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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就行政長官普選模式提交建議 

 

前言 

 

1.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行政長官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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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本法》已清楚訂明邁向

普選的目標，而鑑於香港已具備各項施行普選的條件，包括完備法治制度、

穩固經濟基礎和良好公民質素等，再加普遍市民對推行普選強烈訴求。因

此，有關行政長官普選模式的討論，都應該以儘速落實普選為前題。 

 

2. 行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而 2007 年以

後各任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立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數

通過，行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而人大常

委會於 2004 年於 4 月 6 日作出解釋《人大解釋》，訂明附件一有關行政長

官產生辦法如果不作修改，該附件的現行規定仍會繼續適用；其後人大常

委會於同年 4 月 26 日作出決定《人大 426 決定》，2007 年第三任行政長官

的選舉，不實行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3. 《人大 426 決定》雖規範市民對 2007 年實行普選的期望，而政府較早

前提出的政改方案，由於未能回應普遍市民對普選訴求而遭立法會否決，

但民協相信，人大常委會並未有否定 2012 年實施普選的可能性，2012 年仍

然存在普選的空間，此期間社會宜於建立共識，儘快為落實普選鋪路。 

 

4. 普選議題現正由策略發展委員會(策發會)轄下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

討論，由於行政長官普選模式相對較為簡單，策發會遂決定先就行政長官

普選進行研究，繼而討論立法會普選，並訂於明年初完成有關討論。因此，

民協是次提交建議書，旨在就行政長官普選模式闡述我們的構思，當中包

括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相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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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政長官產生辦法 

 

5. 行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第二屆行政

長官由 800 人組成選舉委員會選出，該委員會由下列各界人士組成：- 

 

第一界別： 工商、金融界      200 人 

第二界別： 專業界        200 人 

第三界別：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200 人 

第四界別： 立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  200 人 

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地區政協委員 

 

6. 縱然附件一第三段訂明「各個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

以產生選舉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選

舉法加以規定」。但無論從選舉委員會中狹窄的選民基礎1、過高的提名門

檻，以至到存在公司票等不合理和不公平的安排2來看，選委會的構成和運

作一直為社會所詬病，令人質疑上述所謂民主和開放的原則，實屬名不副

實。因此，選舉委員會構成和相關運作安排，必須進行深入和全面的改善。 

 

7. 雖然《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訂明，2007 年以後各任行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如需修改，須經過三個步驟，即包括： 

 

(a)立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數通過； 

(b)行政長官同意；及 

(c)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8. 但人大常委會在 2004 年 4月 6日通過關於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

條的解釋《人大解釋》，既引入行政長官就附件一和附件二的行政長官及立

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的機制，更訂明附件

一及附件二中規定的立法會產生辦法如果不作修改，該兩個附件的現行規

定仍會適用。其後，《人大 426 決定》，更否決 2007 年第三任行政長官實行

普選的產生辦法。 

                                                 
1 根據選舉事務管理處公布 06 年臨時選民登記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臨時選民為 22 萬人，只

佔全港地方選區臨時登記選民總數 318.6 萬人的約 7%。 

 

2 多個界別選民基礎與所得選委會席位數目均出現嚴重錯配情況，如漁農界及航運交通界的選民

基礎少於 200 人，但在所得的選委會委員數目分別為 40 席和 12 席，相反，一些選基礎較大的界

別，如教育界、衛生服務界及會計界，選民基礎分別為 79,000 人、36,000 人和 28,000 人，但三

個界別只各佔選委會 20 個委員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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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換言之，《人大 426 決定》對普選否定，再加上政府較早前提出的政制

改革方案3，由於未能回應普遍市民對普選訴求而遭立法會否決，2007 年行

政長官選舉產生辦法本質上將維持不變，即沿用 800 人組成選舉委員會選

出第三屆行政長官，以致現時出現於選舉委員會的不公平和不合理的安

排，將會起碼持續至第三屆行政長官選舉。 

 

普選行政長官的發展路向 

 

10. 縱使第三屆行政長官選舉辦法不變已成定局。但民協相信，人大常委

會並未有否定 2012 年實施普選的可能性，事實上，香港確實已具備各項施

行普選的條件和優勢，過去，市民經歷了二十多年爭取民主的崎嶇過程，

雖屢遇挫折，但追求民主的決心，並沒有半點冷卻。從殖民時代走到回歸

後，歷盡經濟高低起跌，政治風雲變幻，香港人由從前「走難」、「過客」

的心態，過渡到現時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 

 

