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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行政長官如何邁向普選的問題，策發會各委員及坊間已有不少建議； 

本人分別於 2006 年 9 月 22 日及 2006 年 11 月 23 日提交兩份討論文件。現

再作補充如下： 

 

必須過三關 

《基本法》就行政長官選舉方式，主要是分三個層次： 

 

一、 是由全民普選 

二、 是由精英提名(提名委員會成員均屬各界的精英，包括勞工界) 

三、 是中央任命權(中央的任命是有實質任命的權力，屬一國兩制中一國的

部分) 

 

在這三個層次當中，第一第二均屬兩制的範圍，但中央任命權則屬一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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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中央享有否決權 

在政改方案有關行政長官的部分，若要修改，除了 2/3 立法會議員及特首

同意之外，亦必須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見附件一第三段)。換言之，

就行政長官如何產生的問題上，中央有批准方案的權力，亦有任命行政長

官的權力。倒過來說，即中央對任何有關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方案及對

候任行政長官的任命均享有否決權。 

 

若香港想盡快推行行政長官的普選，任何方案都得過三關。香港必須正視

中央有權參與決定任何一個政改方案的權力，在設計任何方案時，香港其

實應該主動邀請中央參與討論，並提出他們的意見，這更有利於一個方案

順利產生。談判必須有各方的參與。漠視了其中一方的參與及意見的表達，

談判的結果肯定不會樂觀。 

 

《行政長官選舉條例》仍有不足之處 

在考慮己方利益時，港方一般考慮兩制多一些，中央則考慮一國整體情況

多一些。雖然有些說法認為香港《行政長官選舉條例》第 14 條已清楚列明

了行政長官的資格問題；但是，這可能是香港一廂情願的看法。港方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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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此問題與中央溝通過呢？大家應該正面去看待與中央的對話及溝通，

任何談判要成功，必須溝通與妥協。很多時，香港單從兩制角度去看認為

已經足夠的建議未必能滿足一國的考慮。因此，大家對一國兩制的思維必

須開放。 

 

避免憲制危機是關鍵 

如何在過三關的設計中能避免中央最後拒絕委任一名行政長官候選人的情

況出現是關鍵所在；要取得三方的同意，除了港人、立法會、特別行政區

政府之外，還要中央同意。我們衹是協助設計方案及協助談判者，並不是

權力行使者。把這些關鍵問題說出來是希望有利各方的討論談判及妥協。 

 

因此，我希望邀請各委員重申考慮我於去年 9月 22 日及 11 月 23 日提交給

策發會的方案。(包括制定政黨法的構思) 

 

只有能夠正視問題的核心，才是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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