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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由：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楊艾文副教授 

 

日期：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九日 

 

主旨： 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改革 

 

 

從選舉委員會得到的啟發 

 

1. 在2020前的過渡時期，選舉委員會（選委會）的組成是改革功能界別的關鍵。

這一簡單而重要的改革理念源自《基本法》，但特區政府在2009年的諮詢文件中並沒

提及。 

 

2.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了選委會的結構及功能。選委會由立法會功能界別（以

及數個額外界別）所組成，負責提名及選出行政長官。它體現了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

與的原則。即使在實現普選後，它似乎將會繼續運作，成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常

設委員會。 

 

附件一中兩個具指導性的原則 

 

3. 《基本法》附件一中內含兩個具指導性的原則。第一，當功能界別根據附件中

的四個界別歸類，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的原則將得以體現。第二，為進一步實踐均

衡參與，分佈在四個界別裡功能界別議員的數目應大概一致。附件一中的有關部份摘

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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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選舉委員會委員共 800 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 

工商、金融界   200 人  

   

專業界   200 人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200 人  

   

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

代表   200 人 

 

4. 基於歷史因素，立法會功能界別並沒有按照上述兩個原則發展。香港特別行政

區與選舉相關的法例亦從未嘗試根據附件一中的四個界別將功能界別歸類。功能界別

一直以來都被視為一系列不同的組別。   

 

5. 若將功能界別及其代表根據選委會四個界別分類，我們可以看到現狀嚴重偏離

第二個原則。附表一展示了現任2008年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議席根據選委會四個界別

分類的情況。我們即可留意到功能界別議席不平均地分佈在界四個別中，數目分別是

十四人、八人、六人和兩人。這個差異與選委會現狀及日後發展不符。特區亦認為選

委會四個界別的委員人數之均等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見諮詢文件4.10及4.13段。 

 

6. 此外, 以附表一分配在選委會四個界別中的功能界別的登記選民人數為準則，現

時功能界別議席的分佈與四個界別的選民基礎的大小並不相稱。舉例來說，第二界別

的選民比第一界別多七倍，但議員數目卻只有第一界別的百分之五十七。由此可見，

第二界別選民的實際投票權力相比第一界別的少很多。(各界別登記選民的人數見附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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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目標 

 

7. 正視這不均等的情況對政制改革有深遠的影響。在2020年立法會可由普選產生

前，我們應按照《基本法》附件一的兩個原則改革， 調整功能界別議員的分佈。確保

功能界別代表於四個選委會界別中的數目更加平均，反映選委會架構固有均衡參與的

原則，這改革的憲制基礎在上述經已提到。此外，亦有其他法律及道德理由支持這個

改革方向。在受國際人權標準規管的平等社會裡，代表著社會廣泛及個別利益的團體

應享有公平及均等的機會參與政治過程。因此，改革的另一目標就是達到政治參與實

質上的平等。見《基本法》第二十五、二十六及三十九條，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三

八三章）第一、二十一及二十二條。 

 

8. 我們提出改革立法會功能界別的路線圖（見附表一），逐漸減少第一界別議席

的數目（工商、金融界功能界別），另一方面增加第四界別的議席（政治功能界

別）。因此，我們同意政府於2012年立法會新增五個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區議會

功能界別議席的建意。然而，我們支持的理據比政府更充份，更可追溯自《基本

法》。 

 

9. 改革的另一重要目標是要落實2017普選行政長官及2020年普選立法會。落實普

選須修改基本法，要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人大常委

會的批准。因此，立法會2012年和2016年的改革必須增加可能支持普選的成份之影響

力，同時，削弱可能阻礙普選的成份(如那些希望保存現有利益的功能界別議員和選

民)的影響力。 

 

避免除去公民的選舉權 

 

10. 如何減少工商、金融界功能界別的議席是改革最大的難題。儘管有明顯的憲

制、法律及道德理由支持減少這些議席，但政治現實需要一個減低議席但不影響現有

功能界別選民投票權的方法。從附表一中可見，最可行的方法是不再在選委會第一界

別中劃分各功能界別，而把它們合併為單一界別，讓原功能界別選民在2012年和2016

年分別投票選出最多十一個及八個議席。根據2009年正式登記冊，如此歸納下這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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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將會有26,562 名選民（13,683個人，12,879 團體），見諮詢文件附件五。這令2012

年將很有可能出現有（激烈）競爭的選舉，競逐十一個議席。這個做法亦可解決現時

工商界功能界別很多議席自動當選的問題。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第一界別有十四

個功能界別議席，當中八個自動當選。見附表二。 

 

