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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2021年完善
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標誌着中央和特區層面為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實現「愛國者治港」而進行
的立法工作全面完成。香港迎來「一
國兩制」政通人和、良政善治新時
代。

此次立法會審議《2021年完善選舉
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的過
程，就是政通人和的一個良好開端。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評價為，「是行政
立法機關互相制衡，互相配合，良性
互動的成果。」

修訂的條例草案相當繁複。它包括
了對8部主體法例和24部附屬法例的
修訂，計17萬餘字。政府還根據廣泛
徵求的社會各界意見並吸納議員的建
議，提出了多達369項修正案。

由於政府和立法會目標一致，就是
要從本地法律上制度上落實中央關於
「愛國者治港」原則，因此我們看到
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風：政府積極發
揮主體地位的責任，並從善如流。議
會既監督質詢，也有效配合、理性建
言。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行政立法實
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但修例過程
中並沒有任何草率和粗疏。議會內務
委員會先行成立小組委員會，多次召
開會議討論本地立法原則和政策。法
案委員會密集舉行12次會議，逐條審
議草案。議員們在會前會後充分準
備，會外廣泛徵求各界意見，會內以
數十小時認真審議。全部過程體現了

行政主導與議會理性
問政新風，彰顯立法
過程的民主性、進步
性及開放性。

過去多年來，行政
立法關係惡劣。反中
亂港分子利用選舉制度的漏洞和弊
端，混進立法會搗亂破壞，與政府
依法施政針鋒相對，試圖在體制內
進行「攬炒」。在議會外，他們以
「民意代表」自居，煽動民眾仇視
特區政府，仇視中央，行撕裂香港
之事。在國際上，他們借助英美勢
力制裁香港，出賣國家和香港利
益。

如此惡劣的議會生態，如此反中
亂港的議員，將政府拉入「政治泥
沼」中。政府施政維艱，大量精力
不得不花費在並不熟悉的「政治問
題」上，而關係民眾利益的經濟民
生，卻被迫擱置，令香港失去發展
的20多年。

隨着中央和特區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實現「愛國者治港」的立法工作
全面完成，反中亂港者全部出局，阻
撓香港發展的絆腳石被踢走，香港政
治生態將迎來巨大變化。人們期盼的
議會回歸理性、議員務實履職將成為
現實。

在實現政通人和後，香港有條件開
足馬力、全力以赴解決民眾亟盼的住
房、醫療、青年向上流動等經濟民生
問題，實現良政善治，滿足香港民眾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新選制創造長期穩定發展環境 實現良政善治
立法會高票通過《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這是中央、特區

政府、立法會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不僅顯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

作全面完成，有效填補了原有選舉制度的漏洞，更標誌着中央重大決策在香港全面落

地，香港將進入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良政善治新階段。新選舉制度的確立為香

港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有利於香港社會盡快重回正軌，走出政治泥沼。各

界應拋開政治爭拗，聚焦發展經濟，創造財富，惠及民生，共同建設香港美好家園，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林建岳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本地立法方式是完善選舉制度的最後環節。
在短短兩個月時間，特區政府不但完成了有關
的法案草擬工作，而且在立法會進行了法案的
審議，順利在立法會三讀通過，新選舉制度得
以全面確立。

中央全力支持 香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這次立法得到立法會以及主流民意的支持，

既體現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立法會、建制
派為香港的長治久安、良政善治作出的共同努
力，也顯示主流民意都認同香港必須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讓香港可以擺脫無日無
之的政治爭拗，集中精力破解各種社會深層次
的問題。這次立法會順利完成立法，不打折扣

地落實人大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體現

了中央重大政策在香港全面落地，也體現了中
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

特區政府在條例草案審議過程中，與立法會
通力合作，積極聆聽議員及社會各界的意見，
充分討論369項修正案，官員和議員都可以在一
個理性的環境下交流意見，共同完善草案，一
改以往在立法會上無日無之的拉布、內耗亂
象，展現行政立法關係良性互動的新氣象。林
鄭特首和特區政府在立法過程中，做了大量宣
傳、介紹的工作，確保本地立法得以順利通
過，體現出應有的責任擔當和執行力。

中央全力支持和精心指導香港的本地立法工
作。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過程中，中央舉行
多場座談會，廣泛、認真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
意見建議，高度重視香港的民意。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新的選舉制度規定得更為具體，有利於
香港特區進行本地相關立法時準確落實立法意
圖，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快完成立法工作。

提升特區治理效能 破解深層次難題
新的選舉安排體現出制度的進步性、民主

性，有利提升特區治理效能。新選舉制度涵蓋
了社會各界別、各階層代表，體現了均衡參與
原則，更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有利於理
順行政立法，落實行政主導，提升特區治理效
能，為香港的政治穩定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這次立法工作也得到社會民意的認同，反映
了社會上求穩定、求發展的共同意志。

