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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陸港對香港選舉制度改制意見觀察 
前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宇碩主稿 

 

 中共「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未來中共將掌

握選委會多數，民主陣營在立法會將無法取得過半席次。 

 港府向立法會提交公職參選任職條例草案，要求議員宣誓效忠基

本法，民主陣營區議會席次恐受影響，親中派更提出民主派遺留

空缺由港區各級政協委員充任。 

 多數港民僅要求民主、未挑戰中共政權，惟中共仍對民主陣營全

面鎮壓，顯其無法容忍任何對政權的威脅，未來情勢將持續惡化。 

 

(一)香港選制改革情形 

    中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2 月 22 日發表講話，聲明要落實「愛國

者治港」，即香港管治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不能讓反中亂港份

子佔據重要崗位；為此，北京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全國人

大」會議 3 月 11 日正式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簡稱「決定」），重點包括： 

1. 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簡稱「選委會」）將成立一個新界別，由香港的「全

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組

成；由 1200 席增至 1500 席，北京將穩妥控制選委會多數。 

2. 原有的立法會由 70 席增至 90 席，選委會亦選出若干立法會議

席，傳 25 至 40 席不等。簡言之，民主陣營將無法取得立法會過

半議席，甚至可能三分一議席也不保。 

3. 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

委會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民主

陣營的候選人能否參選亦成疑問。 

4. 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決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有關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在香港市民眼中，這是鎮壓香港民主運動整體策略的一個重要組

成。鑒於社會對中共領導層和特區政府嚴重的不滿，選民銳意在各項

選舉爭取制衡力量。2019 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達 71.23%，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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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新高，民主陣營贏得 85%的議席，令親北京陣營震驚。翌年初，

駐港中聯辦和國務院港澳辦撤換負責人。 

    民主陣營在區議會選舉大勝，原建制陣營囊中物的 117 席區議會

代表選舉委員票，已成民主陣營的席位。受到區議會選舉的鼓舞，民

主陣營計劃在 2020 年的立法會選舉和 2021 年的選委會選舉（新一屆行

政長官在 2022 年 3 月由選委會選出）再創奇蹟，希望在超高的投票率和精密協

調候選人的情況下，贏得立法會多數。1,200 席選委會如能贏得 4、

500 席，加上開明建制派的票數，可在行政長官選舉起關鍵作用。 

    「基本法」原先的設計是透過保守、非完全民主的選舉制度，讓

特區政府在立法會擁有穩定多數的支持，以及讓中共領導層能妥為掌

握行政長官的人選；現在民意沸騰的情況下，這些安排可能失效。中

共的對策是改變遊戲規則，刪除民主陣營取得突破性成績的任何機

會，這就是所謂「完善有關選舉制度」。 

 

(二)要求參選及任職人員擁護基本法 

    2016 年立法會選舉以後，特區政府開始引進褫奪立法會候選人

的措施；惟由民政部門中上級官員以選舉主任的身份行之，既缺乏法

理依據，亦欠缺權威性，加上選舉主任身兼警察審核候選人過往的言

行，並作為法官去裁定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已為輿論嚴厲批評，爰特

區政府打算強化措施，為大規模褫奪民主陣營各項選舉的候選人資格

舖路。 

    夏寶龍演說翌日，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宣佈向立法會提交草

案，要求立法會、區議會議員均須宣誓就職；如被認定違反誓言或未

有效宣誓，將被禁止參選 5 年。這份「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

項修訂』條例草案」，包括「正面清單」、「負面清單」各一份；做出

或有意圖做出負面清單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拒絶中共對香港行使主權、宣揚「港

獨」、尋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侮辱貶損國歌、無差別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等)，被視為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等同違反誓言；惟負面清

單行為定義廣泛模糊，民主陣營人士自然感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目前民主陣營立法會議員已總辭，該條例草案完整在立法會通過

幾無懸念。此外，修例後，須宣誓者尚包括法官。輿論担心法官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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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表現政治正確，因而難以維持政治中立，被檢控的民主陣營人士

