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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有近 80 萬人參與了選擇普選方案的投票。他們中間絕大部分是贊成要有普

選的。超過 100 萬人參與了反對佔中的投票。很多人都同時參與了這兩次投票，因為命題

不一樣。它給我們不存偏見的人們一個　示：就是沉默的中間大多數，希望要有普選，但

同時反對佔中。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概念是清晰的。  

 

政改五部曲已經　動。下一步，到本月底，人大將會訂出一個普選框架。這一步踏出去，

將影響深遠，無人能預知後果。佔中極有可能提前進行。行動或會趨於激烈。理性討論的

空間將會收窄。如果 2017 年沒有特首普選，社會將更加撕裂，還是會沒完沒了地為民主

選舉和特首普選爭辯不休。發展方向迷失，社會繼續空轉。 

現在看來，2017 年大有可能就是沒有特首普選。如果是這樣，香港會正式走下坡路，短期

內難有出路；社會分化，兩極抗衡，中間派收窄，民心難以凝聚，民意難有共識，有可能

從此沉淪一段較長的時間。關心香港前途的各階層市民，要警惕政改原地踏步的危害，要

防範提倡一拍兩散的人的險惡用心。這種人不論在朝在野，在各階層、各崗位、各團體，

可能都有。 

知其不可而為之。路遙遠，我們一起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們要在窄縫中尋找出路，要在本

月底人大定出框架前，利用 8 月剩餘有限的時間，爭取較大的空間進入第二輪諮詢，讓溫

和力量有時間和空間在明年上半年展開深入的討論，以期達成共識，進入第三部曲。 

所謂中間派沉默大多數，從來都是被動的，只有意識到如果再不發聲就真會危及大局時，

才會行動起來。他們追求安穩進步和持續發展，一般不太關心政治。請照顧他們的集體意

願和良好期盼。他們既有平淡的訴求，也有鮮明的意志。他們要發聲，要冷靜理性，要守

法和平，要溫和文明。 

爭取在 2017 年能夠普選特首，是政黨和政客們磨練和提升自己的好機會，是讓選民分辨

黑白和真偽是非的一個過程。香港需要走過這一段路，補上這一堂課，才有機會找到適合

此時此地的文明範式，才最終學得到良性、互動、共贏和協商政治的可貴。香港的一國兩

制，才真正有實驗性的歷史意義。 



我想，這是我們虛心的良好盼望，相信不少市民的想法和我們一樣。希望特區政府和中央

政府的領導層和我們共此一心。 

候選人放同一名單 提委投票通過 

我們最新的方案，建議把原選舉委員會的 1200 人擴大成為 2400 人的提名委員會，而新增

的 1200 人由香港的登記選民直接選出。這 1200 個新增普選提委，需要先獲得目前選舉委

員會四大界別中的界別選民認受，取得 1200 名全港合資格選民的選票方可當選。目前選

委會的四大界別中的界別選民總數有差不多 25 萬人。新增普選提委，符合循序漸進的原

則，達到廣泛參與的目的。 

我們建議候選人需取得提委會百分之十的支持方可「入閘」，然後再取得百分之二十的票

數方可「出閘」成為候選人。這兩個百分比，是考慮到特區政府經廣泛諮詢後得出的結

論，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人數以 2 至 4 名為宜。 

《基本法》第 45 條要求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因此，我們要求把

「出閘」成功的候選人 （即 2 至 4 名）都放在一張「名單」上，再由提委會就「名單」進

行投票，以多數票通過後，「名單」上各參選者方可成為特首候選人，讓全港合資格的選

民投票選舉，獲多數票的勝選，經中央任命後正式當選特首。 

我們的方案，簡單而言，是引進廣泛參與的元素，擴大提名委員會使其更有代表性；百分

之十入閘，百分之二十出閘，候選名單出選，然後全民普選。這個方案，不是一成不可

變，而是誠心地為港人提供協調的空間，爭取商討的時間和擴大整合的餘地，尋求共識，

尋找出路，以完成政改五部曲，達成特首普選為目標。這個方案，不是一個技術性的權宜

之計，它代表　一套理念；法理，倫理和遠景三者俱全。它符合絕大部分市民為香港好的

民心，希望有普選的民意，和渴求參與的民情。 

我們的方案，是一個民主漸進的方案。長遠而言，它不只為現階段的政改尋找出路那　簡

單。港人可以在討論和比較各個方案的過程中，學習選舉的各種理論，民主的歷史進程、

社會科學的理念（特別是政治經濟學）、自由和法治的關係，還有兼容和友愛的重要。不

能簡單地停留在政治口號的層面。公民提名沒有國際標準。公民抗命不是絕對真理。城邦

自治不能脫離現實。香港獨立更是天方夜譚。 



政府宜確立調停協調角色 

我們要堅持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要理性務實，同舟共濟。2017 年特首普選，是香港邁

向民主化的文明道路的第一步。這條道路內涵豐富，曲折漫長。爭取普選，寧可循序漸

進，長期努力，不斷改進改良改革，不停步地，全方位地盡量逐步擴大民主的因素，毋須

2017 年就一步到位。歷史的發展不是一條直線。民主就是講道理，以理服人，平心靜氣，

以良好的態度溝通。 

視乎人大給港人從第二步到第三步有多大的空間，特區政府在 9 月後宜乎確立作為調停和

協調的角色，組織類似諮詢委員會的機構，統籌各方團體，廣邀各路有心人，特別要照顧

年輕一代的訴求，在一個架構之內展開有序的討論，重拾港人的信心，發揮香港的優勢，

堵塞體制的漏洞，才能帶領港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先做到 2017 年普選特首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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