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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討論須有共同基礎   

黃英豪 

 

政制討論須有共同基礎，第一是香港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加快經濟轉型

和為今後的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第二是香港政制發展需要有均衡的參與；第三

是要符合實際情況。 

 

 近來香港社會就未來的政制發展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不少人士紛紛舉辦研討

會，提出各種各樣的意見，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熱烈氣氛。特區政府在年底前，將

發表第四號報告書，對收集的意見作出歸納總結，然後，再交給各方面人士提出

意見。這個程序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們在下一步的討論中，還需要在一個共

同的基礎上討論，這樣才能就今後政制發展的具體設計，達成符合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今年 4 月 26 日所作出的決定的共識。 

 

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我認為，這個基礎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香港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

境，以加快經濟轉型和為今後的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一些政黨的建議書，聲稱

香港是一個成熟發展的經濟體系，近年的經濟已經恢復增長，香港已經具備了進

行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的條件，我認為這是過於樂觀的看法，誠然，香港經濟與

前幾年相比，的確是走出了低谷，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尤其是「個人遊」和

CEPA的刺激，飲食零售、旅遊酒店等行業的發展更快。但是，香港經濟深層次

的問題遠遠沒有解決，特別是經濟轉型還是步履為艱，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要集中精力於經濟建設，保護香港良好的投資環境。如果政治體制轉變過快過

猛，對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肯定會有不良的影響。 

 

 環顧世界，近年來政治體制大幅度改變的國家或地區，經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

拖累。俄羅斯一步就邁向直選，GDP 應聲下跌了四成以上，至今還喘不過氣來。

東南亞一些國家在短短幾年就走向全面直選，但政局波動，經濟動蕩。台灣是實

行了全面直選，但現時政黨無心搞建設，變成意識形態至上，族群撕裂，經濟地

位倒退，人民生活品質下降。香港市民是否願意承受類似的後果呢？我想，如果

把這個道理講清楚，相信大家就能夠對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的道理，有更為深

刻的認識。 

 

需要有均衡參與 

 

 第二是香港政制發展需要有均衡的參與。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一

個多元化的工商業社會，必然要求香港的政制必須兼顧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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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做到均衡參與。而基本法目前所規定的政治體制，就體現了這個原則。

例如，由四大界別組成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立

法會議員由功能組別選舉和分區直選兩部分組成；立法會的分組點票制度等，都

是為了保障均衡參與。換言之，就是要確保一些在社會發揮較為重要作用的階層

之聲言，不因為其人數相對較少而被埋沒。 

 

要符合實際情況 

 

 第三是要符合實際情況。現在一些政黨所談的香港實際情況已經適合「雙普

選」，無非就是說香港的整體教育水平已經處在世界較為先進的水平、香港市民

的公民素質較高、香港市民對推行民主政制及普選之心甚殷等等。但是，這些政

黨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香港實行的是「一國兩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內地和香港特區是一種互動

的關係，兩地的政制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香港的政改對內地將會不可避免地產生

這樣或那樣的影響，我們不可能以狹隘，甚至是坐井觀天的心態，關起門來搞政

改。 

 

 即使是從香港內部情況看，近年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據政府統計處最新資料

顯示，全港有 20 萬個家庭處於貧困線以下。另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今年 10 月份

發表的報告，低收入家庭人數高達 112 萬，貧富差距超過 26 倍，反映貧富差距

的堅尼系數位於世界前列。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一步就邁向直選，對社會穩定

必將帶來許多負面影響。 

 

 我認為，如果香港社會能夠在上述三個方面達成共識，並把這三項因素作為設

計未來政制發展藍圖的基礎，我們就能夠在人大決定的前提下，找出一個各方面

都能接受的政改方案。近來，我們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也在集思廣益，研究提出各

種具體方案。 

 

 例如，有位委員就提出，把 2006 年產生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由現時

的 800 人增加到 1200 人，同時，作為選舉委員會界別重要組成部分之全國政協

委員界別亦應相應增加至 80 人；在維持 2008 年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

各佔半數的比例不變的前提下，由目前的 60 席增加到 70 席。至於實現「雙普選」

目標的時間，這位委員還認為，現在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

長遠目標，並未規定要同時實行。因此，他認為可以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

分步實現。 

 

 這個設想如何？可否請大家作一番評論。 

 

﹝本文已刊於 2004 年 11 月 26 日之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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