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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關於修訂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的議案，

主要內容包括選

舉委員會五個界

別的組成方案、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席位的

分布，以及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等。香港多個商會團

體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從制度上全面落實了「愛國者

治港」，將化解社會紛爭，讓未來致力聚焦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之策，更有效落實各項經濟、民生政

策，及進一步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大灣

區龐大機遇，為香港開拓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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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重塑政通人和 聚焦經濟民生
續推港融國家發展大局 抓灣區機遇拓新出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中華總商會：擴大選委符合「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原
則。新設立的資格審查制度機制可客觀地完善資格審查的工

作，確保所有參選人符合「愛國者治港」標準和要求，全面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各界應全面配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相關
工作，為推動香港長遠和諧穩定發展攜手努力。

廣納賢才 提升參政議政質素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穩定安全是社會發展的大前提，

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一方面能令「一國兩制」和憲法得到更佳的維護，
另一方面有助重建和平、理性的政治生態，改善行政及立法關係，強
化政府管治及效率。相信新的選舉制度能鼓勵更多有才能、做實事和
理性的人士參與立法會的工作，有助提升參政議政質素，使其更好地
發揮監督政府依法施政的功能，同時有利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共同解決積壓已久、阻礙香港發展的各種社會深層次問題。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勁：選委會有了愛國愛港社
團、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精英聚匯的界別的深度參與，也為今後治
港提供人才基礎，這是香港從大亂走向大治的有力保障。

化解社會紛爭 保障營商環境
香港工業總會：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令更多界別的愛國者能夠參與
香港事務，讓議會容納更多元的聲音，與行政機關建立具建設性的工
作關係，更有效落實各項經濟、民生政策，化解社會紛爭，保障本地
營商環境，保障香港整體利益及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維持本港的長遠
繁榮穩定。
香港電子業商會：擴大選委會規模至1,500人，並增至五大界別，引

入基層和全國性團體等代表，兼顧了社會各階層的訴求，令選委會有
更廣泛代表性、更符合香港現實情況和更能夠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立
法會議席增加至90席，並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
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生，涵蓋了社會上更多界別、更多階
層的代表，有利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汲取各界聲音。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相信修訂過後將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重塑「政通人和」的管治生態，同時特區管治架構將匯聚愛國愛
港的賢能之士，未來致力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策，進一步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大灣區龐大機遇，為香港開拓新的出
路。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理事委員、帝盛酒店集團總裁邱詠筠：是次修訂修

補了選舉制度漏洞，將確保立法會不再成為反中亂港勢力以政治凌駕
民生的地方，特區政府的施政將更高效，更能集中精力和資源，應對
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令香港的明天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創科界紛
紛贊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的修訂，認為透過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有助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保障「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有利科學家於安定自由
的環境作研究探索；選委會界別分組更名
為「科技創新界」，更是順應社會發展的
需要而作出的調整，有利香港拓展大灣區
創科機遇。
香港首名中國工程院院士、港大榮譽教

授陳清泉昨日讚揚是次修訂體現了正當性
及合理性，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決
定。
他形容中央政府「用心良苦」，相信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有利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並讓香
港「有為的愛國者」凝聚公信力。
他並強調，修訂後普選依然是基本法規

定的目標，認為只要依法循序漸進，香港
必定能早日實現普選目標，寄語大家「看
大局、撐立法、保未來」， 同心守護香
港。
陳清泉坦言，對科學家而言，需要安定

自由環境探索自然界規律，造福全人類。
在目前全球前所未有的大變化中，大家更
要有清醒的頭腦、看清世界及社會的變
化、看清顛覆性科學技術的大方向，並發
揮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融入國
家建設事業。
香港科創協會表示，過去的違法「佔

中」，近年「攬炒」風氣盛行，加上中
美貿易戰、新冠疫情等，令香港社會動
盪不安，百業蕭條。特區政府需要趁疫
情逐漸受控的良機，重整旗鼓，令社會
及經濟發展重拾正軌，所以新一屆立法
會必須撥亂反正，不能只顧玩弄政治，
需要全心全意地為市民服務。

增專業界議席 利港疫後發展
該會表示，修訂後新一屆立法會專業界

議席有所增加，對疫後香港社會發展百利
而無一害，而選委會資訊科技界轉為「科
技創新界」亦是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調
整，且與時並進，助力香港拓展大灣區機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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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匯報訊（記

者 余韻）多個教育
團體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票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
一及附件二，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可

減少政治紛爭對校園的影響，讓學校可
專注教學。有教育界人士更希望選舉委員
會教育界議席的變化，可以更廣泛反映教育
專業的聲音，增加選委會代表性。
教聯會昨日發表聲明稱，香港社會長期過度

政治化，學校不幸成為政治角力場，影響正常
教學活動，期望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政治重
回正軌，學校亦可專注教學。該會呼籲各方加

強國情國安教育，助下一代樹立對國
家民族的歸屬感和責任感，為香港與國家發展
作貢獻。
新界校長會表示，修訂案符合香港社會的

普遍期望，其中對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及比
例作出修訂，有利實現「愛國者治港」原
則，確保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有效管治。該
會期望完善有關制度可減少政治紛爭對教育
界的影響，讓香港教育重回正軌，為學生營
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高等教育評議會認為完善後的選舉辦法符

合香港實際需要，兼顧全港各界別各階層的
立場和利益，有利香港的民主發展。過去一
段時間，香港長年積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尤其教育各種亂象，透過是次修訂讓「一國
兩制」得以回歸初心，問題可望得到解決，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亦將得到更好的
保障。