11. 相比其他選委會界別，將選委會第一界別的功能界別合併比較可行。第一界別

的功能界別擁有最多的公司選民，亦較大可能代表共同利益。當中共同的利益包括維

護資本主義制度及自由經濟，相信政府只應作出最低限度的干預及徵稅，以及希望與

中國內地發展更緊密的經濟關係。在這些功能界別自動當選的議員通常都是企業高級

行政人員，他們不一定擁有科學或專業的知識。附表二列出2008年第一界別的功能界

別議員。他們的職業類別近似，很多已經出任功能界別議員多年。按照我們的方案，

儘管第一界別不再細分為各功能界別，這些議員亦有很大機會成功當選。即使他們落

選，亦很有可能由另一些公司主席或董事所取代。 

 

12. 另一邊廂，第二界別的功能界別（專業界）將科學、專業及其他專門知識帶入

立法會。因此，第二界別的各個功能界別值得保留，讓它們在立法會有各自的代表。 

 

確保實際上的平等 

 

13. 因為教育界的選民數目為眾功能界別之冠，我們建議增加多一個教育界議席，

這可確保各選民之間投票權力的分佈更平均。由於勞工及社會福利界別間接代表著更

大、更廣泛的組別—勞工階層及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我們亦建議在這些界別增加議

席。現今社會對貧窮和社會公義等議題十分關注，因此亦應增加多一個社會福利界議

席，讓多一位議員在這些議題上發聲。 

 

實際考慮 

 

14. 由於我們的方案並無涉及新增或廢除現有的功能界別，因此只需通過簡短的修

正案，對現時的法例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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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本法》只有一處需要作出修改，就是附件二第一段中「60人」改為「70

人」。我們的方案亦無抵觸其他個人或團體提出的方案，例如戴高禮教授和香港過渡

期研究計劃提出要將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大量擴闊的意見。  

 

16. 我們的方案有多大機會獲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呢？首先，特區政府現

時首選的改革方案為將立法會議席增至七十個以及加入五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這

與我們的方案完全一致。兩者唯一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在政府的初部建議之上提議改革

其他功能界別。由於泛民議員對諮詢文件未有就功能界別提出全面的改革感到不滿，

這一差別有機會令泛民議員支持我們的方案。  

 

17. 那功能界別議員又有多大機會支持我們的方案呢？我們的方案並沒有對選委會

第二、三、四界別的功能界別作出任何改變，我們沒理由相信這些功能界別的議員會

不支持我們的方案。餘下的十四名工商、金融界議員（及其他與他們組成聯盟的議

員）很有可能會反對這方案，但他們並沒有充夠票數阻止方案通過。 

 

方案將可能面對的批評 

 

18. 有人可能會批評，均衡參與的原則在應用於立法會時，原意是以整個立法會的

角度出發，將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兩者一併考慮。若連同三十位地區直選議員一起考

慮，便會削弱減少工商、金融界功能界別議席的理據。換句話說，即現時立法會（以

全部六十位議員計算）經以取得合適的平衡。 

 

19. 可是，這批評忽略了《基本法》附件二裡列明分別表決程序的影響。這程序實

際上將立法會分為兩個議院，在決定分組點票的重要事項（即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

案的修正案）時須分別表決，各自擁有反對另一方的權力。 

 

20. 由於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至少在過渡期期間）保留了附件二裡的表決程序，我

們實際上必須把立法會視作由兩個議院組成。既然有兩個議院存在，各自擁有反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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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的權力，兩者都應分別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我們的方案正是將均衡參與的原

則，通過《基本法》制定了的選舉委員會，應用到功能界別那一議院上的結果。 

 

21. 泛民主派亦可能憂慮這方案有可能會令功能界別在2020年後的地位更加鞏固，

為此批評這方案。不過，這是個錯誤的假設。事實上, 我們建議在2016年實行的選舉

方案(見附表一)依然未能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普及和平等選舉權

的要求。我們的方案並不涉及選民基礎，因此並不算是關於普選的方案。我們希望建

立法律及政治條件，促進2020年立法會選舉落實真正的普選。相比起其他的情況，包

括實行特區政府現時對2012年的方案在2016年重複實行該方案，我們的方案有更大機

會確保立法會足夠的票數於2020年落實普選(見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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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2012 至 2020功能組別改革建議路線圖 

 

 選委會界別  細分界別 2008 

功能界別 

2012 

功能界別 

2016 

功能界別 

2020 

功能界別 

第一界別 飲食界 1  

 

 

 

 

 

 

 

 

 

 

11 

 

 

 

 

 

 

 

 

 

 

 

 

 

8 

 

 

 

 

 

 

 

 

 

 

 

0 

  商界（第一） 1 

2009 

登記選民 

商界（第二） 1 

人數: 

