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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舉制度將有利於準確落實香港
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制度。有法
律界人士分析指，準確落實行政主導的
香港政治體制符合基本法要求。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授傅健

慈表示，基本法多項條文都闡明了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的憲法地位。他指出，根
據基本法第十六條，香港特區享有行政
管理權，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自行處
理香港特區的行政事務；而根據第四十
三條，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
首長，代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依照基
本法的規定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負責。
他並以基本法第四十八條進一步說明

行政長官的職權，其中第一項就是領導
香港特區政府；此外還包括簽署立法會
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簽署立法會通
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
中央政府備案；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
法院法官等。
傅健慈亦列舉基本法第九十條，指香

港特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
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除了基本法第八十
八條和第八十九條規定的程序，還須由
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全國人
大常委會備案。他表示，基本法還有多
項條文可以顯示香港特區是由行政主
導，而準確落實行政主導的香港政治體
制符合基本法要求。

香港多年來都受房屋短缺、貧富懸殊及青年向上發展
困難等問題困擾，逐漸積累成深層次矛盾。多名政界人
士指出，雖然特區政府過往有設法解決問題，但攬炒派
立法會議員逢中必反，惡意抹黑對香港有利的政策，並
激化社會矛盾，除了令特區政府施政困難重重，亦令香
港發展停滯不前。他們相信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特區政
府和立法會將能同心協力逐步處理深層次問題，回應市
民多年來的期望。

無拉布可順暢推動創科
經民聯主席、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盧偉國

指，由於攬炒派過往頻頻拉布，立法會審議工程項目撥
款的過程極不順暢，政府每年度普遍都會向立法會提交
逾千億元的工程項目撥款申請，但在2013/14年度，立
法會財會及工務小組因攬炒派拉布，最終獲批准撥款的
基本工程項目預算僅得36億元，當時不少業內人士更發
起反拉布遊行，又如2018年攬炒派百般抹黑高鐵「一地
兩檢」，但現時事實證明他們的抹黑並無發生，兩地旅
客也可便捷流動。
盧偉國批評，攬炒派破壞政府依法施政，連累工程界

乃至全港市民利益，相信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能有效
維護並確立行政主導，讓香港務實地運作，同時把握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過往攬炒派議員逢中

必反，無限拖延港珠澳大橋、高鐵「一地兩檢」等有利
香港發展的項目，至近日攬炒派議員離開議會後，立法

會才能認真審議並通過支持河套地區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的撥款。
她指國家提到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希望特區政府在完善
選舉制度、確立行政主導後，能大膽
創新，推動實際的創科政策。

議會理性對待利港政策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金融服務界

議員張華峰表示，現時業界內很多制
度和措施都過於保守，新企業未必願
意來港上市，不利香港經濟發展，希望在新選舉制度有
效確保行政主導及立法會有序運作後，特區政府可進一
步完善上市制度，鼓勵不同企業及同股不同權架構公司
來港上市，並營造具有良好監管的營商環境，以推進香
港的金融發展，並令券商受惠。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黃國健表示，現時

香港經濟結構集中於金融業和旅遊業，年輕人出路狹

窄，加上地產商在房屋問題上牟取暴利，令香港出現畸
形現象，雖然特區政府有想過改善，但由於香港一直無
法確立行政主導，導致特區政府過往施政處於劣勢，特
別是某些地區直選議員為了議席愈趨民粹，很多對香港
整體有利的政策都難以落實，希望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後
可以強化行政主導，議會亦能理性對待有利香港整體的
政策。

選委會日後除了選出行政長官候任
人，亦會選出40名立法會選委會界
別議員。多名政界人士表示，新選舉
制度下，行政長官和部分立法會議員
的選民基礎相同，都需經選委會委員
提名和選舉產生，因此他們多會秉持
同一理念和宗旨，有利行政主導，亦
有利立法會更好地履行監察特區政府
的職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

葉國謙表示，行政主導代表由行政長
官領導的特區政府，在愛國愛港人士
支持下依法為民生福祉施政，但過去
立法會部分議員主張「港獨」和攬
炒，甚至惡意利用立法會的憲制職能
挑戰特區政府，令立法會變成拖行政
機關的後腿。他相信日後由選委會選
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和40名立
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多會秉持同一理
念和宗旨，有利確保行政主導，這些
議員關注香港整體利益，因此在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時，亦會監察行政
機關有否全面考慮社會整體利益，並
幫助特區政府完善政策的不足。
全國政協委員、新民黨常務副主席