大專院校校友連線表示，是次修訂完全符合
憲法及基本法，並建基於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堅
實民意，體現了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助堵塞選
舉漏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針對修訂後選舉委員會教育界議席的變化，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是一件好事。他提到過往教育界選委大多數
議席由攬炒派把持，「這些所謂『代表』只講
政治，而不問專業，騎劫了整個教育界的立
場，令人失望。」
他提到，完善選制後選委會加入大學校長或

校董會主席等，比起讓教協為首的所謂「選
委」以此為工具散播個人政見，更能廣泛反映
教育專業聲音，增加選委會代表性。

可可反反映映專專業業聲聲音音 減減校校園園政政治治紛紛擾擾

●全國人大
常委會於昨
日審議通過
關於修訂香
港基本法附
件一、附件
二的議案。
圖為銅鑼灣
街頭的大屏
幕播放有關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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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全票通過對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在國家層面構建
符合香港實際、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
制度的工作完成，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的制度建設邁出決定的一步。人大常委會的
修訂以對選舉委員會重新構建和增加賦權為
核心，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總體規劃設計，
為香港發展優質民主、實現良政善治提供了
制度保障，有利於消除危害國家安全的風
險，讓更多德才兼備的賢能愛國者通過選舉
參與香港的管治，提升香港管治效能，遏止
為反而反的政爭內耗歪風；有利於香港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從根本上解決香
港長期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更好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把握「十四五」規劃、加快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使香港這顆東方之
珠再放異彩。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大
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必將隨着新選舉
制度的逐步實施而充分顯現。

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度，更好體現「均
衡參與」原則，更廣泛代表香港社會的整
體利益。在新選舉制度下，選舉委員會提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和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
候選人，有意參選的人士除必須獲得自己
所在界別或地區的認可外，還必須在選舉
委員會各個界別都有一定的接受度。這種
制度設計，突破了某個界別、地區或政團
的利益局限性，使各階層、各界別、各方

面都能夠在香港的管治架構中得到充分代
表；日後選出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是
真正符合候選人資格要求、有較廣泛代表
性和認受性、有能力的愛國者，確保其在
履職過程中能夠較好地將界別、團體或地
區利益與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廣大居民根
本利益結合起來。這正是基本法規定的均
衡參與原則的充分體現。

另一方面，由選委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候任人和 40 位立法會議員、並且參與另外
50 位立法會議員的提名，使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在選民基礎上有較大的共同點；而且
40席與30席和20席的分配比例，也有利於
在立法會中形成穩定支持行政長官的多數
力量，有利於促進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順
暢溝通。同時，通過選委會這個中心要件
把特區的幾場選舉有機結合，避免了香港
選舉活動過多過散導致的政治化後果，真
正實現基本法關於香港實行行政主導政治
體制的制度原意，有利於提升管治效能，
加快香港發展。

至於民主參與層面，此次完善選舉制度
後，選委會、立法會的規模都擴大了，民意
代表性明顯增強；立法會分區直選投票制度
也作出相應調整，在本地立法階段將明確由
比例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在保障選民
的民主權利的同時，有利於排除極少數激進
政治勢力，避免立法會民粹化、碎片化，促

進香港社會政治生態良性發展，提高議事質
量和效率。

香港新的民主選舉制度的另一大亮點，是設
立了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負責審查選舉委員
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資
格，為選舉制度整體上升級加固。作出這一規
定，目的就是既要確保有關候選人符合參選年
齡、國籍、居留權、有無犯罪記錄等一般性資
格要求，還要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的法定要求和條件。根據初步設計，資審委將
由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擔任，他們屬於香港管治
團隊，有管治經驗，且本身已獲中央任命和信
任。這一制度設計是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
的具體化、制度化，體現了因應香港實際情況
的「與時俱進」。

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循序漸進發展
民主，這個立場一以貫之。這次完善選舉制
度，使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回到基本法確立的
正軌，為香港發展民主、實現普選奠定堅實
基礎。這次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基本法附
件一、附件二作出修改，並沒有修改基本法
第45條和第68條，這兩條明確規定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最終達至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由
普選產生的目標。這充分顯示，中央堅定推
進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沒有變，
並將與香港社會各界一道，努力創造條件，
促成「雙普選」最終實現。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
港」，絕不是搞「清一色」和「一言堂」。
把不愛國的人特別是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特
區管治架構之外，絕不是把所有反對派全部
排斥在外，反對派特別是「泛民主派」裡面
也有愛國者，只要他們與反中亂港分子「割
席」，劃清界限，將來仍然可以依法參選、
依法當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也表示，
大家不應將「民主派」等同「不愛國」，這
樣對他們不公道；她認為，「只要是愛國
者，任何人都能向人大、政協和全國性組織
代表拿提名，不會因為某個政治立場而不成
功。」

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修訂完成後，香
港本地立法工作將正式開展。未來一段時
間，特區政府的工作非常繁重，尤其是部
分實施辦法要在本地立法階段敲定，包括
界定選委會中有關界別分組的法定機構、
諮詢組織、相關團體和合資格團體的選
民；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和運作；立法
會地區直選的選區劃分及提名投票辦法等
等。按照政府目標，要力爭4月中提交條例
草案予立法會審議，5月底前完成審議及三
讀通過，顯然對政府和立法會都是不小挑
戰。期望行政和立法機關迎難而上，既嚴
格按照新的基本法附件的規定，也充分聽
取、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把本地立法工
作做得扎實、圓滿。

新選舉制度發展優質民主 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