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就修改立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提出的議案辯論發言全

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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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六月二十五日）在立法會會議

上，就修改立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提出的議案辯論發言全文： 

主席： 

在過去的辯論當中，很多議員都提及不能逆轉的事情。事實上政制發展到

今日，有些事情是不能逆轉的。 

首先在法律層面，不能逆轉的是：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在二○○四

年四月六日的《解釋》，每一屆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的產生辦法都必須進行「五

部曲」的程序。現時特區政府只獲人大（常委會）授權處理二○一二年兩個選舉

的安排，我們正處於「五部曲」中的第三步。我們不能夠同時處理二○一六、二

○一七或二○二○的選舉安排，每一個這些選舉安排都需要分別啟動「五部曲」

的程序，任何要求將這些所有不同界別的選舉──二○一六、二○一七或二○二○
（的選舉），都要與二○一二的選舉綑綁處理，是不可行的。如果你堅持倘若特

區政府不同意修改二○一六、二○一七或二○二○的選舉（辦法），就否決二○一

二的方案，是強人所難，在現時的法律框架之下，我們是辦不到的。

在法律上，第二個不能逆轉的是人大常委會二○○七年的《決定》：二○一

二年不實行普選；立法會中功能界別議席和地區直選議席各佔一半的比例不

變；還有立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亦維持不變。 

主席，在我剛才提及的法律框架之下，如有任何建議要在二○一二年全面取

消功能界別議席，或任何新增議席都不可以有功能界別的議席，或在二○一二年

取消分組點票，都是不可行的。 

換言之，如果在二○一二年有新增立法會議席的話，就必須有功能界別的議

席在內。 

大家不要忘記，不能逆轉的還有一些事實和進步。第一，我們已經有具法

律效力的普選時間表，這是不能逆轉的。喬曉陽副秘書長在二○○七年已經闡

述，在今年四月再強調，這是有法律效力及算數的時間表。他亦同時強調如果

現在的修改議案在立法會停滯不前，即使普選的大門打開，都可能會因為我們

自己停滯而不能進去。 

 第二個不能逆轉的是普選必須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喬曉陽副秘書長亦

在六月破天荒地作出原則性的發言，指出未來的「普選」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

平等（原則）。政府已經再次強調，我們會虛心聆聽有關普選最終模式的任何

建議和意見，下一屆政府亦會積極跟進處理。 

第三個不能逆轉的事實，亦是我們不斷強調的，就是現時傳統功能界別的



選舉辦法未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所以不能於普選時存在，事實上，在今次

提出方案的時候，自開始便沒有增加任何傳統的功能界別。 
 
  第四項不能逆轉的事實是：新區議會方案是在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二○○七年的《決定》的情況下，增強了民主成分。如通過的話，透過有

超過三百萬選民基礎的直選和間選議席比率將會由５０％增加至６０％，而透

過傳統功能界別產生的議席比率將會由５０％降至４０％，這有助凝聚共識和

處理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在這方面議會內已有相當充分討論。 
 
  主席和各位議員，在我們的討論當中，有很多人用「走路」或「停步」的

比喻來形容現在的情況。在《基本法》的憲制設計中，立法會必須有三分之二

（的）大多數（議員贊成），才有機會通過任何政制發展的方案。由此可見，

在政制發展的路上，必須要「腳踏實地」而行。現在我們提出的方案是「腳踏

實地」和進步的方案，因為它是在符合法律的情況之下，最能走近普選目標、

增強民主成分、令將來的立法會更有機會通過共識去處理包括功能界別存廢問

題的方案。 
 
  主席，容許我再說一遍，我們走到這一步，其實已經毫不容易，我很希望

大家非常珍惜。 
 
  我記得我到學校與年青人分享政改方案的時候，有提及我也希望有普選，

因此，我更加要實事求是地追求普選。我亦希望我們能夠腳踏實地、實事求

是，用「可以成事、可以奪標」的方法來跑這條民主普選路。 
 
  「可以成事、可以奪標」的最佳辦法不單是硬件，民主制度軟件的建立亦

非常重要。我相信當中包括今日劉江華議員及早前湯家驊議員提及的，我相信

亦都是（他們）從心而發、大部分香港市民都認同的民主精神：彼此尊重、包

容、多元、並存，還有一樣相當重要的，也是大部分議員都強調、並在實踐當

中的，就是在議會內服務，是不計較個人或個別政黨的榮辱，而是以香港社會

和廣大市民的利益為依歸，包括一些看見我這個「起錨」襟章就問：「司長，

你們是否很辛苦？」；又或看見我這個「起錨」襟章就駡：「你無恥！」的

人，這些（工作）都是以他們廣大的利益為依歸。 
 
  主席，香港政制發展已到了歷史時刻，稍後，各位議員投票之後，就會締

造歷史，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這個議案。 
 
  多謝。 

完 
 
２０１０年６月２５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