人士，包
括本港不同政黨、立法會議
員同樣是好事，將可大大拓
寬參政議政的機會。希望目前仍反對人大決定的立法
會議員，應冷靜思量，在激情過後，能夠根據香港的
實際情況，放下成見，回到以協商談判推動政改的正
軌上來。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理性協商，求同存
異，成功達成共識落實2012年政改方案，創造各方共
贏的局面，社會各界樂觀其成。
目前多個民調都顯示，按照人大決定通過的政改

框架，六、七成的受訪市民認同應「接受」，說明
支持政改是本港主流民意。中央政府、特區政府、
特首以及「政改三人組」一再強調，在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的前提下，願意和不同政黨、人士討論。如
今又到了作抉擇的關鍵時刻，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
代表，理應順應民意，珍惜廣大市民的期望，再次
把握機遇，為香港做出負責任的決定，令特首普選
出現柳暗花明的局面，而不要扼殺特首普選的歷史
機遇。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實事求是理性協商 邁出普選關鍵一步
第二輪政改諮詢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落實普選肯定比原地踏步好。2017年全港500多萬

名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是當前社會的共同期望。如今落實普選的關鍵，是看符合

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能否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議員支持通過。守法循規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合作互信是香港的優良傳統，希望掌握關乎普選命運的立法會議員，能為香

港整體利益想，以民意為依歸，堅持依法辦事的原則，實事求是，理性協商，積極支持特

區政府通過有關普選特首的本地立法工作，讓政改方案「柳暗花明又一村」，邁出香港民主

發展的歷史性一步。

■王國強

政改方案是香港民主進程的
重要體現。香港回歸之前，
《中英聯合聲明》其實並未涉
及香港的普選，是中央政府提
出普選的目標，並且寫進了基
本法，可見中央推動本港民主
的誠意。目前，政改能否邁出
關鍵一步，就要看符合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能否
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二議員的支
持通過。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是
香港政改的憲制基礎，特區政府一再強調在此框架下，願
意以開放的態度，與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任何人士對
話，推動落實普選。各界應積極就政改建言獻策。
香港政治制度的設計，必須符合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基本法第45條寫得很清楚：「（行政長
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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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人一
票」普選程序之前，「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
是一個必經之路。
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如何增加提名程序的
公平、透明、競爭性，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這也是第
二輪政改諮詢的焦點。只要能做到提名過程公正透明，
並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就是最切合香港實際的普選
方案。但迄今為止，反對派議員一直杯葛政改諮詢，更
聲稱就算有7成民意支持政改方案也不會轉軑。反對派
堅持要封殺普選，那請他們解釋：500萬名合資格選民
以「一人一票」選特首，與1,200名選委員選特首相比，
哪種方式更民主？為什麼放唾手可得的普選不要，寧
願政制原地踏步？
市民很清楚，政制原地踏步，不僅無緣「一人一票」

選舉特首，更會因為普選落空而令政爭沒完沒了。在此
奉勸反對派，應以香港大局和廣大市民的福祉為重，拋
棄黨派偏見，支持政改方案通過。如果繼續堅持不理
性、不妥協、不尊重的「三不」態度，阻礙落實普選，
必將遭到民意的懲罰。
現時進行的政改諮詢，目的是希望收窄社會分歧，建
立共識。在現有框架內，可以考慮加強提名委員會的民
主成分。當然，社會各界會對如何擴大提名委員會的廣
泛代表性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在政改諮詢階段中，應
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積極討論，並建言獻策，為建立更加
民主、合理的政治制度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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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飽受拉布蹂躪，政府決定暫時撤回漁業發展貸
款基金的撥款申請，讓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可以先
審議，但反對派卻揚言一定會拉倒議案。特首梁振英日
前批評議員拉布阻撓創新及科技局撥款，並指市民開電
視機看直播，就可以認到哪些議員在拉布。事實上，反
對派一手策劃的「拉布戰」已令市民和社會整體利益無
辜成為政爭犧牲品，而始作俑者的反對派卻賊喊捉賊，
以一貫反咬政府一口來為自己脫責。此次特首忍無可
忍，一針見血地在廣大市民前指出反對派的無恥行徑，
令他們無所遁形，更無從抵賴。明辨是非，目光雪亮的
廣大市民必定會以強大民意和輿論聲音，對禍港殃民的
倒米拉布者作出最強烈的指責。
自「佔中」落敗後，反對派以爭「真普選」為名發起

議會「不合作運動」，議會運作因無日無之的拉布幾陷
癱瘓，除創科局撥款一拖再拖外，基建工程撥款亦由前
一個財政年度的900億元，銳減至上一個財政年度僅36
億元，嚴重拖慢香港競爭力的提升和發展腳步。時至今
日，反對派已經完全喪失理性，一味為反對而反對，在
立會上對所有的議案一概拉倒就算，令所有民生經濟議
案都成為政治角力的磨心，市民的福祉和社會整體利益
白白成為犧牲品。
以往，每逢反對派受到關於拉布的輿論指責，這些始

