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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在即，負責政改的三位中
央官員日前在深圳與立法會議員交流政改意見。中央
官員的談話明確表示，人大「8．31」決定具有不容挑
戰的法律效力，此次政改是擁不擁護「一國兩制」的
試金石。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就是要篩除破壞「一國
兩制」的人，如果這些人當選，對國家和香港將會是
災難。社會主流民意支持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如果
選民感到「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被某些議員剝
奪，必然會用選票表達不滿和憤慨，「票債票償」並
非危言聳聽。

反對派要義無反顧邁出第一步
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出，要判斷某個政團、某

個人是否與中央搞對抗，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
行」，不僅看歷史表現，更要看現實表現，特別在重
大政治問題上的取態，如果反對派真想走出死胡同，
與中央建立互信互動，眼前一步即使再艱難，都要義
無反顧邁出去。梁家傑及公民黨的歷史和現實表現，

特別是在特首普選問題上的取態，是否與中央搞對
抗，是一目了然的。但即使這樣，筆者還是希望梁家
傑及公民黨和其他反對派，義無反顧邁出與中央建立
互信互動的第一步。
若反對派議員否決政改方案，不僅不會有任何得

益，而且還會成為扼殺普選的歷史罪人，得罪希望
有普選的市民，成為最大的輸家。正如張曉明指
出，如果選民感到因議員不滿意或某些政治考慮，
令他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被橫加剝奪，必
然會用選票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憤慨，「票債票償」
恐怕並非危言聳聽，對某些「泛民」候選人而言，
哪怕流失一、兩成中間選民的選票，後果也可能很
嚴重。
的確，某些反對派議員若否決政改，哪怕流失一、

兩成中間選民的選票，他們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的議
席將不保。對反對派整體而言，他們現在所倚仗的對
政改「關鍵少數」否決權，也可能因他們否決政改而
失去，因為他們扼殺普選將受到選民懲罰，在立法會

擁有的僅過三分之一的否決權也將不保。否決政改損
人不利己，何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呢？

溫和反對派應突破綑綁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指出，「泛民」有兩類：

一類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他們打着「民主」的幌
子，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肆意曲解《基本
法》，阻撓特區政府施政，頑固對抗中央管治，甚至
勾結外部勢力，鼓吹和支持「港獨」等分裂勢力，具
體到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設計，就是要把這些人排除在
外，否則，既非香港之福，更是國家之患。在這一點
上，中央的原則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事實上，整個普
選制度的設計，就是要解決不能讓對抗中央的人擔任
特首的問題，否則不但會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破壞兩
地關係，更會威脅國家安全。唯有在堅守特首須愛國
愛港的普選底線問題上形成社會共識，落實普選才可
以水到渠成。
王光亞指出，另一類是大多數的「泛民」朋友，他

們中一些人的某些政見可能與建制派不一致，但他們
認同「一國兩制」、認同憲法和基本法，認同國家體
制和制度。他希望與這部分「泛民」朋友能夠有更多
的機會進行溝通，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就任何問題深
入交換意見。事實上，一些溫和派已經看到，被激進
派綑綁否決普選，對他們有害無益。政改一旦否決，
溫和派勢必遭受沉重的民意壓力，更會流失大量期待

普選的中間選民支持。相反，
如果政改成功通過，市民可以
在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溫和派不僅可以在特首普
選中發揮影響力，而且還可以在隨後的立法會普選中
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支持通過方案是最好下台階
必須指出，人大「8．31」決定進一步規定了特首普

選制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標誌着特首普選基本
制度的確立，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里程碑和新
亮點。正如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會上發言時指
出，人大「8．31」決定是聽取香港各界意見和長時間
研究後作出，是審慎的決定，不存在還未實施便改變
的可能性。雖然「8．31」決定並非釋法，但蘊含人大
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權威理解，具有不容挑戰的法
律效力。
特首普選制度合憲、民主、正當、穩健，特區政府

提出的普選方案進一步細化了普選制度，盡可能地體
現了民主、開放、公平、公正等原則，是經過深思熟
慮，並非權宜之計。因此，人大「8．31」決定及特區
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是在當前「時空條件下」最合適
和最好的方案，沒有任何修改空間。反對派支持政改
方案，沒有下台階的問題。反對派支持通過方案就是
最好的下台階。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反對派調整立場支持政改是最好出路
中央官員在深圳與立法會議員交流政改意見，顯示中央在政改問題上不會以原則底線作交

