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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第一階段諮詢已完結，超過 13 萬份建議書送到政府案頭，可謂反應熱烈。在

政改小組總結及歸納各方意見後，政改「五步曲」會正式啟動，預計今年年底前可舉行

第二輪諮詢，屆時將會有具體方案讓市民討論。觀乎今次政改諮詢，關係到香港能否在

2017 年實現首次以一人一票形式普選特首，這是一個歷史性、重大的民主進程。在諮

詢過程中，筆者從官方的態度到市民的反應有以下幾點的觀察，不妨容下細表。 

 

筆者過去數月出席過不少諮詢會，包括規模較小的會議以及規模較大達數百人至千人以

上參與的大型座談會。這些大大小小的諮詢會十之八九都得到社區和市民熱烈的參與和

支持，幾乎每次都全場滿座，可見各界市民及不同團體均十分重視政改諮詢，對 2017

年香港實現普選充滿期望。其次，筆者觀察到政改三人小組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諮詢期間的表現，可謂盡心盡力。

無論是傳媒鏡頭前後抑或諮詢活動中，三位司、局長均表現出他們極大的熱誠和能量。

需知道諮詢期長達 5 個月，三位司、局長需要在應付日常繁重的工作重擔之餘，不時抽

時間出席諮詢活動及接受傳媒訪問，向市民、政團及大小組織解釋各類有關政改的議題。

無論是同意政府在政改的大方向抑或是持不同意見的市民，都必定會感受到三位官員的

努力、真誠和付出。 

 

諮詢期展開以來的五個月裡，除了特區政府表現出真誠和決心以外，筆者留意到民間反

應，顯示出香港絕大部分的市民對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殷切期望。到了此時此刻，市民

都開始了解到香港要推行普選就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其他離開法

律框架的討論和訴求都不可能被採納。大眾明白到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在「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下進行，任何遠離這兩點原則的方案，對真正實現普選都不會有幫助。 

 

如果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否決非他們心意所屬的政改方案，那麼他們不只會辜負港人的

期望和信任，更要負起政制無法前進的責任。當然，有人可能會因此作出抗議，甚至採

取更激烈的政治行動，例如「佔中」，以換取籌碼和中央及特區政府談判，追尋他們的

個人或政治目的。然而，筆者相信絕大部分港人都會堅持要維護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

不可能會支持有引發動亂可能的激烈政治行動。假如反對派議員或其他人士真要讓「佔

中」發生，他們的違法行為必然會受到特區政府依法追究。一旦「佔中」行動引起動亂，

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甚至對香港經濟造成損害，那麼後果將相當嚴重，凡此種種，絕

非危言聳聽。 

 

筆者關心香港的政制發展，亦同樣關心本港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身為國際專業管理學

各界能看到中央和特區政府對實現普選特首的誠意和決心，以尋求共識為重，讓香港的



民主化和政制發展能夠行前一步，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和特區的政治現實下，按循

序漸進的步伐，力臻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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