26,562 

香港僱主聯合會 0 

  金融界 1 

  金融服務界 1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0 

  酒店界  

1   旅遊界 

  進出口界 1 

  工業界（第一） 1 

  工業界（第二） 1 

  保險界 1 

  地產及建造界 1 

  紡織及製衣界 1 

  航運交通界 1 

  批發及零售界 1 

 議席總數 14 11 8 0 

 

 

第二界別 會計界 1 1 1 0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1 1 1 0 

2009 

登記選民 

中醫 0 0 0 0 

人數: 

184,184 

教育界  

1 

 

 

2 

 

2 

 

0 

   高等教育界 

  工程界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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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生服務界 1 1 1 0 

  資訊科技界 1 1 1 0 

  法律界 1 1 1 0 

  醫學界 1 1 1 0 

 議席總數 8 9 9 0 

 

 

 第三界別 漁農界 1 1 1 0 

 勞工界 3 4 5 0 

2009 

登記選民 

社會福利界[不包括公司選舉人] 1 2 2 0 

人數: 

15,265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 1 1 0 

 宗教 0 0 0 0 

 議席總數 6 8 9 0 

 

 

第四界別  鄉議局 1 1 1 0 

  香港及九龍區議會  

1 

 

 

6 

 

8 

 

0 2009 

登記選民 

新界區議會 

 

人數: 

580 

全國政協代表 

 

0 0 0 0 

  全國人大代表 0 0 0 0 

 立法會 0 0 0 0 

 議席總數 2 7 9 0 

 

 

 總計 30 35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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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08年選委會第一界別中功能界別議員及他們的職會 

 

功能界別 2008議員 職業 

1. 飲食界(自動當選)  張宇人 公司董事 

2. 商界（第一） 林健鋒 總經理 x 2  

3. 商界（第二）  (自動當選)  黃宜弘 主席及行政總裁 

4. 金融界(自動當選)  李國寶 主席及行政總裁 

5. 金融服務界(自動當選) 詹培忠 公司董事 

6. 旅遊界 謝偉俊 事務律師 

7. 進出口界(自動當選)  黃定光 商人 

8. 工業界（第一）(自動當選)  梁君彥 商人 

9. 工業界（第二）  (自動當選)  林大輝 前總經理 

10. 保險界 陳健波 前行政總裁  

11. 地產及建造界(自動當選)  石禮謙 公司董事 

12. 紡織及製衣界 梁劉柔芬 非執行董事  

13. 航運交通界 劉健儀 事務律師 

14. 批發及零售界 方剛 行政總裁 及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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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立法會普選議案表決四個可能出現的情況  

第一個情況 (現狀) 

60 個立法會議席 (30 位地區直選議員 及 30位功能界別議員) 

三份之二多數需要 40票  

 地區直選 第一界別 

功能界別 

第二界別 

功能界別 

第三界別 

功能界別 

第四界別 

功能界別 

總票數 

最多贊成票 30 14 8 6 2 60 

估計贊成票 27 0 4 4 1 36 

預計結果： 無足夠票數通過普選議案 

 

第二個情況(特區政府2012方案) 

70個立法會議席 (35位地區直選議員 及 35位功能界別議員) 

三份之二多數需要 47票 

 地區直選 第一界別 

功能界別 

第二界別 

功能界別 

第三界別 

功能界別 

第四界別 

功能界別 

總票數 

最多贊成票 35 14 8 6 7 70 

估計贊成票 32 0 4 4 5 45 

預計結果： 無足夠票數通過普選議案 

 

第三個情況 (特區政府2012方案在2016年重複)  

80個立法會議席 (40位地區直選議員 及 40位功能界別議員) 

三份之二多數需要 54 票 

 地區直選 第一界別 

功能界別 

第二界別 

功能界別 

第三界別 

功能界別 

第四界別 

功能界別 

總票數 

最多贊成票 40 14 8 6 12 80 

估計贊成票 36 0 4 4 10 54 

預計結果： 無足夠票數通過普選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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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情況 (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方案) 

70個立法會議席 (35位地區直選議員 及 35位功能界別議員) 

三份之二多數需要 47票 

 地區直選 第一界別 

功能界別 

第二界別 

功能界別 

第三界別 

功能界別 

第四界別 

功能界別 

總票數 

最多贊成票 35 8 9 9 9 70 

估計贊成票 32 0 5 7 7 51 

預計結果：足夠票數通過普選議案 

 

假設 

 

1.  百分之九十地區直選 及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員將會支持普選。 

 

2. 選委會第一界別功能界別以及漁農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和鄉議局功

能界別議員將不支持普選。 

 

3. 第二界別(專業界) 只有一半功能界別議員會支持普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