香港近年深陷於泛政治化泥沼之中，嚴重衝擊
香港的社會穩定，也導致各種深層次問題未能有

效解決，市民對於香港嚴重的政治對立和亂象已
經忍無可忍。中央出手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堵塞選舉漏洞，就是要根除香
港選舉制度激進化、民粹化的弊端，結束香港的
政治亂象，為香港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
境，從而令香港重回聚焦發展的正軌。市民支持
完善選舉制度，也是希望行政立法能攜手破解香
港困局，切實為民造福，帶領香港再出發。

新選舉制度的確立為香港創造一個長期穩定
的發展環境，有利於香港社會盡快重回正軌，
走出政治泥沼。社會各界當前更應聚焦經濟民
生，抓住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機遇，貢獻國家，發展香港，造福港
人，共同建設香港美好家園，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從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有關決議，到香
港立法會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
例草案》，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裏，中央的精神和指引，
通過法律的形式在香港全面落地，建立「愛國者治港」
的新秩序，從制度上推動香港撥亂反正。對於香港社會
來說，完成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建立更符合香港實情
的民主選舉制度，是香港重回法治民主、穩步發展正軌
的良好開端，非常重要及時，未來更應該聚焦落實好新
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特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
中，以利社會聚焦發展經濟民生、為年輕人拓展空間、
解決深層次矛盾，共創香江美好未來。

新制度體現民主開放進步
根據全國人大「3．11」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3

．30」修法的精神，特區政府、立法會和本港各界共同
努力，完成了新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在立法過程中，
合理吸納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充分體現
了香港社會的廣泛共識，顯示了新選舉制度具有高度民
主性、開放性和進步性。通過後的法案維護了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把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治港」原則落到了實處，有力保障了香港永久
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建立起符合香港實際情
況、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

這次選舉制度立法，合理調整立法會和選委會的界
別，選委會的規模擴大至1,500人，並增至五大界別，
引入基層和全國性團體等代表，令選委會更能夠維護香
港整體利益。立法會議席增加至90席，並按選委會40
席、功能界別30席、地區直選20席的方式組成，涵蓋

了社會上更多界別、更多階層的代表，有
助擴大政治參與和代表性，有利於行政和
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亦互相配合，有利
於真正落實行政主導。這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又一
重大制度成果，將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

提高治理效能解決深層矛盾
下一步，要通過落實好新選舉制度，實現「一國兩

制」的初心，真正做到「愛國者治港」，令各種深層次
問題得到有效解決，香港實現長治久安。在新選舉制度
下，要讓更多有識之士、有才之士進入到政府的管治團
隊，壯大「愛國者治港」的力量，包括培養更多年輕的
愛國愛港者，為管治團隊注入新生力量，帶來青春朝
氣，特別是在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方面，帶
來新的活力和動力；特區政府與立法會良性互動，形成
積極健康的政治文化，提高特區政府治理效能，聚焦廣
大市民關心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議題，推出更多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的重大政策措施，大力度下決心解決土
地房屋、貧富差距等問題，不斷提高香港市民的幸福感
和獲得感，更加認同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和必要性。

完善後的選舉制度將在具廣泛代表性、均衡參與、有
利行政主導、安全性強的多重優勢和保障下，為香港選
舉、香港發展保駕護航，為香港開啟良政善治新時代。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深信在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
界共同努力下，將全面準確實施新選舉制度，讓香港得
以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使香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
更具備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更能充分發揮在「一國兩
制」下的優勢，續寫「一國兩制」成功推進的新篇章。

確立「愛國者治港」新秩序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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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冠疫苗接種率不理想，搞了
幾個月接種率還不到二成。一些希望
社會盡快復常、關口盡快開通的市民
開始覺得着急。特首林鄭月娥日前
說，商界近日提出大抽獎、派現金等
方式「谷針」，經濟誘因不適合由政
府提出，若採用派現金、實物等方式
更可能會有反效果。

「經濟誘因不適合由政府提出」，
這句話的言下之意，就是商界、社會
團體可以做，因此，社會上大批愛國
愛港團體，如果真的想為群體免疫出
一分力，就是時候行動起來。

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在回應立法會書
面質詢時指，由於「疫苗猶豫」情況
十分嚴重，已採購疫苗過剩的機會明
顯，政府於下一輪與藥廠的採購談判
中，未必可以取得如今輪洽購般理想
的成果，現階段政府未知能否在下一
輪，採購足夠全港市民接種的疫苗劑
量。這可以算是「嚇嚇市民」，但也是
事實。既然買了你也不打，就留給其
他需要的人好過。因此香港人不積極
接種，錯過的可能不單單是一劑疫
苗，而是整個抗疫成功和融入全球的
大戰略。

