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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特首選舉觀察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蕭督圜主稿 

 

 民調顯示林鄭月娥支持度已近谷底，可能接班人政務司長李家超和

財政司長陳茂波各有高低，陳因派發消費券更受民眾青睞。 

 習近平料將訪港出席香港移交 25周年紀念，特首選舉不宜再延，

將於 5月如期舉行。 

 北京對香港特首人選有三大標準：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

護，惟上揭標準相互矛盾，實務上恐難以達成。 

 

（一）前言 

  2 月 18 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因應新冠疫情惡化，在行政

會議上通過引用「緊急法」，將原定 3 月 27 日舉行的特首選舉推遲

至 5月 8日舉行，而提名期作業也延後至 4月 3至 16日。眾所皆知，

在香港選制改革後，特首由誰擔任最終還是存乎北京一心，看北京給

誰祝福，就能得到選委會的全力支持。此次選舉延期一方面是反應習

近平指示港府全力抗疫，擱置選舉俾利管治團隊可以專心致志，慎防

疫情向大陸蔓延；另方面也是因為在疫情失控下，香港社會多數人對

於由誰擔任特首顯得漠不關心，而有意參選者也難以進行選舉造勢活

動，幫自己營造社會支持擁護的面貌。是以，在內外環境的影響下，

這場選舉大戲至今仍還待北京視香港疫情發展趨勢做最後拍板。 

觀察香港民意研究所長期的民情調查，林鄭月娥的支持度近年來

早已躺平於谷底，而盛傳可能為特首接班人的政務司長李家超和財政

司長陳茂波則各有高低，前者同受疫情之累支持度創新低，而後者則

因派發消費券而得到民眾肯定。雖民望支持並非北京最終人選決定的

關鍵，但若無一定程度的基礎則政府事倍功半，林鄭月娥在反送中後

至今的施政效能即為一例。由於今年是香港移交 25 周年，涉及國家

主席習近平訪問香港事宜，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此前接見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團時即表示，5月特首選舉相當重要，要積極參與投票，而

7月回歸紀念也要熱烈慶祝，因此可以推估此次特首選舉將不會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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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據此，吾人可從北京對香港及其特首的期待，觀察特首選舉的可

能發展。 

 

（二）北京對香港發展及特首的期待 

  首先，檢視北京領導人在「兩會」有關香港的談話，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提出要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堅定

落實「愛國者治港」。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指出，要健全大陸依照

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全面

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的民主

選舉制度。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則提到，鼓勵港區委員發聲支持全國人

大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推動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總

結此次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涉港內容，不外乎三大要點：強調要落實中

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強調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和全力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屆「兩

會」中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四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草案）」，未來香港 36 名人大代表的選舉將由

1,500 人選舉委員會作為主體，以反映愛國者治港；而過去也曾參與

的泛民主派人士將被摒除在外。很顯然在北京持續強化「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下，從選委會到管治團隊的選擇已然被北京限縮在更小的範疇

內，不僅排除了香港民眾對政治可能的影響力，也更強化北京對香港

政治運作實質的可操作性。 

其次，身兼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

接見港區人大與政協時指出，除希望特首選舉公平、公正、有序進行

外，也強調候選人應透過頂層設計及施政綱領，解決民生與房屋等深

層次矛盾問題，此外亦要配合國家發展策略。對於當前港府抗疫不

力，韓正認為這並非特首一人之事，更是全體管治團隊的責任。從其

談話可以察覺到，北京認為固然香港的困局來自於林鄭月娥的剛愎自

用，但港府全體態度搖擺存在僥倖心態，而各單位官員各自為政、朝

令夕改、得過且過，同樣要一併負起責任。可理解到，在國安法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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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京對港的擔心並非來自於社會，畢竟香港社會各種公民組織被陸

續剷除、異議人士不是被捕就是離港，當前並不存在與政府抗爭的意

志。但也因此，香港的矛盾從社會衝突又轉移回政治體制。未來北京

在選擇特首及其管治團隊時，勢必更加謹慎，此次的選舉延期也是北

京給予自己的緩衝時間。 

再而，長期來北京對香港特首人選有三大標準：中央信任、有管

治能力、港人擁護，而如今在強調「愛國者治港」下，全國政協副主

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 2021 年的講話中，分別就愛國愛港和管治

能力提出具體標準和要求。夏寶龍闡述「愛國者治港」時指出，在愛

國標準上須達到：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原則、敢於

擔當，胸懷「國之大者」，精誠團結。而夏寶龍在解析管治能力時提

出「五個善於」，分別為：一是立場堅定，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二是有擔當作為，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

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三是能為民愛民，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四是有感

召力，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五是有責任心，善於履職盡責。而

今年「兩會」夏寶龍在接見港區政協時，又再提出「五有」要求，即

有格局、有情懷、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綜合來看，北京對於香

港特首的期待除須具備良好個人素質外，約莫還有兩個層次的要求，

一方面對於國際形勢的挑戰要能有統領全局、長遠謀劃之能力，另方

面對於國內問題要能妥善處理中央地方關係、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完

善與人民關係。 

最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北京在落實全面管治

權下的一項工作將是完善對特首的「指令權」，未來會讓特首在聽取

北京意見後必須執行指令。事實上，過去幾年即有不少香港建制派學

者曾提及北京政府對香港特首的指令權，根據基本法第 43條和第 48

條（8）款，亦明確列明行政長官須對中央負責以及「執行中央政府就

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顯然北京在過去的實踐經驗與中

央一盤棋的思維下，未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雖仍是治港原則，

但實質上香港特首未來在北京意志下將更被侷限於聽命行事的地方

首長角色，難再有其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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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綜合上述幾個層面的觀察，不難發現在北京所欲達成的「愛國者

治港」及「全面管治權」兩大目標下，要完成香港的良管善治實非易

事。北京一方面希望在香港能覓得內外兼備的特首來組建管治團隊，

並且具有自主作戰、自我完善的能力；另方面又希望特首能聽命於中

央，跟隨北京的發展戰略，卻又能解決中港間的摩擦。但北京忽略的

是，這兩個期待其實是相互衝突且矛盾的，從董建華到林鄭月娥的選

任，已然證明在實務上難以完成這樣的組合。 

展望北京未來在香港的管治及特首選舉上依然存在兩大挑戰：其

一，從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可以看到，有近半數的香港民眾在反

送中後對港府的執政權威打上問號，因此對港府施政冷淡以對。由於

北京對愛國者治港的堅持，這些非建制人士也難成為北京甄補人才的

來源，社會與政治也將持續對立。其二，在高舉愛國者大旗下，立法

會不僅失去泛民主派的調和功能，也失去了提出不同政策建議的功

能。此時的立法會淪為行政主導治下的橡皮圖章，在港府的失能下立

法會更顯無用。最後可以推估，此次特首選舉不論最終北京如何定

案，這批愛國者在對香港管治難有助益下，將成為北京明日的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