易，但仍願意苦口婆心地解釋和爭取反對派投票支持政改方案，這是給反對派最後的「下台
階」。反對派議員應把握機會，以香港民主發展的大局為重，拋開幻想，即使支持政改的這
一步再艱難，都要義無反顧邁出去，接受和通過政改方案，這既是最好的出路，也是一個多
贏的選擇。

朱銘泉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工商聯常委

順民意支持普選 為港作明智選擇

距離政改方案付諸立法會表決尚餘十多天的時
間，儘管反對派議員仍然矢言要否決按照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所設計的政改方案，負責政
改工作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仍然到深圳，與立法會議員圍繞行政長
官普選面對面溝通，坦誠交換意見。中央在此重
要時刻作出此一特殊安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表明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依法如期實現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
望，中央仍會盡百分之百的努力，不會放過任何
一個機會。

落實普選結束政爭是主流民意
落實普選也是本港社會的共同心願和期盼。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就如何權衡利害得失為政改作決
定，提出5點看法，第一點就是香港主流民意。
張曉明主任指出，香港社會支持普選法案在立法
會通過的主流民意已經形成，而且很扎實，很穩
固，不可逆轉。近年持續不斷的政治爭拗已經給
香港帶來了社會對抗加劇、法治根基受損、營商
環境惡化等苦果。越來越多有識之士迫切希望香

港社會能夠早日停止爭拗，凝心聚力、共謀發
展。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走出政治爭拗
的慣性怪圈，可以為香港這顆璀璨的東方明珠營
造一個和諧安樂、充滿正能量的社會環境，再創
新輝煌。廣大市民已經厭倦多年的政治紛爭，渴
望安居樂業，集中精力拚經濟、拚發展。這就是
主流民意。
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落實香
港有史以來最民主、最切實可行的普選方案，是
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碑，對維持香港長治久安意
義非凡，獲得市民的大力支持。綜合近期多項民
調可見，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的民意穩定上升，已
超過60%。「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在短短9
天時間內收集到121萬個簽名，更反映出廣大市
民希望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清晰意向，傳達社會
各界希望香港和平穩定發展的強烈心聲。民心思
普選，在政改進入「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市
民理所當然希望立法會議員承擔起歷史責任，讓
香港民主政制邁出重要的一步。

求大同顧大局投下神聖一票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與中央官員對話後，反

對派議員仍表示，中央
不會就人大「8．31」
決定作出任何改變或修
改，他們別無選擇，會
堅定否決政改方案。堅
持《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是中央落實特首普選
的底線，不可能撤回或
修改。否決政改明顯與
主流民意背道而馳，更
損害廣大香港市民的福祉和香港前途。長期以
來，有關政制發展問題的爭拗一直沒有間斷，
耗費了特區政府太多的時間、精力和社會資
源。政改方案若不能通過，未來難免政爭更
盛，社會更趨政治化，將對香港的政治、經
濟、民生建設產生更惡劣的影響，香港很可能
從此由盛轉衰。否決政改，香港人人皆輸的說
法不是沒有道理，相信絕大多數市民不希望見
到出現這種局面。
否決政改後果嚴重，張曉明主任詰問，立法會
議員作為「民意代表」，能否明知民意取向卻視
而不見甚至忤逆而行呢？立法會議員否決政改，
罔顧市民的意願，有違民主最基本精神。民意如
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目前香港社會對行政
長官普選方案存在一些分歧和疑慮，並不奇怪。
在香港這樣一個利益多元、訴求多元的社會中，
也難以推出一個人人滿意的「完美方案」。因
此，這更需要立法會議員以香港主流民意和整體
利益為依歸，以求大同、存大異的精神，顧大
局、講大義的境界，拋開一黨一己私利的束縛，
為香港投下神聖的一票。

