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全國人大早前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以遏制激進攬炒、助政府提高管治效能

突破民生困局，同一時間全球各地都有聲音

討論改變議會結構或選舉方式，讓政治制度

更貼近民情，如美國眾議院月初通過被稱為

「一代人以來最重大」的選舉改革法案，英

國上議院在議長選舉前夕，亦出現聲音討論

廢除85位因世襲貴族身份而自動進入上議院

的議員，有議長候選人形容，世襲貴族「並

非今天英國民眾再可接受」的身份。

英
人
急
欲

美國近期掀起「選舉改革」熱潮，
眾議院月初在民主黨主導下，通過被稱
作「一代人以來最重要」的大規模選舉
改革法案，當中涉及投票資格、選舉規
定、政治捐獻來源和選區劃分等多項問
題。分析相信參議院共和黨人將極力阻
撓法案過關，但部分有利選舉改革、提
升選民參與度的條款依然有望通過。
眾議院的法案提出放寬選民投票資

格，各州需實施自動選民登記制度，且
禁止嚴格限制提前投票和缺席投票。法
案還要求各州成立獨立委員會，防止政
黨設法操弄國會選區劃界，以獲取政治
優勢。法案亦建議改革競選資金規定，
提高政治捐獻者身份透明度。

爭取支持 法案或「瘦身」
由於兩黨目前在參院各佔50席，在

共和黨人強烈反對下，法案幾乎不可能
獲得60票支持在參院過關。不過《華
盛頓郵報》分析稱，若法案經過「瘦
身」，依然有望爭取部分中間派共和黨
人支持。屆時法案可集中於恢復1965
年《選舉法案》關鍵條款，包括要求各
州保障選民登記及投票權利、加強選舉
保安，以及防止利用政治手段劃分選區
等議題。
《華郵》指出，法案範圍收窄，意
味改革模糊的競選資金規定，或要求未
來總統公開納稅記錄等條款不會包含在
內。不過調整後的法案若能通過，將有
效阻止共和黨在多個州議會藉改革地方
選舉收緊投票資格，或限制郵遞投票
等。政黨對選區劃界影響削弱，也有助
淡化未來議員黨派色彩，讓其更好代表
選民意願。 ●綜合報道

格魯吉亞於2017年修改憲法，削弱總
統權力，將原有的半總統制改為議會
制，由總理掌握實權。歐盟上周與格魯
吉亞舉行會議，歐盟代表指出，格魯吉
亞目前的政治局勢混亂，政治分化情況
愈趨嚴重，有需要改革現時的司法和選
舉制度。

去年國會大選是格魯吉亞修憲生效後
首次，但在執政黨勝出後，反對黨不願
承認落敗，拒絕進入國會，更號召支持
者發起示威。第6屆歐盟與格魯吉亞委
員會會議於上周二舉行，歐盟外交與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指出，格魯吉亞
需要實施選舉和司法制度改革，包括修

改最高法院法官遴選程序，強調獨立和
問責制的司法系統不僅是民主關鍵，還
可吸引投資者，有利國家發展。
博雷利對格魯吉亞總理加里巴什維利

表示，執政黨和政府有責任建設國家未
來發展道路，反對黨對國會的抵制亦無
助民主和政治多元化。 ●綜合報道

美選舉改革法冀增代表性
淡化議員黨派色彩

格魯吉亞政局亂 歐盟促政改

政治制度從來都
無法達至完美，當
出現漏洞被別有用
心的勢力所利用，
或 無 法 再 代 表 民

意，不論出於行政、司法、立法或哪
一種層面，便需要改變。在全國人大
討論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被西方國家抨
擊之時，英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內部同
時正研究修改政制，一個是廢除過時
的議會代表，另一個是大規模改革選
舉制度，即使採取的手法不一樣，目
的同樣是解決管治和政治上的問題，
維護國家和普羅百姓的利益。

英國的議會制度歷史可追溯至13世
紀，700多年來亦不斷隨社會發展而變
革，從國家君主由以往在議會擁有一
定權力到現代成為有名無實的國家領
袖，或者是在20世紀初限制貴族組成
的上議院權力，將立法權交到民選的
下議院手上，議會一直存在，亦一直
按國家所需作出改變。

即使英國的上下議院在今天已獲視
為「議會政治之母」，英國政界卻仍
然不斷尋求進步，如近800人的上議
院中仍然遺留85名世襲貴族，他們幾
近一出生便自動成為上議院一員，封
建色彩濃厚，議會中人便異口同聲提
出廢除，不少世襲貴族本人亦支持改

革。
在大西洋彼岸，今年初的美國國會

暴亂使全球嘩然，亦曝露美國選舉制
度的隱憂，如前總統特朗普不斷借郵
寄選票小題大做，指控選舉「舞
弊」，終致他的支持者決定衝入國會
阻止選舉程序，社會對整個選舉程序
的質疑也難以忽視，民主黨便適時在
眾議院推出改革法案，編號列為眾議
院一號法案（H.R.1），以凸顯其重要
性。

