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所言，需要以制度來保障 「愛國者
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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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就是建立保障制度的有力舉措之一。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介紹草案時表示，要完善本港的
選舉制度，主要思路是重新構建及增加選委會賦權為
核心，調整和優化選委會的規模、組成和產生辦法。
通過選委會的改革，將對愛國者治港的落實形成有力
的制度性保障。

據王晨介紹，改革後的選委會，除了繼續承擔選舉
產生行政長官的職能外，還被賦予了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和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
會議員候選人的兩大職能。其中選舉立法會議員的職
能在回歸之初選委會也承擔過，但後來被取消，而參
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則是全新的職能，這尤
其值得關注。

正如王晨所言，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機制存在明顯
的漏洞和缺陷，為反中亂港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提供
了可乘之機。在過去，香港一般只依靠一名屬於中高
層公務員的選舉主任審查參選人的資格，但其手中的
權力和資料並不足以支持他們妥善完成相關工作，而
他們本身是否愛國者也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由此造
成機制上明顯的漏洞和缺陷。因此有必要通過一個更
高層次、配備足夠法律權力，更重要的是政治上高度
可靠的機構去肩負審查參選人資格的工作，並為此制
訂清晰、嚴謹的審查標準和程序，所有有意參加各級
選舉的人都要接受審查。

而改革後的選委會就可以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以完
善選舉制度、消除制度機制方面存在的隱患和風險。
日後選委會將如何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仍有待
公布，但參考行政長官選舉產生辦法，相信是將在選

委會這個層面設置一定的門檻，確保候選人都符合愛
國愛港的標準。為此，選委會應該被賦予獨立調查候
選人的背景、言行和有否與香港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的
權力，而香港警方國安處與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可以提
供必要的協助。

有效排除反中亂港勢力
隨選委會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調整和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組成和產生辦法」
將如何進行也令各方高度關注。分析認為，這意味
現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成員將進一步增加，成員
產生領域和範圍也將較原先擴大。通過對選委會的制
度性設計，把選舉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可有效
排除反中亂港勢力進入管治架構。

改革選委會也是對香港民主政治發展有利的事情，
通過增加香港政制間的民主成分，其制度設計將更加
穩定，不容易被小黨控制，也不容易出現 「政治素人
一步登天」 的情況。整體來看，此次選舉改革有助於
擴大有序的政治參與，使香港選舉制度更具民主廣泛
性的同時，也更加穩定，未來搞街頭政治拉選票將很
難進入特區政治核心。

另據各方消息透露，除增加選委會人數和界別外，
還將取消第四界別中區議員的席位，使區議員的角色
按照基本法規定去政治化。事實上，區議會沒有任何
政治功能，而是一個區域性諮詢服務組織。由於近年
來香港出現的政治亂象亦與區議會政治化有關，對區
議會與選委會關係的調整也旨在針對香港當前的現實
問題。

總而言之，這次改革無疑是香港選舉制度的重大完
善，為落實愛國者治港起到決定性的憲制保障作用。
它將從根本上打擊香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歪風，確保
香港政治生活回到正軌。

改革選委會將有力保障
愛國者治港

建評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正在
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審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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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王晨所做的說明，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總體思路是以
對香港特區選委會重新構建和增
加授權為核心，對有關選舉要素
作出適當調整，同時建立全流程
資格審查機制，進而形成一套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

新的民主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是鄧小平 1984 年就提出的原則。但

是，由於選舉制度的缺陷，一直沒能得到很好落實。
早在2004年以來，香港一些有識之士就注意到選舉制
度的一些問題。比如立法會選舉，在地方直選中，沒
有門檻的比例代表制令一些激進政治組織的人紛紛當
選。他們進入立法會的目的就是破壞搗亂，阻撓政府
依法施政。激進分子的當選，令香港政治環境日益惡
化，民生改善困難。

回歸以來，中央一直呼籲香港各界，希望各方識
大體，顧大局。2017 年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
典禮上，明確表示， 「一國兩制」 包含了中華文化
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
存大異。求大同的含義，就是要愛國愛港，誠心誠

意擁護 「一國兩制」 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

習近平主席還特別提醒香港各界，當前， 「一國兩
制」 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需完善。 「歸根
到底是要堅守方向、踩實步伐，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但是，對於中央一直以來的包容和苦心提醒，香港

反對派始終置若罔聞，他們中不少人在反中亂港的路
上愈走愈遠，走向了一條與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對抗
的不歸路。

「一國兩制」 的最大威脅
2019年那場修例風波，將香港推入懸崖邊緣。在外

部敵對勢力的支持下，香港激進分離分子將修例風波
變成了暴力運動。一些議員，在立法會內癱瘓立會運
作，阻礙法案通過，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暴亂
現場，公開支持暴徒，在暴亂隊伍中阻撓警方執法。
他們還跑到國外，跪求西方制裁香港，赤裸裸地站在
香港和港人利益的對立面。

隨後他們挾修例風波的氣勢，在當年11月區議會選
舉中，以近六成選票拿下全港86%的直選議席。這種
得票與議席的明顯落差，嚴重扭曲了民意，凸顯選舉
制度的漏洞。

更有甚者， 「嚐到甜頭」 的反中亂港激進勢力去年
搞立法會非法初選，試圖通過實現35+奪取立法會主
導權，進而否決政府所有法案，癱瘓政府施政，目標

最終直指中央。
現實情況就是這樣嚴酷。原有的選舉制度漏洞，限

制了愛國者治港這一 「一國兩制」 初衷，給反中亂港
分子以可乘之機。他們進入政府架構，進入議會，是
對 「一國兩制」 的最大威脅，對國家安全、香港安全
的最大威脅，也是對香港市民希望穩定發展、改善民
生的最大阻礙。