作俑者都擺出一副義正詞嚴的面孔，在傳媒和公眾面前
對政府大加鞭笞，口口聲聲說是「民意反對」、「為爭
取普選」，將自身罪責推得一乾二淨。但此次成立創科
局的議案，已於去年10月獲得立法會大會通過，而且創
科局撥款議案與政治問題風馬牛不相及，反對派明顯是
藉此威脅當局。特首呼籲廣大市民透過電視直播，認清
拉布議員到底姓甚名誰，戳破了反對派一貫的狡辯言
辭，將他們綁架社會利益的醜態一一曝光於人前。
政府此次調動財委會的議程，完全是針對立會拉布的
應對之舉，以免當局施政被不斷拖垮，但反對派卻大肆
批評政府「專橫」、「離譜」、「霸道」。事實勝於雄
辯，相信目睹整個拉布直播過程的市民一定明白到真正
霸道離譜的人到底是誰。當局已經在職權範圍內為保障
施政和市民權益，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公道自在人心，
明辨是非的廣大市民不會容許反對派繼續拉布倒米，損
民生、累街坊的。只有強大的社會聲音和輿論壓力，才
能徹底結束令香港流血不止的拉布，才能讓反對派放棄
政治鬥氣，停止這種自殺式對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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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叫囂要撤消人大「8．31決定」，要在
立法會否決2017年普選方案。直至近日，反對派
發覺形勢非常不利，開始轉軚。「佔中」搞手戴
耀廷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目為「2017普選關鍵
視乎北京決心」的文章表示，「若不違背8．31
框架是北京政府在2017選舉的底線，那唯一可以
有讓步或妥協空間的，就是2017年之後的安排。
如北京政府真希望突破現在的政治困局，就必須
以實際行動，更明確表明願意以談判解決政治紛
爭的誠意。 」這篇文章其實承認，人大「8．31
決定」是不可能扳倒的。既然如此，2017年有普
選肯定比無為好。正因為如此，談判是必要的。
問題在於，反對派已經公開說「杯葛政改諮
詢」，變得相當被動，現在轉軚缺少下台階。戴
耀廷的文章，是希望中央政府給反對派一個下台
階，所以才會說，「如北京政府真希望突破現在
的政治困局，就必須以實際行動，更明確表明願
意以談判解決政治紛爭的誠意。」
出現這種變化，其實是兩年來反對派違法亂

港，不得人心的結果。兩年前，戴耀廷撰文談到
政改問題，說反對派手上沒有籌碼，所以，他們
千方百計組織「佔中」，要發揮「核彈爆炸」的
威力，讓香港的經濟癱瘓，中央一定會在壓力下
和他們談判。其後，反對派動員所有潛伏的力
量，煽動青年學生當「炮灰」。反對派以為，他
們採取激進暴力抗爭，特區政府就會支持不了，

就會向他們屈服，他們的奪權企圖就能得逞。

暴力抗爭徒勞無功
但是，中央、特區政府、廣大愛國愛港市民，

一早識穿反對派的圖謀，堅持依法辦事應對「佔
中」。結果，反對派大吹大擂的「佔中」暴露出
並非「愛與和平」的真面目，而是大規模的違法
暴力衝擊，堵塞交通，癱瘓社會，犧牲全港七百
萬人的利益，最終弄得天怒人怨。所以，「佔
中」轟轟烈烈開始，灰頭土臉收場。
反對派發動「佔中」，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搞
了79天，發現內部政治凝聚力越來越低， 學生
紛紛離場，民意調查更反映大事不妙，連他們
的支持者也大力反對「佔中」，不少反對派的
區議員，要求政黨盡快離場，結束佔領，以免
選舉的時候失去大量選票。這些民意調查結
果，反對派根本不敢公布，恐怕士氣全面崩
潰。

否決政改 輸得更慘
面對後「佔中」期人心渙散的困局，反對派採

取兩招救亡。第一招，將27個反對派議員綑綁起
來，保住否決政改方案的票源；第二招，把政爭
戰場轉移到立法會，發動「不合作運動」，採用
拉布戰術，癱瘓施政，企圖造成香港已「無法管
治」的假象。但實際情況證明，這兩招都遭到挫

敗。首先，湯家驊、莫乃光與反對派若即若離，
表示應該對話；美英的駐港總領事，也先後催促
反對派應該接納根據人大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
使得綑綁27個反對派議員的做法變得不可靠、不
可行。「不合作運動」更加遭到慘敗。立法會拉
布和「不合作運動」，令各項政策、撥款舉步維
艱，市民指責反對派議員領取高薪，居然阻撓政
府運作，浪費公帑，是「香港蛀蟲」。所以，反
對派議員的民意支持度大幅度插水。「佔中」弄
得人疲馬乏，最終證明鬧劇一場，反把溫和的支
持者都嚇跑。2月1日的遊行人數銳減，說明一葉
知秋，對抗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不得人心，不可
能有出路。
反對派有人計算過，現在立法會直選的議席，

