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抱妥協胸襟推動民主發展  
馬逢國  

 
 回歸十年，香港市民經歷了不少挑戰。有些問題，例如是金融風暴、禽流感、

沙士等，最終透過港人和中央政府的努力得到解決。有些問題卻是糾纏多年，苦

無進寸，對社會帶來極大的內耗，嚴重拖慢社會發展的步伐，而政制發展問題，

是最突出，也是影響最大的一個。 
 
政制發展影響深遠 
 
 政制發展問題相當複雜，涉及不同界別的利益，特別受關注，任何的變動皆

影響深遠。對大部分中產人士來說，都期望政制能進一步民主化，市民可直接運

用選票監督政府，強化問責。部分商界人士卻擔心，過急的民主化會影響投資環

境，亦擔心自身利益不能在新制度下得到保障。站在中央政府的立場，基本法已

列明香港最終會達到普選的目標，但畢竟內地和香港在社會發展和價值取向上未

完全一致，如何在國情複雜的國家體制下順利實施普選，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減

低政治衝擊，對中央政府和香港來說，都是嚴峻的考驗。 
 
黨派政治阻礙民主發展 
 
 令問題更複雜的，是香港的黨派政治，加深了解決問題的難度。反對派為了

佔據民主道德高地，利用普選時間表作為選舉的利器，以民主為口號，用獨裁的

捆綁手法，對民主發展帶來負面影響。在零五年，行政長官取得多方共識，草擬

了五號報告書，將五百多名區議員引入零七年的行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在零八年

增加立法會議席，為政治人才及民主發展開拓更大空間。但反對派的議員，以方

案包括委任區議員和政府沒有承諾普選時間表為由，以捆綁的策略，否決了得到

過半市民支持的政改方案。最終以民主的理由，葬送了民主發展的機會。事後就

有反對派的議員撰文，對於當時沒有政治勇氣獨排眾議，堅持支持政府的方案，

感到「自慚形穢，不能做好一個有承擔的民選議員應做的工作。」 
 
 在去年的行政長官選舉，特首曾蔭權承諾會在任內徹底解決普選問題，並在

新政府任職後，即時進行政制發展的諮詢工作，並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到近日，

人大常委決議，讓香港可在 2017 年實施行政長官普選，以及最早可在 2020 年落

實立法會普選。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普選時間表的鄭重承諾，是香港政制發展的

里程碑。 
 
2017 普選來之不易 
 



 對於部分支持民主發展的朋友來說，人大的決議未必能百分百滿足他們的訴

求。事實上，新論壇有些朋友，還是希望行政長官普選能走前一步，盡早落實。

我們去年分別到政制事務局、策發會及立法會，講解我們支持 2012 年實施行政

長官普選的方案和訴求。儘管人大決議與我們早前的建議有些距離，但畢竟這是

一套可以落實的普選方案，是來之不易，值得大家珍惜，社會大眾更應透過認真

討論，凝聚共識具體落實。 
 
 要讓香港民主認真發展，有賴全社會的共同努力。新論壇期望各方回應市民

渴望理性務實推動民主的訴求，不再將「企硬 2012 年雙普選」作為選舉動員、

分化選民的口號，而應爭取時間及早出謀獻策凝聚共識，為香港制定落實政制發

展的具體方案，結束曠日持久的政制發展爭拗。我們相信，有妥協的胸襟和長遠

的視野，才能真正推動香港民主發展，才配得上民主派的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