在政改方案即將表決之際，中央官員與本港立法會議員的深圳會面備受關注。

此次對話氣氛平和、坦誠，顯示中央真心實意支持香港依法如期實行普選。香港

主流民意支持依法落實普選，形勢明朗。通過政改、落實普選，有利香港擺脫政

爭不斷、發展停滯的困局，迎來海闊天空的新景象。希望掌握政改成敗的立法會

議員，尊重民意，順應民意而行，以香港福祉為依歸，支持落實普選，為香港作

出明智選擇。

立法會議員獲邀到深圳，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
面，溝通政改意見。部分反對派堅持己見，一路反
到底。王光亞主任語重心長，特別指出，他將「泛
民」分為兩類，一類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他們
打着「民主幌子」，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肆
意曲解《基本法》，阻礙特區政府施政，頑固對抗
中央管治，甚至勾結外部勢力。特首普選制度設
計，是要把他們排除在外；即使他們當選，中央亦
決不任命。王主任同時指出，大多數「泛民」其實
是另一類的「朋友」；他們關心國家發展和香港前
途，贊同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認同「一國兩
制」、憲法和基本法；他盼與這類朋友有更多機會
溝通，深入交換意見。筆者呼籲「朋友」們值此大
是大非緊要關頭，順應主流民意支持政改方案，在
立法會投贊成票，好讓方案獲得通過。
中央對普選的原則一向明確，香港的民主發展必
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框架下進
行，而特區政府政改方案正是綜合反映香港實際情
況的最佳普選制度，這是基礎，亦是底線。正如李
飛副秘書長指出，人大「8．31」決定不存在未實施
就改變的可能，2017年後的普選都要按照「8．31」
決定推行。如果反對派堅持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否
意味永遠充當普選殺手？主流民意會允許嗎？全國
人大是中國最高權力機構，所作決定全國都須遵
守，不承認「8．31」決定等同否定國家法律，甚至
否定國家主權的存在，這些人正正就是王光亞主任
所提的第一類人，應受到港人唾棄。
面對香港實現普選的歷史機遇，若政改最終無法
通過，全港皆輸，社會繼續撕裂，更令中央與香港
的互信受損。筆者的朋友們都在看着反對派議員的
表現，看他們是否識大體，讓香港走出政治爭拗，
讓民主步伐繼續前行，讓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寧回復
正軌，不要繼續損害廣大市民的福祉和香港前途。
王光亞主任所提的「泛民」朋友們，呼籲你們要以
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不要被個別團體甚至心懷不
軌的人士所綁架；認同「一國兩制」，放下成見支
持政改，不要為一己私利而不惜剝奪市民的普選權
利。今次是考驗立法會議員是否支持「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試金石。
政改進入最後關鍵時刻，筆者由衷希望反對派議
員此際面對大是大非，大義當前，應該作出明智抉
擇，順應民意支持政改，使普選如期實現，做一個
對歷史負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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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於2013年12月正式宣布就政制發展
展開諮詢，到現在已有一年半的時間，修改行
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五步曲」，也走到了關鍵
的第三步。此次政改堪稱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
碑。「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日前在與立法
會議員的座談會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這
「東風」需要議員拿出勇氣和擔當，投下決定
香港民主進程中的關鍵一票，只要邁出重要的
第一步，就會有走得更遠的機會。現在距離立
法會審議、表決特區政府提交的行政長官普選
法案只有十幾天的時間，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的
最終選擇，將成為決定政改能否通過的關鍵。
前段時間，「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的「保
民主撐政改反拉布做選民」簽名大行動，逾百
萬香港市民通過簽名及登記成為選民，表達他們
希望依法如期於2017年普選特首的心聲。此外，
多個民調均顯示，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民意超過
6成，而且支持政改通過的民意一路高漲。立法會
議員也是民意代表，希望無論所屬政黨或個人持
何種政治立場，最終都應按照市民整體意願，投
下其負責任的一票。
政改對香港整體發展、對每個市民的影響不
可估量，香港的民主發展沒有先例可循，我們
需要「摸着石頭過河」。展開政改第二輪諮詢
時，特區政府已經強調「2017，機不可失」，
如香港能抓住這個機會，於2017年實現普選，
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重大政制問題，香港社會
更能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如果錯失這一
機會，不難預見香港社會政治爭拗會不斷加
劇，社會撕裂進一步加深。「識時勢造英
雄」，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利用政治智慧，順
應民意作出明智選擇，給香港一個機會，讓香
港500萬合資格選民在2017年歷史性以「一人
一票」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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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7日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有反對派議員
問行政長官，如2017年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被否
決，他會不會引咎辭職。在其他的場合，也有反對
派議員問特首，如政改方案被否決，他會不會解散
立法會。表面上看，這類問題似有香港《基本法》
依據，但實際上是有政治陷阱的提問。
香港《基本法》第50條第1款規定，「立法會拒
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
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
會。」第52條第（3）項又規定，「因立法會拒絕
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重選的立法會繼
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
也就是說，根據法定程序，如有關的預算案或重要
法案被否決，經協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
可以解散立法會，如重選的立法會仍然拒絕通過，
他就要辭職了。