11. 香港的奇蹟，不再是簡單的經濟論述，香港既擁有穩固及久經磨練的

經濟基礎，優良法治體制，再加上民智成熟和高度理性配合下，香港實在

已具備足夠條件施行普選。民協相信，為到香港未來的持續發展，真正建

立和諧共融的社會，做到政通人和的局面，發展民主是必需的過程，以期

改革滯後的政治制度，理順現行制度中不公平和失衡現象。市民一直以和

平的表達方式，理性、溫和態度，要求建立民主體制，實際是要求利用現

代文明和公平的民主政治制度，去解決內部紛爭，調和社會不同意見，讓

政府施政回應市民意願，讓公眾意志在政府施政中體現。 

 

12. 而根據過去多項民意調查顯示，普遍市民都支持儘快推行普選，而作

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當局必須具體回應市民對普選的訴求，儘快尋求一

個符合民主、公平原則，普及而平等的行政長官普選模式，並朝向最快在

2012 年實施的方向邁進。 

                                                 
3 就 2007 年行政長官產生辦法而言，政府的建議主要包括：(a)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至 1,600

人；(b)選舉委員會第 1、2及 3界別各由 200 人增至 300 人；(c)加入所有區議會議員於第四界別，

使該界別人數因此由 200 人增至 7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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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長官普選模式的建議 

(要點可參考附件一及附件二) 

 

13. 首先，《基本法》第 39 條指明，《公民權利及政治權力國際公約》須通

過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律予以實施。而《公約》就選舉及參與公共事務而言，

《公約》第二十五條開宗明義說明： 

 

「每個公民應有下列權利和機會，不受第二條所述的區分和不受不合

理的限制：（a）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參與公共事務； （b）在

真正定期的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這種選舉應是“普及和平等的＂並

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行，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 

 

14. 而《公約》第二條所講的區分，指不可因為個人的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政治見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的任何區別，

而剝奪個人享有《公約》所承認的權利。 

 

15. 所以任何普選行政長官模式，都必須符合上述大原則，引申出來就是

行政長官普選必須是普及而平等；盡量降低獲得參與行政長官選舉提名所

需的門檻；並在可行情況下盡量做到「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原則。 

 

16. 而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行政長官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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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任何普選行政長官模式符合

以下三部分： 

 

(a) 成立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b) 該提名委員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行政長官候選人；及 

(c) 提名後，候選人以普選方式產生。 

 

最後該當選者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正式成為行政長官。 

 

17. 基於上述基礎，民協擬就行政長官普選模式提出兩個可行的建議方

案，包括以現時選舉委員會之組合演變而成的提名委員會(建議方案一)，

以及重新成立以全體立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建議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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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方案一 

 

18. 就成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而言，民協建議考慮以現時選舉委

員會為基礎，改變成將來的提名委員會，把現時 800 個委員的組成規模，

擴展至 3,200 個委員，即大約等同現時 320 萬地方選區選民人口的某個整

數比例，約為 1,000 倍。另外，亦可加上現時一些當然委員，包括 137 名

立法會議員、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及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19. 而現時選舉委員會選民基礎必須擴大，並反映各社會階層在人口中所

佔比重，以期真正做到公平兼顧社會各個階層利益，簡言之，即未來提名

委員會選民基礎須擴展至等同現時全港合資格地方選區選民人口。技術

上，當局須考慮增減某些界別，以及重新調整現行界別組成(當然委員如立

法會議員、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及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除外)，以

如實反映該些界別在社會上所佔比重及其重要性。而每名選民必須按重新

訂定的界別分類，被編入一個所屬的界別，並有權參選及投票選出該界別

的代表。 

 

20. 此外，有關各界別在的提名委員會所佔的席次，民協建議，當局可考

慮按界別本身在人口中所佔比例，編配各界別在提名委員會中所得席位。 

 

21. 另外，所有團體和公司票必須予以廢除。亦要取消規定政黨人士在獲

選為行政長官後必須退黨的做法。 

 