完善選舉制度是現實需要
要回到愛國者治港這個 「一國兩制」 初心，唯一的

辦法就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讓真正的愛國者治理香
港。這不僅是歷史的選擇，也是香港現實的迫切需
要。這同樣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權對治理者的要
求，沒有例外。

世界上任何選舉制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美國
去年大選的亂象也顯示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同樣
有問題。西方有識之士也一直在反思。香港是中
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是 「一國兩制 」 的試驗
田。目前 「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進入中期
實踐。過去 24 年，香港有經驗，也有教訓。制定
並實施香港國安法，是堵塞國家安全法律方面的
漏洞，目前已經初見成效。而建立一套符合香港
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與
香港國安法相輔相成，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實
施，將夯實國家安全、香港安全。兩者最終目標
一致：那就是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香港
繁榮穩定，港人安居樂業。

香港
脈搏

日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舉行第46次
會議，白俄羅斯代表70多個國家共同發
言，白俄羅斯常駐日內瓦代表團副代表
瓦蒂姆·皮薩熱維奇強調香港事務是中

國內政，外國不應干涉。皮氏又指出，不干涉主權國
家內政是《聯合國憲章》重要原則，是國際關係的基
本準則。他又表示支持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一國兩制」 。白俄羅斯等70多個國家的發言，與英

國外相藍韜文借香港事務抹黑中國和干涉中國內政，
成強烈對比。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正在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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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其中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
二，並廢除原附件一和原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再將進行相關本地修例。預料日後的香港立法會將
增加議席、並重新納入自第三屆立法會已取消的選委
會界別；而選委會人數也將增加300席，增加選委會
和立法會議席和界別，將擴闊選民基礎和來自不同界
別的光譜，選舉出來的選委和議員，將更具廣泛代表
性。

選舉委員會也將增加對選委會、立法會及區議會參
選人的資格審查功能，只讓符合資格者通過選舉門

檻，篩走亂港者，避免他們魚目混珠，貫徹落實愛國
者治港。

中央不會不理香港亂象
治港人士是愛國者，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過去

多年，公務員制度內的害群之馬，不定期暗中作亂，
再加上立法會、區議會曾淪為亂港者胡鬧、暴力、宣
「獨」 的舞台，民生首當其衝，更有亂港者借立法會

議員身份勾結外力，唱衰香港。
面對香港的亂局，中央不能再坐視不理，不能再任

由亂港者殘害百姓，自去年 6 月底實施的香港國安
法，實施公務員效忠宣誓和聲明、愛國者治港的系
統機制，再加上選舉制度改革的法寶，將有效扭轉
乾坤，為香港撥亂反正。

在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後，禍港者將陷窮途末
路，他們有的匿藏，有的畏罪潛逃，有的訴訟纏
身。香港特區是國家的一部分，不能再是外國傀
儡的天堂，更不能是外力意圖干預中國內政的缺
口。

香港選舉改革是根據香港現況和實際需要進行，
增加港式民主成分，並讓各界別代表均勻參與和持
份，是香港的福氣。事實上，香港在回歸前後的選

舉制度也經歷了多次改變，香港人對選舉改革已不陌
生。由亂到治，是一個法治社會邁向更成熟的必要條
件。

過去兩年的政治抗爭，令到香港人心驚膽跳，感
到厭惡和反感，香港人需要一個穩定安逸的社會，
才能重新調整香港產業重點，和周邊城市合作，續
攀高峰，再創神話。健全的政治和選舉制度，是保
障社會財富的規章，我們需要愛國者治港，並繼續
捍衛香港特區 「一國兩制」 方針，續寫香港新篇
章。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朱家健

選舉制度改革助港重新出發

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現正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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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
案）》，藉完善香港特區選
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以確保香港管治權掌
握在愛國者的手裏，保障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讓 「一
國兩制」 能繼續行穩致遠。

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第
十四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
度」 ，而選舉制度是特區制度
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全國
人大完善本港選舉制度是中央
事權，是合情、合法及合理。

堵塞選舉制度漏洞
我們認為，現行香港的選舉

制度存在漏洞，讓反中亂港分
子有機可乘，進入特區權力架
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
製造社會矛盾和動亂，對抗中
央，甚至鼓動 「港獨」 分離主
義，勾結外部勢力。這偏離了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威脅
「一國兩制」 的有效落實，以

及損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因此，我們認為全國
人大在此刻審議草案必要且及
時，我們堅定支持全國人大的
決定。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
示，將從三方面配合中央的立
法工作，包括在全國人大作出
決定後，做好公眾解說及聽取
社會各界意見，以便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反映，協助稍後的修
訂工作、做好本地選舉法例的
修訂，以及妥善安排未來12個
月的多場選舉。

為此，我們必定全力配合特
區政府的相關工作，包括善用
我們的地區網絡，協助政府推
行公眾解說的活動，聽取市民
意見，並同時積極提出合理務
實的建議，供全國人大常委會
參考；此外，在立法會工作層

面，我們將繼續實事求是地審議完善選舉制度的
法例，包括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以
及公職人員宣誓條例，就如何推展公平公正、和
平有序的選舉活動，提出修改選舉安排及指引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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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勢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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