不過美國的選舉改革法案並非毫無
爭議，美國政治環境兩極化，加上法
案部分內容，是衝着共和黨以重劃選
區分薄民主黨票源的問題而來，民主
黨只能靠眾院的微弱優勢才能通過法
案，移交參院後便更難過關。

香港議會經常上演的拉布，在美國
參議院也有同一問題，共和黨人便曾
表明會透過拉布阻撓選舉改革，因此
民主黨亦不排除「剪布」，廢除需要
60名議員同意才能終止辯論的規定，
以求推動改革。

無論哪一國，法律存在目的都是維
護應有秩序，使政治制度可順利運
作，保障百姓利益，但制度難以完
美，只能隨時推移、順應現實所需來
改革，英美兩國正好示範了「唯變不
變」，一成不變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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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逐漸淘汰失敗
上議院仍養85「貴族懶蟲」

英國的世襲貴族以往大部分都會自動成為上議院議員，經工黨在1999年改革
後，只有92個世襲貴族席位獲保留。扣除司禮大臣與掌禮大臣這兩個涉及國

會職能而保留的世襲議席外，其餘90個世襲貴族議席原本預計以自然流失方式，逐
漸廢除，不過至今上議院仍然有85位世襲貴族。

全白人男性 日領巨額津貼
上議院議員不會獲發薪酬，不過每日可申領323英鎊（約3,475港元）的免稅工
作津貼，據《泰晤士報》調查，自2001年以來，世襲貴族總共已花費納稅人近
5,000萬英鎊（約5.4億港元）；他們的工作量卻追不上其他上議院議員，過去5年
平均每人只發言50次，遠少過其他議員平均的82次，世襲貴族的發言內容亦較其
他議員更傾向圍繞自己的生意或個人利益，機率高出逾60%。
世襲貴族的身份亦難以代表英國民意，雖然有意見認為他們更容易保持政治中
立，不過現時85名世襲貴族議員中，絕大部分都擁有保守黨黨籍，此外由於世襲貴
族身份必須由長子繼承，意味他們全數是男性，同時所有人都是白人，近半畢業自
貴族學校伊頓公學，平均年齡高達71歲。

議長候選人：改革重獲民信
上議院將於本周選出議長，工黨候選人海特直言，世襲貴族「並非今天英國民眾

再可接受的東西」，同時她認為以補選方式淘汰世襲貴族亦屬「錯誤」，因為法律
規定只有退休或逝世議員所屬政黨的世襲貴族議員，才能參與投票，意味在部分情
況下，一個議席可能只由3人選出。有見在疫情下相關補選已經暫停，海特呼籲上
議院投票決定是否再繼續舉行。
自民黨議長候選人奧爾德代斯亦支持永久停止世襲貴族議員補選制度，形容應讓
之「逐漸消失」；餘下一名候選人麥克福爾亦表示「讚賞」改革的聲音，並以「荒
謬」形容補選制度。
三位議長候選人亦呼籲首相約翰遜加速改革上議院，讓上議院變得現代化，重建
民眾信心；甚至不少世襲貴族本人亦支持廢除或改革，68歲的克蘭卡蒂伯爵曾表
示，支持將上議院改革成80人制度，透過比例代表制選出，以代表英國不同地區。

●綜合報道

保守黨拒作為 曾現3票當選

制度「唯變不變」 全球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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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在上議院發表演說英女王在上議院發表演說。。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上議員曾被拍攝到在議會上睡覺。網上圖片

●美國近期
掀起「選舉
改 革 」 熱
潮，圖為去
年大選的拜
登支持者。

網上圖片

英國近日出現廢除上議院世襲貴族議
席的呼聲，其實早在1999年工黨政府便
通過改革上議院，將席位數目由1,330
席大幅削減至669席，並限制世襲貴族
議席在92席。不過自此以後，更多改革
上議院的訴求屢屢受到保守黨反對，導
致這20年多間幾乎毫無進展。

提破壞性修正案阻撓
工黨首相貝理雅於1997年提出改革
上議院，建議廢除所有世襲貴族議席，
不過由於保守黨強烈反對，更威脅提出
破壞性修正案阻撓，經過兩年談判，兩
黨最終達成妥協，允許保留92個世襲
貴族席位，並於每席出缺後以「補選」
的形式填補。這項安排當時被視為屬過
渡性措施，目的是長遠取消所有世襲貴
族議席，但此後無論是貝理雅抑或後來

的首相，都未有再提出進一步改革。
在「補選」制度下，任何世襲貴族議
員一旦因為逝世或退休導致議席出缺，
便需透過補選來填補議席，全國所有世
襲貴族均有權參選，但只有原任議員所
屬政黨的世襲貴族議員有權投票。由於
1999年上議院改革列明了每個政黨的世
襲貴族議員數目，而且至今未變，因此
便會出現很多離譜現象，例如2016年
自民黨世襲貴族議席出缺，前一年在大
選中失去下議院議席的瑟索子爵，便靠
自民黨僅僅3名有權投票的世襲貴族議
員，成功重返議會。
工黨籍世襲貴族議員格洛克特男爵曾

3度提出改革，希望廢除補選制度。然
而他的提案屢遭兩名保守黨籍世襲貴族
反對，甚至曾連續提出50項破壞性修
正案阻撓。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