更難有公平公正的審裁，更重要的是司法獨立難保。首當其衝的是民

主陣營的區議員，起碼有 4 位因去年參選立法會時被褫奪參選資格，

修例通過後應失去區議會議席。至於現任民主陣營區議員，取態大概

不會一致。少數已公開表態拒絶接受新的宣誓，大多數似傾向接受；

前者未要求綑綁式的一致行動，彼此均瞭解避免被分化的重要性。 

    更大的挑戰是區議會以後的運作。如果特區政府以新宣誓要求為

藉口，大規模褫奪民主陣營區議員的席位，民主陣營選舉勝利的果實

將會失去。親北京統一戰線有人提出，區議會的空缺不用補選，以港

區各級政協委員充任；渠等懼怕在補選中失敗，這樣不但陰謀不能得

逞，反更暴露其缺乏民意基礎的本質。 

    事實上在民主陣營區議會選舉大勝後，特區政府的民政部門採取

不合作態度，阻撓區議會集會、提案和質詢。民主陣營最重要的收獲

是區議員的薪酬和資源，容許他們開展大量地區工作，原訂去年 9 月

的立法會選舉，特區政府以疫情為由，改期至今年 9 月舉行，避免民

主陣營的乘勝追擊。今年 1 月中更以「國安法」拘捕 55 名、去年 7

月組織和參與民主陣營立法會選舉初選的人士；連原先公開舉行的初

選亦被視為非法。 

    目前民主陣營主流政黨續為今年 9 月立法會選舉進行準備工

作，但有心理準備港府可能大規模褫奪候選人參選資格。至於是否再

度延期選舉，目前尚難估計。明年舉行的行政長官換屆選舉大概會如

期舉行，原訂今年 12 月選委會選舉亦不會改期。惟就選委會的組成

變動，減少民主陣營當選的機會，確保北京控制選委會多數。 

 

(三)未來情勢 

    至此，大部份市民認為「一國兩制」已結束。中共領導層從未有

誠意讓港市民享有真正的民主。2013 至 2014 年的政改運動，中共領

導層瞭解其拖延政策，即不斷宣傳民主是個漸進的過程，在條件成熟

時，自然落實民主等懷柔的立場，已失去影響力之際，它即拒絶談判，

悍然提出要控制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權。 

    北京的強硬立場促成「佔領運動」爆發，中共領導層視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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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敵，基本政策轉為鎮壓。2015 年區議會選舉、2016 年立法會選舉，

顯示民主陣營仍維持號召力。2019 年「反修例運動」引發大規模的

暴力衝突，反映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嚴重不滿。特區政府採取強硬

政策，連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亦拒絶接受。 

    據傳 2019 年 10 月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期間，中共領導層

決定頒佈港版「國安法」，即全面鎮壓、不容許民主運動有生存空間。

「國安法」在 2020 年 6 月底由人大常委通過實施後，「基本法」有關

「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法治、自由、人權受到嚴重的侵蝕，民主陣營

難以活動；在大抓捕的環境下，人人自危，不少年輕的活躍份子逃亡

海外，繼續抗爭。在可見的將來，預期情況會繼續惡化，民主陣營短

期內難有突破。 

    自 2013 年政改運動以來，中共充份顯露其列寧主義政權的本

質，不能接受對其壟斷政治權力的任何訴求與挑戰。天安門事件後，

中共沒有任何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可言，村級選舉不能發展為鄉鎮級

選舉，因為黨管幹部政策不能受到任何侵蝕。 

    香港不能有真正的民主大概是長期國策，但為什麽要全面鎮壓民

主陣營，大多數港人要求民主，並未打算挑戰中共政權，「港獨」只

是個憤怒的口號，支持「港獨」的年輕人沒有綱領和行動計劃。中共

在港的龐大組織機器，應有清楚的瞭解。其只是真實反映中共政權的

本質，對所有可能威脅中共政權的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共對新

疆、西藏的政策與對港政策基本一致。 

    近年中共對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政策足以激化矛盾，對長治久安

造成重大損害。當然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領導層認為，中國大陸國

力強盛，對港可以「留島不留人」，人才的流失可讓國內人才填補，

資金的流失亦可以承受，惟中共領導層對代價的評估，反映價值觀與

國策的優次。2019 年初對臺政策強推「一國兩制」，正是臺灣總統選

舉的轉捩點，近年香港的淪陷嚴重破壞中共對臺政策的吸引力，過去

大量的投資白白浪費。 

    國際社會關注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情況，抵消中共大外宣的

攻勢，形象受損、資源虛耗，西方國家重新評估中共政權本質的傾向。

即使它們從現實的利益角度考慮，避免對中共採取制裁，惟對各類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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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關係，技術轉讓、科技、教育、文化等交流，均已提高警惕，熱情

不再。這種傾向對中共領導層努力趕上世界最先進水平，勢必成為重

大阻力。一個不能尊重國民基本人權和尊嚴的政權，很難領導世界，

更難以長治久安，建立和諧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