反對派略為領先。如果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反
對派就會成為扼殺香港民主的罪人，票源將會大
量流失。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不僅在直選議席
反對派的優勢將會消失，在功能組別方面，科技
界和會計界的議席也岌岌可危，屆時，立法會內
反對派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關鍵少數」，到時
候，政改方案一定會通過。出現這種局面，反對
派就什麼也再撈不到了。與其如此，倒不如趁殘
局未出現，抓緊最後機會直接對話，令目前的政
改方案有一線生機。所以，戴耀廷才會撲出來，
表示「有得傾」。因為，反對派明白，「蘇州過
後無艇搭」。

戴耀廷話「有得傾」為轉軚找下台階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功能組別可與普選並存

行政長官梁振英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近日分別回應所謂要求特區
政府「承諾」取消2020年立法會功能組別，以「換取」反對派議員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的問題。梁振英強調，2020年立法會選舉取消
功能組別，不是本屆政府能承諾的事。林鄭月娥亦表示，實現立法會普
選，要由2017年普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決定啟動「政改五步曲」，現在要
求取消功能組別，是言之尚早。有關以取消2020年立法會功能組別「交
換」反對派議員支持政改方案的說法，近日由部分溫和反對派議員提
出，一些學者予以附和。這一說法，表面看來，似乎是政治妥協的一種
方式，但卻似是而非。

「交換」之說違反政改法定程序
目前香港政改已進入關鍵時期，必須抓緊時機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

「8．31決定」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這是當前急務。但迄今為止，掌
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一直杯葛政改諮詢，更聲稱就算有七成
民意支持政改方案也不會轉軚。但支持依照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
落實普選的民意愈益高漲，反映廣大市民都希望在2017年行使「一人一
票」選舉特首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溫和反對派議員提出「交
換」之說，雖然比激進反對派強硬不轉軚的立場有所緩和，但由於不合
憲和不合法，仍然是根本行不通的。
2020年立法會選舉須按照「五步曲」行事，要視乎2017年特首普選是
否能依法落實，要是普選特首成功產生，則2020年立法會選舉應交由普選
特首作出決定。不能因為要換取反對派支持通過普選方案，就作出不應
該、也做不到的承諾，這是違反政改法定程序的。特區政府2017年便換
屆，現屆政府不能、亦不會代下屆政府作出決定，現屆政府根本無法承諾
2020年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的改變問題。綑綁2017年特首普選與2020年
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違反了政改「五步曲」程序，根本行不通。

綑綁功能組別違反政改「五步曲」程序
更為重要的是，2020年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辦法的修改，不只是遷就

反對派的要求，而是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需要社會形成廣泛共識。早在2007年12月，時
任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就已明確指出，功能
組別有存在價值，不能簡單地把功能組別選舉
與普選相對立，不能將功能組別選舉由普選的
各種方案中排除出去。
功能組別體現均衡參與，這是基本法規定

的香港政制發展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1990
年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向全國
人大提交《關於香港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
件的說明》時特別提到，香港要發展政治體
制，除須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外，亦要以保障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為目的。在這個大前提下，香港政制必須「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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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充分闡釋了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功能組別是「香港原政治體制中行之
有效的部分」，取消功能組別，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與原則。
從經濟上看，以工商專業界為主的功能組別所代表的行業，對經濟發

展和政府稅收舉足輕重。從立法機關設立功能組別至今，發揮了均衡參
與的作用。目前立法會功能組別的30個議席，包含了全港28個界別，這
些界別所創造的財富，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九成以上。香港一成的人
口，負擔了政府稅收的九成，而這一成的人口，大部分屬於功能組別選
民。這說明功能組別的選舉安排，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按普及而平等的要求保留功能組別
香港立法會功能組別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席各佔半數，立法會對法

案、議案的表決程序須經由直選及功能組別各過半數通過，實際上有全
世界許多議會實行兩院或兩院混合制的影子。世界上採取兩院制的國家
有五十多個，其中發達國家佔七成以上，英國、美國、法國、德國、荷
蘭、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洲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採用兩院制。
英國上議院議員基本上是委任制或世襲制，由王室人員、世襲及世俗貴
族和主教組成，而且人數比下議院差不多多了一倍。挪威、丹麥、瑞
典、冰島和新西蘭等國家的議會，是兩院混合制。因此，香港實行功能
組別選舉和分組點票，符合普世原則。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工商界和專業中產階層佔有重要地位，發揮重

要作用。工商界和專業中產階層要求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法治環境、
公平競爭環境等，致力維護法治、自由、公平競爭和既有優勢，功能組
別選舉的理性精神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按普及而平等的普選要求保留
功能組別，是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實際需要，不僅符合基本法的原則，
不存在違反《人權公約》的問題，而且是可能爭取社會各方面接受的最
大公約數，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雖然全國人大「8．31決定」第五點清

楚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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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換」之說似乎也說得過去，但問題的實質絕非如此。一是

因為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安排，並非本屆政府處理的問

題，本屆政府處理的是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顛倒政制改

革法定程序是不合憲和不合法的；二是因為功能組別不可

輕言廢除，決不能將之貶抑為一個無關重要的「交易籌

碼」。功能組別可與普選並存。

龍聲飛揚

■責任編輯：楊 友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黃華康

■龍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