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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聯盟難以組成執政聯盟難以組成執政聯盟難以組成執政聯盟難以組成 

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暨公務員事務組召集人 藍鴻震   ( 01-05-2002 ) 

 

隨著政府即將推行司局級官員問責制，不少意見提出，政府可以考慮委任立法會

內具影響力的政黨代表出任司局級官員或行政會議成員，讓政府的法案在立法會

內得到足夠支持，從而令政府可更有效地推行和落實新政策。這種構思似乎很具

吸引力而又可行。 

 

新世紀論壇一直倡議，只要是與特首在治港理念和方向相同、具使感命感的賢能

之士，就可獲考慮委任為司局級官員，他們目前是否政黨人士，並非鍵關所在。

有人建議，從這方向發展，可達至組成多黨聯合的「執政聯盟」或「半執政聯盟」，

情況有如外國的多黨聯合政府。這建議表面上相當吸引和合邏輯，沒有理由不去

推介、嘗試和實行。然而，這構思一旦實施起來仍有不少問題要克服，談何容易

呢？  

 

港英時代早已有人推薦考慮類似這樣的構思。回歸後，為了減少政府和各黨派在

立法會內的分歧和爭拗，也有人提出，由立法會內多數聯盟支持的人士出任問責

司局級官員或行政會議成員。 

 

理論上，政府可以與一些思維較接近的政黨達成大方向的協議，政黨在某些地方

得到政府支持、諒解和共識，亦有機會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參與意見，但在其他重

要政策上，政黨必須支持政府的方向，讓政府政策在立法會內得到一定支持。這

樣便可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組成「聯合政府」。 

 

問題是，想深一層，上述的建議只有在大家同意的項目上合作。當政府與政黨在

一些重要事項上存在分歧時，政黨往往礙於政治理由不能支持政府。即使代表某

政黨的官員或行政會議成員本人能支持政府，有時也不可能影響其所屬政黨的取

向，最終也只能說：「我不能承諾我代表的政黨會支持政府，今天我只能代表自

己。」最明顯的例子是二零零零年，立法會就房委會主席和房屋署署長進行不信

任動議辯論，礙於當時社會和輿論壓力，不少與政府關係最良好的議員都覺得有

困難投下支持政府的反對票，最多亦只能投下棄權票，或找個理由離開會議廳，

最終投下反對議員只有九名。試想在這情況下，執政聯盟的實質作用究竟有多大

呢？ 

 

因此，與其寄望政府與政黨組成執政聯盟，不如期望在問責制落實後，司局級官

員將以新作風盡展所長。在新制度下，司局級官員向市民大眾負責、交代政府施

政，更重要的，這些官員必須百分百抓緊民意，讓政策的諮詢、制訂和方向配合

民意，取得市民的支持，務求以民意的力量配合施政。這樣，政府才能更容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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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合作，尋求共識，讓法案在立法會內能更有效率地通過，政策的推行也更順

暢。 

 

當然，世事無絕對，若任何有識之士可找出一個實際而又可行的「執政聯盟」方

案。相信政府和各政黨都會樂於跟進。各位可有高見？ 

 

(本文已刊載於 2002年 5月 1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