22. 就提名程序方面，民協建議若要正式成為行政長官候選人，最少要獲

得 5%的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即 160 人，而每一位提名委員會委員只可提

名一位候選人。 

 

23. 考慮限制候選人數目，以避免參選人數過多，引起選民的混淆，做法

是規定候選人數目的上限，最多為 10 人，以獲得提名數目的多寡來排列優

先次序，而首 10 位得到較多提名的人士，才可成為正式候選人。採取這種

較低門檻提名的方式，既可為社會各界和不同政治背景的人提供參選機

會，亦符合《公約》提出保障市民有被選舉的權利。 

                                             

24. 正式獲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候選人，會經由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一

人一票、簡單多數票」方式選出。獲選人最後經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正式

成為特區行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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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述行政長官普選模式方案，既平衡公平兼顧社會各個階層利益，亦

符合《基本法》及《公民權利及政治權力國際公約》的各種規定。 

 

建議方案二 

 

26. 就廣泛代表性而言，立法會作為民意機關，其龐大地方選民基礎，代

表性實不容置疑，以它作為將來的提名委員會，亦是另一個可行方案。 

 

27. 民協建議以全體立法會議員組成將來的提名委員會，此舉既符合廣泛

代表性原則，委員會成立的過程亦相對清晰和簡單，基本上只借用現有選

舉機制，而無須另闢多重選舉，減低社會成本，令資源更有效運用。此外，

對政黨政治發展，同時產生積極和正面的作用，而現時行政和立法的緊張

關係，亦可透過此提名過程得到調解和紓緩，重新建立相互配合和協調關

係。 

 

28. 就提名程序方面，民協建議要正式成為行政長官候選人，最少要獲得

10%(即 6 名)立法會議員的提名，而每一位立法會議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

人，因此候選人數目最多只有 10 人。採取這種較低門檻提名的方式，既可

為社會各界和不同政治背景的人提供參選機會，亦符合《公約》提出保障

市民有被選舉的權利。 

 

29. 同樣亦要取消現時規定政黨人士在獲選為行政長官後必須退黨的做

法。 

 

30. 正式獲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候選人，會經由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一

人一票、簡單多數票」方式選出。獲選者最後經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正式

成為特區行政長官。 

 

31. 上述提出行政長官普選模式方案，既符合《基本法》中廣泛代表性原

則，以及《公民權利及政治權力國際公約》要求保障市民參選和選舉的權

利等，亦做到真正公平兼顧社會各個階層利益。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2006 年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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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協就行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的建議要點：  

 

建議方案一 

 

(a) 以現時選舉委員會為基礎，改變成將來的提名委員會，把現時 800 個

委員的組成規模，擴展至 3,200 個委員； 

 

(b) 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須擴展至等同現時全港合資格選民人口； 

 

(c) 增減某些界別，以及重新調整現行界別組成，以如實反映該些界別在

社會上所佔比重及其重要性； 

 

(d) 每一位選民必須按重新訂定的界別分類，被編入一個所屬的界別，並

有權在該界別出選及選舉； 

 

(e) 按界別本身在人口中所佔比例，編配各界別在提名委員會中所得席次； 

 

(f) 廢除所有團體和公司票； 

 

(g) 取消規定政黨人士在獲選為行政長官後必須退黨的要求； 

 

(h) 要取得最少 5%的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才能正式成為行政長官選舉候

選人，而每名提名委員會委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 

 

(i) 訂定候選人數目的上限為 10 人，以獲得提名數目的多寡來釐訂優先次

序，首 10 位得到較多提名的人士會獲得正式候選人的資格；及 

 

(j) 透過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簡單多數票」方式，從候選

人中選出行政長官，當選人經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後，正式成為特區行政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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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民協就行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的建議要點： 

 

建議方案二 

 

(a) 以全體 60 名立法會議員組成將來的提名委員會； 

 

(b) 現時政黨人士在獲選為行政長官後退黨的規定必須予以取消； 

 

(c) 要取得最少 10%(即 6 位)立法會議員的提名，才能正式成為行政長官選

舉候選人，而每名立法會議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因此候選人的數目最

多為 10 人；及 

 

(d) 透過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簡單多數票」方式，從候選

人中選出行政長官，當選人經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後，正式成為特區行政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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