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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政改諮詢尚未出台，有關政改的討論，不斷升溫。在這些熱烈的討

論中，市民對各種策略，有甚麼的想法？不同政團提出的意見，是否就

能代表主流市民的訴求？這些重要的問題，往往是被政黨領袖，想當然

地預設了答案，但現實的情況是，他們在代表民意，還是與主流民意，

愈走愈遠呢？

溫和務實佔主流  市民期望路線圖

新論壇在 8月中至 9月初，進行了一項有關政改的民意調查，有三點觀察，

值得所有從政者注意。第一，在路線圖的問題上，市民的訴求是相當清晰

的。被問到是否支持年底的諮詢要包括 2017和 2020的選舉方案，近半數

的受訪表(49.2%)表示支持，反對的只有 19.2%。

第二，較多香港人認同，以溫和務實的態度，促進民主發展。在調查中，

有過半數受訪者(56.8%)認同「民主派」與中央政府「企硬」，對促進民主發

展沒有幫助。有近半受訪者(46.7%)，接納人大提出的普選時間表。雖然堅

持二零一二年人雙普選的受訪者，佔約三成(28.1%)，但大多數受訪者

(58.7%)，還是希望看到一個較溫和的民主方案，2012年的政制能有所發

展。

第三，相當部份受訪者，對不同的策略，抱觀望態度，無既定立場。對社

民連以爭取 2012年雙普選為目標的五區總辭建議，支持和反對的，分別

佔 26.7%及 34%。表示“視乎情況而定”，就佔了三成(29.6%)。對於在刪

去委任區議員，“翻叮”五號報告書的建議，表示“可以接受”和“不

接受”的，分別佔 26.7%及 34%。而表示“視乎情況而定”的，也佔

29.6%之多。

主流民意不受重視

從調查推斷，民意的主流，是希望循序漸進，不以與中央對抗的方法，

促進香港的民主發展，他們對不同黨派的建議，沒有既定立場，並抱觀

望的態度。這些溫和務實的主流民意，應當是各政治力量，致力爭取的對

象。但很不幸地，目前不論是反對派，或是建制力量，對抓著這些主流民



意，還是心不在焉。

反對派將精力集中於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以辭職作威脅，作一場政

治豪賭，這種策略，對爭取溫和主流民意的支持，並無幫助。目前的主流

民意，本應與建制力量的理念相近，但對目前政制發展的討論，他們多

是趨而避之，給港人一種被動，“聽候指示”的感覺，更遑論主動拋出

方案，爭取市民共識及支持。至於特區政府，在諮詢尚未開始，就明確說

明，不會討論 2017和 2020年的方案，這種說法，令期望探討路線圖的市

民十分失望，此結不解，難以想像年底的諮詢，可以得到主流民意的支

持。

政改討論重點在於路線圖方案

更大的問題的是，各政團熾熱的討論，佔據了政治版的空間，觸動了從

政者的神經，但冷淡對待這場討論的市民，仍為數不少。我們的調查發現，

有四成受訪者，認為年底的諮詢與他們關係不大。討論多時的五區總辭建

議，表示清楚知道的受訪者，也是僅得三成。政圈在熱烈討論，部份市民

卻表示漠不關心，這反映了甚麼問題，是值得從政者深入研究。

不論是社民連的五區總辭、民主黨的特首辭職說，還是公民黨的總辭方案，

都是在討論爭取民主的策略，是眾多手段中的一個選擇，是否還有其他

更適切的選擇，更能達到匯聚主流民意，引發市民投入的目的，還有待

探究。香港的民主發展希望在於，有真正的民意代表，代表多數人的意願，

能將市民期盼的政制發展路線圖清晰勾劃出來，尋求共識促進香港政制

發展。本末倒置，宰割民意，只會增加市民的冷漠，斷送香港的民主進程，

這是任何具承擔的從政者，不想看到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