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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規定: 

基本法第 43 條規定：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是香港特別行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行

政區。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

特別行政區負責。」 

行政長官既要向中央負責，亦要向特區負責。因此，行政長官戴著兩個

頭銜，他既是中央委任，屬國務院管轄的官員，亦是香港特區的首長。 

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

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行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

別行政區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  策略發展委員會政治及管治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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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條明確顯示行政長官最後必須由中央任命，且中央的任命是實質

性的。 

行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認定 

最近策發會就行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方式進行積極

討論，其中最關鍵的是在於一旦開放行政長官的普選，提名委員會的角

色如何。 

就這個問題必須從兩個角度出發，方有希望達至普選行政長官的目

標。第一，普選行政長官的模式為港人接受；第二，開放普選行政長官

的模式為中央接納。 

    從法理上，《基本法》對此有明確規定。從制度上，中央政府對於

任命部級以上的官員等有最後的決定權。因此，一旦有普選，由普選產

生的行政長官必須能符合《基本法》的普選規定，亦能符合中央的要求。 

討論開放普選模式，既要考慮法理依據，亦要考慮政治現實。法理

依據是根據《基本法》，政治現實則包括香港及中央的政治現實。 

因此，在考慮香港如何開放選舉、如何成立一個提名委員會及普選

模式的問題上，若衹從一方的利益出發，從實踐的角度看，便是不切現

實的。 

一個可行的模式必須考慮各方的政治現實與利益，方可成事。衹考

慮自身的利益，而完全不妥協的話；普選衹會遙遙無期。從《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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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文規定及中央委任官員的機制出發，可同時兼顧了法理及政治現實

的問題。 

從我們的判斷，一個可行的行政長官普選模式，必須是雙方各行一

步、各讓一步方可找到共通點。 

若我們認為普選行政長官是重要終點，那在提名委員會上就可能要

設多一些框架，以讓中央接納，又或是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開放一些，

但普選的模式約制就要大一些。提名委員會及行政長官均由普選產生的

建議在現階段相信成功率不高。鑒於中央對香港特區的行政長官有實質

的任命權，我們建議就行政長官的選舉問題應同時考慮國內委任官員的

任命機制及《基本法》規定的選舉模式。 

香港必須接受一個現實，中央在行政長官的選拔中是有角色的。我

們希望能爭取盡快全面開放普選行政長官，但同時亦考慮到在這個問題

中央對香港不能完全下放權力。基於此，與其在所有候選人名單選拔出

來後再被一些附設的機制否決，不如在候選人的資格認定上把既有機制

明示出來，讓所有候選人清楚知道遊戲規則。綜觀世界各地，各國政府

(包括回歸前後的香港政府)在任命高級官員及首長之前，候選人都必須

經過資格認定；中央政府在各行政長官候選人進行選舉之前進行資格認

定，既可避免一些中央政府拒絕任命的候選人浪費時間及精力去參選，

同樣，香港社會也可避免無謂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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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選舉辦事處在所有候選人獲得足夠的提名票後，先把所有候

選人的名字交給中央，由中央直接管轄部門即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進行候

選人資格認定。 

這種資格認定，比任何其他機制更直接，候選人資格一經認定後，

便可全面放開普選。由普選產生的行政長官，中央可順利任命。這種「過

頭關」的方式可減免了在候選人提名過程或選舉後再遭中央拒絕任命，

對社會資源、時間及政治上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個機制是把一些現存機

制明文規定在香港行政長官的普選模式當中。中央應該可以接受，而香

港亦應接受。因為即使沒有明說，這個機制本身亦在中央的任命機制上

亦已存在的。反而明說出來可以避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衝突，對社會造

成的震盪。 

從這個方向去考慮，行政長官的普選是可以有機會全面開放的。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在前述所說，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我們選擇在提名過程設多一些

框架，但可走出第一步，讓所有合資格的候選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有些意見認為提名委員會亦應由普選產生；從現實出發，我認為我們可

以先爭取打開第一道普選的門，若過程順利，得到中央的信任，便可開

放第二道門，即提名委員會亦由市民普選產生。 

 4



    任何制度的發展，都有一個過程，若要從 0與 1之前選擇，應該以

循序漸進式去達至；若一點妥協都不做，則很難邁向普選的理想；因為

我們走來走去，卻走不出第一步。中央與地方的互信必須進行政治妥

協，雙方不妥協，政制衹會原地踏步。 

    在兩者的選擇下，我們認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增至 1600 個，以

現有的選舉委員會產生方法作為參考，保持原有 4個組別，每個組別可

產生多 1倍的代表由選舉或協商產生。提名委員會以後可再進一步擴大

至全民普選產生。在現時的階段，應爭取一個由 1600 人的提名委員會

提名，參選人必須最少取得 300 個提名，合資格的候選人由全港的選民

一人一票選出。 

    這個邁向行政長官普選的方案，既考慮了《基本法》的規定，亦考

慮了循序漸進及各方的政治現實。我們相信，衹要前述的第一道門順利

打開，第二道門能夠打開的機會是指日可待的。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