黎棟國指出，任何政策都不應偏重或
忽略某方聲音，但過往很多立法會地
區直選的議員都較專注政治議題，未
必有利於制定顧及社會整體利益的政
策，而日後產生的40名立法會選委
會界別議員來自不同背景，具廣泛代
表性，相信有助提高議政素質。
黎棟國表示，這40人和行政長官
的選民基礎和票源幾近重疊，因此他
們對事情看法一致的機會更高，有利

確保行政主導，但不會因此而隨便通過政府政
策，相信這些議員必定會從香港整體利益出
發，而由選委會選出這40名議員和行政長官
候任人，代表立法會日後將會更注重與行政機
關的溝通，亦會更好地履行監察行政機關的職
責。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表
示，日後選委會會由熟悉香港運作、對社會貢
獻良多的愛國愛港人士組成，由他們選出的行
政長官候任人和40名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
都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愛國治港者，由於他們的
理念一致，相信會令政府日後施政更為順暢。

上屆立法會選舉期間，不少激進攬炒
分子鑽制度空子，利用低比例的選票循
末席進入立法會，並在競選期間和當選
後大肆散播抹黑特區政府的謠言，令特
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難以體現行政主
導。多名政界人士認為，新選舉制度有
助堵塞攬炒分子的可乘之機，避免選舉
政治化及立法會被激進分子裹挾，確保
行政機關的主導角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指出，過往有主張「港獨」
「自決」的極端激進分子在立法會地區
直選中以低票數混入立法會，在競選期
間和當選後亦不斷散播抹黑內地和特區
政府的信息，其行為可說是綁架、摧殘
特區政府有利民生的政策。
他形容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是

中央為香港注射防範政治病毒的疫苗，
新選舉制度下的選委會將會體現更廣泛
優質的代表性，經這個選委會提名和選
出的立法會議員必定會從香港整體利益
出發，有利行政主

導。
自由黨副主席、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

議員邵家輝認為，過往立法會選舉門檻
低，地區直選採用的比例代表制更令部
分反中亂港分子透過低比例的票數取得
議席，他們在當選後嚴重阻礙議會運
作，亦令特區政府難以有效施政。
他表示，在完善選舉制度後，地區直
選將改由每區得票最多的兩位候選人當
選，相信激進分子在這種制度下不會獲
得支持，而未來立法會的組成將朝香港
整體利益出發，將政策提升至更宏觀的
角度。
邵家輝說，香港已停滯多年，房屋建

築的進度就像烏龜賽跑，整體發展如
同在泥沼中行走，希望完善選舉
制度、確保行政主導後，可
助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
本港整體經濟和民
生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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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候任人
選舉產生40名立法會選
委會界別議員
負責提名所有立法會議員
候選人和行政長官候選人

的組成及職能組成及職能
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

資料來源：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製圖：香港文匯報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
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300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

的修訂，為香港落實

「以行政長官為核心

的行政主導」的政治

體制創造有利條件，有助行政機關和立法會良性互動，攜手為香港

創造利益最大值。香港文匯報近日訪問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他

們分析指，未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有相同的選民基

礎，以及最大限度保障不被激進分子裹挾的立法會，均有助落實行

政主導。他們並認為，落實行政主導將助力香港集中精力解決積累已

久的深層次問題，並在國家的發展藍圖中擔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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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布可拉利推新策 回應市民多年期望

特首為首行政主導符基本法要求

免選舉政治化 堵攬炒進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未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有
相同的選民基礎，以及最大限度保障

不被激進分子裹挾的立法會。圖
為香港立法會會議廳。

資料圖片

●●政法界認為落實行政主導將助政法界認為落實行政主導將助
力香港集中精力解決積累已久的力香港集中精力解決積累已久的
深層次問題深層次問題。。圖為市民在添馬公圖為市民在添馬公
園舉國旗園舉國旗，，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
通過基本法修訂通過基本法修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 2016 年 12 月 12日，香港特區選出
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 資料圖片

●圖為2017年建造業大聯盟反拉布示威集會。 資料圖片

●政界批評以往攬炒議員逢中必反，拖延施政。圖
為攬炒派議員不斷拉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