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選舉應是特首選舉應是特首選舉應是特首選舉應是「「「「拼拼拼拼」」」」政綱政綱政綱政綱  

明報 | 2005-04-22   報章 | A32 | 論壇 | 特首補選 | By 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  

 

隨選舉委員會補選開始，特首補選工作也拉開序幕。現時社會焦點仍停留在誰來參

選，觸發一場「估領袖」「遊戲」。不過，一場關係到香港未來數年發展的重要選舉，如

果被如此簡單化和「庸俗化」，簡直就是香港的「不幸」。事實上，新世紀論壇最近調查

便發現，近六成市民認為目前社會對政綱及治港理念不足，另有高達八成市民期望候選

人提出清晰政綱，可見市民對補選的期望與現實情有明顯落差。 

 

    特首選舉，取勝之道除了靠「個人魅力」，還應加上能夠檢討過去施政的不足，引

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並不斷邁向輝煌的政綱和治港理念，爭取市民認受。通過選舉工程，

廣大市民也應理性討論香港未來發展方向和具體做法，凝聚社會共識，使社會不斷向前

發展，這才能令選舉更健康地進行，也體現社會的成熟，並為未來的全面普選打下堅實

基礎。 

 

    綜觀世界各地的選舉，如果是在選舉制度完善、選民心態較成熟的國家或地區，主

要是靠政綱取勝的。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布殊順利連任，就是對外繼續堅持「反恐」、

對內實行減稅、保持經濟復蘇的政綱，得到多數選民認同。相反，在某些地區選舉，取

勝也許並不是靠政綱，而是利用一些其他手段。作為一個趨向成熟的社會，我們要發展

民主，就應該用理性和讓選民做理智選擇的做法。 

 

    不應重蹈第二屆覆轍 

 

    回顧過去兩次特首選舉，既有成功經驗，也有不盡人意的教訓。回歸前夕首次特首

選舉，非常成功，當時雖然有「欽點」傳聞，但多位社會知名人士還是踴躍參選，他們

都提出了政綱，成立助選班子，走訪社會各界，回應各階層的訴求，爭取支持。董建華、

楊鐵樑、吳光正還通過第一輪的選舉，正式成為候選人，展開了較為激烈的角逐。最後，

董建華贏得八成選委支持，以 320票高票當選，當時多數人都心悅誠服，深慶得人。 

 

    不過，02年的第 2屆特首選舉就不是那樣盡如人意。得確，董建華尋求連任聲勢

很高，無人能夠與其爭鋒。不過，特區政府的施政已經出現不少問題，大家都希望他能

夠通過這次選舉，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下一個 5年的政綱，從而重新凝聚人心，改善施

政。可惜，董先生未能這樣做，到了最後，選委連票都不用投，他就自動當選了。看到

這種情形，不免令人有失望之感。 

 

    為了讓香港的民主政治不斷向前發展，盡快落實《基本法》提出全面普選的目標，

這次特首選舉再也不應重蹈覆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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