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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中央主導多聽港人意見 

馬逢國 

 

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對基本法附件二和附件三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問

題進行解釋。我和新論壇都認為，在目前香港社會對有關問題的理解缺乏共識的

情況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是很有必要的。 

 

同時，我一向認為，附件所提到的○七年之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變

動，應該包括○七年的行政長官和○八年的立法會選舉，希望有關解釋是在基本

法的原意基礎上進行，期待中央政府能夠和香港社會就這個問題達成共識，由中

央授權特區政府啟動政改機制，制定一個有利於香港社會長遠發展和各方面共贏

的方案。 

 

目前，香港有一些人士存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基本法附件所提的改變，不應包

括○七年行政長官和○八年第三屆立法會的選舉；有的則認為應該包括。應該指

出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絕對不是更改法律條文，而是按

照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對有關條文作出更為清晰、明確的界定。 

 

要正確理解基本法附件二和附件三的立法原意，除了從看字面以外，更應該看一

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

三次會議上所作對有關說明。他說：「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的

規定，在一九九七年至二○○七年的十年內由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

生，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需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

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提到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時，他說：「在特別

行政區成立十年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改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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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會批准。」

這兩段話很清楚地指出，附件二、三所規定的選舉方式，是用於十年內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的選舉，以後就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考慮進行修改。 

 

另外，只要看看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布的澳門基本法的類似條文，也可以

看到當時的立法原意和香港基本法大致相同。澳門基本法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中，

明確寫上「二○○九年及以後」的文字，加上了「及」字，更清晰地顯示起草委

員會的設想。新華社曾經多次播發其署名文章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民教

授，近日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也認為應包括○七年和○八年的選舉。因此，

我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不會偏離這個方向。 

 

不過，○七年和○八年的選舉方法如何改變，由誰來啟動？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基本法附件對此並沒有明確規定。如果參照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凡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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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開支和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換言之，

如果涉及政治體制的議案，立法會議員就不能提出。其次，這個問題也牽涉到中

央和特區的關係，中央在憲制上有主導權，特區也是由中央授權成立的，不存在

剩餘權力的問題，香港特區單方面確實無法啟動政制發展。 

 

因此，如果需要對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方式進行修改，最好的解決方式，是援引

基本法第一五九條的修改方式，由中央授權特區政府啟動這個機制，由特區政府

在廣泛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見後，再和中央協商。前一階段，我曾經提出，由基

本法委員會組成一個中央和香港共同參與和溝通協商的平台，期待中央政府在明

確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大方向的基礎上，以更為民主、開放、寬容的態度，多聽港

人意見，和港人一起，共同創造更加穩定、繁榮、民主的社會。 

 

﹝本文已刊於 2004 年 4 月 1 日之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