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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對抗心態 理性推動民主 

馬逢國 

 

 自從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發表第三號報告書以來，香港社會圍繞 2007 年行政長

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等問題展開了積極的討論。不過，有部分人士仍然

要求「07 年和 08 年實現全面普選」，還聲稱杯葛有關諮詢。我認為這是一種不

負責任的態度。 

 

社會對是否馬上普選無共識 

 

 這些人稱，馬上進行普選是香港市民的普遍訴求，要讓中央聽到這些聲音。但

是，據我們的了解以及新論壇多次的民意調查顯示：香港社會對這個問題還沒有

形成共識，在受訪者當中，要求在 07 年和 08 年就進行普選的人數，一直沒有超

過半數。我們一直認為，香港剛剛度過金融風暴的衝擊，目前正處在經濟逐步復

甦和邁向轉型的關鍵時刻，正需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加上香港民主

的歷史並不長，嚴格來說，還是剛剛起步。中產階層許多精英分子都在為自己的

事業而奮鬥，普遍缺乏參政意願，尚未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一步就跨向普選，就難以與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

展相協調，無法達致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與，更難以確保香港

的繁榮穩定。全國人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的決定，正是在聽取了香港社會各界的

意見後，考慮到現實情況而作出的。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必須尊重

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況且，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既

沒有讓香港的政制發展走回頭路，也沒有封殺香港民主發展的空間，未來 07 年

行政長官和 08 年立法會的選舉，除了不實行普選並維持立法會內功能團體和分

區直選議員的比例，令積極尋求普選人士期望落空之外，其他選舉方式都可以作

出相應的調整，其空間相當廣闊，這就為香港今後幾年的民主發展明示了方向並

平整了道路。 

 

三號報告體現人大決定精神 

 

 專責小組發表的第三號報告書，列舉了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可考慮予以修改的地方，供各界詳細討論，正是體現了這個精神。我認為今

後香港的民主發展仍然具有很大的空間，如果能夠很好加以運用，我們就可以循

序漸進地達致基本法所規定的全面普選的目標。我和新論壇的朋友最近就多次開

會研究這些問題，也希望某些聲稱「繼續爭取 07 年和 08 年直選」的人士放下這

種對抗心態，回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原則下，大家一起來理性客觀地

使得香港的民主，不斷地向前發展。如果仍然執覑這些明知無法實現的口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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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浪費時間，而且還誤導了市民，使社會更加分化，對香港的政制發展和經濟

建設都沒有什麼好處。 

 

建議將「一人兩票」改為「一人一票」 

 

 我和新論壇的朋友認為，要因應香港社會總人口的不斷增長，適當增加行政長

官選舉委員會人數、同時增加立法會之中地區直選和功能團體議席，以擴大其代

表性等意見。另外，我還想到一個問題：按照民主的原則，每一個達到法定年齡

的人士，投票的權利應該均等。不過，在現行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上，還有一些不

均等的現象，值得大家一起討論。例如，在近三百萬地區直選的選民之中，有大

約十六萬人是擁有兩票，即他們既在地區直選之中投票，又可以同時在功能組別

之中投票。無形中他們就比其他選民有多一票的權力。這是否符合平等、公平的

原則，值得商榷。 

 

 我建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規定由這些有資格在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投

票的選民，自己要選擇是在地區直選，還是在功能組別之中投票，不宜出現「一

人兩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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