政改非本地立法 遭否決特首無需辭職
上述條文提到的重要法案，是指本地條例立法之

重要者，本地立法之不重要者，不在此列。政改方
案是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改，雖然重要但
並非本地立法，故也不在此列。現說明理由如下：
一是香港《基本法》提到的重要法案與財政預算
案並列，屬於同樣層次，都是本地立法層面上的
事，但政改方案屬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
改，須按「五步曲」程序進行。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4月6日的釋法和2014年8月31日的決定明
確，如任何一個程序，包括立法會通過的程序不能
完成，都只能是原地踏步。
二是該重要法案只要求立法會二分之一多數通

過，屬於政府提案，不是議員提案，而政改方案
雖然也是政府提案，但卻要求立法會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其通過的標準遠比本地立法嚴格。既然

更為嚴格，通過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下降，從香港
《基本法》第49條的規定來看，就不宜適用。
三是行政長官辭職的前提是解散了立法會後，重

選的立法會仍然拒絕通過該重要法案，拒絕通過的
標準仍然是立法會二分之一多數。但修改附件一的
「五步曲」並沒有這種程序，自然就不能適用。
四是該重要法案是指新的法案，不是對本地已完

成立法的修訂，更不是對原附件一的修正案。例如
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本來是屬於此類立
法，當時也有人認為是如此。為了避免重要的法案
被否決，導致立法會解散和行政長官辭職，行政長
官主動撤回該立法草案。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當
年的立法實際上仍然是對《行政罪行條例》、《官
方機密條例》、《社團條例》等本地條例的修訂，
並非是嶄新的落實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五是在上述情況下的行政長官辭職，是必須的，
中央政府只能接受，不能慰留。而在其他情況下，
行政長官的辭職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接受，才能生
效，包括立法會對行政長官的彈劾，如果中央政府
慰留，行政長官是有可能不必辭職的。
既然政改方案不是有關的重要法案，反對派議員

的提問就是無的放矢，在法律上就沒有意義了。然
而，此類提問有什麼政治目的呢？
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如施政受到挫敗，是可能

引咎辭職的，即使在法律上無必要如此，也是表示
承擔責任，向人民負責。同理，儘管行政長官在法
律上不必辭職，但如在政治上，他是可能辭職的，
只要中央政府接受就可以了。但如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的修正案被否決，如前所說，行政長官不論
在法律上，還是在政治上，都不必辭職。在立法會
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明確表達了這個意思，是果
斷的，也是正確的。

反對派欲將否決政改的髒水潑向特首
反對派議員多次提問的目的，不論是要行政長官

解散立法會，還是要行政長官引咎辭職，就是要把
否決政改方案的髒水潑向行政長官，掩飾他們否決
政改方案的「罪責」，其用心不可謂不險惡。如果
這種圖謀得逞，政改被否決的機會就會大大提高。
筆者認為，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大於被否決的機

會，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政改方案是唯一的，也是寬鬆的。如認真將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現行規定和政改方案的內
容對照一下，不難發現，政改方案將附件一的現行
規定，加上了普選程序，只是作了文字上的必要調
整。例如，將原選舉委員會的150名選委的提名，
調整為提委的「入閘提名」，設上下限，更為寬
鬆；將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改為提名委員會的「入
閘提名」，只是把一名行政長官人選改為2-3名行
政長官候選人；最後當然是普選。如果反對派認為
這是「假普選」，則過去的選舉都是「假選舉」，
顯然不符合邏輯。《莊子．齊物論》提到的「朝四
暮三」的故事再度在香港重演，綑綁的反對派議員
就像故事中的猴子一樣。
二、實事求是的民調可以反映民意。只要是實事

求是的民調，都得出多數市民希望政改方案通過的
結論。有些帶傾向性的民調，其採訪的對象不是從
一般性群眾隨機抽樣，而是從年輕的群體或反對派
支持者的群體中取樣，當然會有不同的結果。但即
使在這樣的群體中，支持政改通過的比重也不會太
低。換句話說，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政改，與民意
背道而馳，就可能失去民意的支持，就會在下一屆
立法會的選舉中，被選民所唾棄。反對派議員三番
幾次誘導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或辭職，是為了轉嫁
自己的危機的緣故。

政改通不過行政長官要辭職嗎？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6月3日（星期三）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楊志紅

■朱銘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