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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一會兩組＂ 

 

有鑑於香港現存政黨無法在立法會上分別代表社會各階層爭取平

衡社會利益、調和社會矛盾的議會功能，因此，工商專業界與基層的

利益矛盾不能靠現有立法會制度擺平，出路可能是將原有的功能與普

選兩大組別的議員正式分成“一會兩組＂分頭運作。 

 

法律現況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04 年 4 月 26 日的解釋與決定，

為香港政制改革提出了法律框架。其規定如下： 

 

「一、２００７年香港特別行政區第三任行政長官的選舉，不實行由

普選產生的辦法。２００８年香港特別行政區第四屆立法會的選舉，

不實行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

各占半數的比例維持不變，立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式維持不

變。  

 

二、在不違反本決定第一條的前提下，２００７年香港特別行政區第

三任行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和２００８年香港特別行政區第四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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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六十八條的

規定和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

適當修改。 」 

 

    基於上述的法律規定，我們建議，先在現有的基礎上，保留現行

的立法會內功能組別及直選組別各半的比例或按比例增加，即直選議

席增加多少，功能組別就增加多少議席，一切照著原有的選區讓各政

黨去角逐，但原有的功能組別的三十席則另行建會；修改《基本法》

易生非議，現在的建議是在不必要更動《基本法》的前題下，使功能

組別與普選組別分別點票表決法例，正式將兩組分家，分頭建立各自

的議事平臺，如用“一會兩組＂的概念，既可符合《基本法》一院制

的條文，又可符合現存兩組議員針對一個提案討論的原則。待條件成

熟後，則可正名為“一會兩組＂。但“一會兩組＂之實施前題是現時

分組投票的機制及選民基礎必須重新修訂，以避免現時分組投票機制

的死胡同。 

 

第一，可以減少現存兩組議員因著誰更有民意代表性的問題而

經常互相猜疑與彼此歧視。結果是有礙議事平和、客觀的

要求。如果一會兩組是建立在相應的民意基礎上，那兩組

都可享有同樣的一般法案的提案權與議事權，如一個法律

提案先由一個組提出，進行投票；則需要再要轉去另一個

組進行討論與投票。對現行制度進行調整，兩組對議案的

投票均可採取三讀的形式方能通過。如果一組三讀通過的

提案被另一組三讀不通過時，可用兩組合議的出席人數多

數通過，若通不過便擱置或駁回原組重新審議。(這個有

關投票機制的建議不需要修改《基本法》，只需要修改直

 2



選組與功能組的議事規則。) 

第二，正如美國“一會兩院＂制其中的參議院所代表的是州的

利益，必須要有他們州的參議員為他們看顧。眾議院所代

表的是普羅大眾的個人利益。個人與州的利益如何平衡整

合，則靠兩院的磨合才能成事。美國的“一會兩院＂制是

由英國的兩院（貴族院及平民院）演變而來。同樣，香港

既然有兩個利益矛盾而又相生相長的不同階層存在的事

實，故可考慮參照類似美國“一會兩院＂的模式，(但不

是照單全收，因為香港面對的政治情況及地理環境與美國

不同。) “一會兩組＂可讓雙方的利益，各有各說的空

間，而又有對等協商的機制。 

第三，美國的“一會兩院＂的選舉辦法，也說明了一個國會成

員可由不同的管道、不同的選舉方法選舉產生。香港的

“一會兩組＂的好處是不必對《基本法》進行大動作的修

改，只須將現行功能組別的選舉通過政府政改建議加以調

整。《基本法》說明立法會最後由選舉產生，基于現有基

礎及充份照顧各階層利益的政改原則；以“普選＂的方法

去選出來的“功能組＂議員，不但遵照《基本法》說明立

法會最終由普選產生的規定，也能照顧到業界和各階層的

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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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功能組別:  

第一階段 

(1) 擴大選民基數及組別 (循序漸進，逹至普選目標)

我們建議，只要候選人出自業界的原則確定下來後，可由

全部合格選民通過“選區＂選舉辦法，或通過用一張候選

人名單當作選票由選民在每個功能團體的候選人名單中圈

選他們心目中的候選人。 

(2) 取消功能組別的公司、團體或法人票 

應該由有資格被界定為該界別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產生界別

的代表；功能組別的選民必須界定清楚。 

(3) 增加功能組別

若現實上，功能界別不能循序漸減，可以考慮到過來以增

加功能組別及以重新界定功能組別的選民以達至改革的方

向，曾經建議過的新增組別包括中醫界、高等教育界、環

保界、出版界或其他應該有代表而在立法會沒有代表的界

別，可增加一個綜合界別，讓所有其他不屬於任何功能組

別的選民歸類到該界別。使所有選民都有機會在功能組別

中投票，最終達至普選的功能組別立法會議員的代表性與

分區直選立法會議員不相伯仲。 

第二階段 

當第一階段改革成功以後，可進入第二階段，即讓所有選民都有

權在功能組別投票據(即選民可有一票投直選，另外亦在有在所

有功能組別中投票)。在這方案中，選民一人多票；既可保留功

能組別的代表性，亦可達普選之效。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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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條件成熟後，才考慮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議席，全部議席由普

選產生。(由於第一及第二階段基本上達到選民在普及和平等下

選出他們屬意的直選議員和功能組別議員；因此，可以維持實踐

一段較長的時間)。 

 以上方式，既可在現有《基本法》框架下進行，基本上無

須修改基本法，又可逹至每名合資格的選民有同等的機會去投票 

(一票投直選，一票投功能組別)。保留功能組別的代表可逹至平

衡各方利益、循序漸進、並且滿足《基本法》最終普選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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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地區直選: 單議席單票制

至於直選方面，我們支持所有由普選產生的地區直選，均以單議

席單票制進行。以上模式，是考慮到循序漸進、平衡各方利益普

及及平等的原則。相信可使政改模式順利過渡到立法會全面雙普

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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