2019年的黑暴，一個深刻教訓就
是，香港人不能再投鼠忌器。還記得
黑暴勢力一開始打砸的時候，被打砸

破壞的商場不敢和這
些暴力分子劃清界
線，更遑論司法界、
教育界等專業界別
了。結果暴徒反而藉
此來道德要挾商場，
要求商場拒絕警察進入。黑白顛倒，
就是由投鼠忌器開始。

今天世界不少地方都打正旗號「谷
針」，唯獨香港人再一次陷入投鼠忌
器的怪圈。政府官員說：由我們做不
合適吧。如果商界又說：你政府都不
做，我也不做，免得被人說三道四。
那麼各種社團、組織呢？如果大家什
麼都不做，我們又會再輸一次，只是上
次我們輸給黑暴、今次我們輸給病毒。

如果疫情始終不退，損失的是全香
港人，當中商界更是首當其衝。而商
界由於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
其實是最容易推出激勵措施的。例如
給完成兩劑接種的市民現金券或者折
扣獎勵，又或者由馬會牽頭搞個類似
六合彩的大抽獎，都是很容易操作
的。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自我標籤化
了，認為催谷打針是一個罪名，因此
不敢挑頭。行動起來、全力「谷
針」，是香港人自救，否則也是某種
意義的「攬炒」。只是上次是暴力
「攬炒」，今次是疫情「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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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彬 客座教授 香港特許稅務師 深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回顧香港立法機關的歷史，自英國在1841年佔領香

港後，香港立法機關一直都只是由官守議員和非官守議
員所組成，並沒有任何議席是經選舉產生。直至1984
年，中國和英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1985
年才首次舉行立法局間接選舉，然後在1995年，香港
立法局更產生變相直選的「新九組」功能界別議席。

過去社會上曾討論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而筆者深
信功能界別議席有其不可取替的作用。在成功的資本
主義制度下，政制和法治等要由各界別資本家和各階
層市民去共同制訂，但由於兩者在香港社會內的人數
不成比例，故為了達至既能均衡參與，也能相互制衡
的格局，回歸後的香港立法會，產生了功能組別和地
區直選的選舉框架，以平衡社會不同持份者及其代議
士的聲音。

反中亂港者利用選制漏洞禍港
但由於很多市民在回歸前後對香港政治制度發展並不

熟悉，對國家國情也有所誤解，加上金融風暴、沙士和
金融海嘯等事件影響，令香港房屋短缺、產業發展單
一、教育制度缺失、人力資源錯配，及年輕人向上流等
問題已堆積起來，增加了市民的怨氣，以致香港回歸後
一直是處於「人心未回歸」的不穩定時期，加上英國政
府在香港回歸前匆匆推出並埋下了披上民主民粹外衣選
舉制度的「炸彈」，使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

香港民主進程必須要循序漸進，是沒法一步登天的，
而在國家憲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中央
政府絕對有權參與香港的政改方案。2010年，中央和
建制派都願意作出妥協下增加了共10席的立法會直選
議席，其中功能界別中更增加了5席超級區議會議席，
使到框架內的架構體制開始失去平衡，議會運作變得越

來越民粹和激進，令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態
環境變得更加複雜，使到兩極化之鬥爭越
趨明顯，反對派議員漸漸地無視政府推出
改善民生和業界營運前景之議題，由於反對派不再與中
央和政府等商討妥協，為反而反，並全面推倒政府提出
的利民措施，刻意製造「民不聊生」境況，以增加其政
治影響力。全部反對派議員更在議會否決了人大常委會
在 2014 年通過的「831」決定，使香港不幸錯失了一
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機會。

自「831」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有部分社會人士更倡
議和推動「港獨」，使香港經歷了 2014 年的違法「佔
中」、2016 年的旺角暴亂，以及 2019 年的黑暴事
件，將香港推向險境，令社會大眾生活在恐懼驚慌之
下，至今仍心有餘悸。

吸引有意從政議政愛國者參選
今次在立法會三讀通過的完善選舉制度法案，以及去

年實施的香港國安法和剛刊憲的宣誓條例，絕對能讓外
國勢力不再有機可乘，除可以杜絕反中亂港分子再次擾
亂香港的秩序和癱瘓香港的施政，並堵塞以往選舉制度
的漏洞外，也是使香港能重新出發的重要歷史新一章。

筆者深信這套「既富有香港特色，又符合香港實際情
況」的全新選舉制度，既可吸引更多有意從政議政的愛
國愛港人士參加選舉，為香港維護長期繁榮穩定，出謀
獻策，也能促使議員議政回復應有的效率和效能，讓特
區政府能夠決心檢討並改革現有公務員制度，真正落實
行政主導，集中精力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使「一國
兩制」更能行穩致遠，令香港有更良好的營商環境，使
長治久安的香港更能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

落實行政主導 香港再次飛翔
李鎮強 自由黨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