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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即將在 2007 年 3 月 25 日選出第三屆行政長官（特首），負責提名和選舉

行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也在 2006 年的 12 月 10 日投票產生，共選出 427 名委

員。選前頻喊告急、大力催票的香港泛民主派共推出 137 位候選人，當選了 114

名，當選率高達 83%。這個結果除了令香港各界驚訝之外，恐怕連泛民主派本身

都沒有預料到。再加上立法會議員的當然議席，泛民主派在 800 人的選委會中，

共計有 134 席位，超出參與行政長官選舉所需的 100 張提名票甚多。代表泛民主

派參選特首的公民黨立法會議員梁家傑，日前也已取得 111 張選委提名票入場

券，正式成為特首選舉候選人，挑戰將尋求連任的曾蔭權。 

香港行政長官選舉的提名權以及投票權，僅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800

人選舉委員會所有，如同臺灣早期選舉總統時，由「國民大會」選出總統一樣，

屬於間接選舉。但香港現時人口超過 700 萬，而具有選出所謂「選舉委員」投票

權的，卻只有區區 20 多萬人，因此特首選舉會被香港人民稱為「小圈子選舉」。 

在現行 800 人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制度下，此次選舉不太可能會有出人

意料的結局，曾勝梁敗將是可預見的結果。然而，這是香港回歸 10 年來，第一次

建制派與民主派同場較量的特首選舉，帶有真正的競爭，是建制與在野陣營一次

爭奪民意的大型社會工程，對推動香港民主進程，具有積極意義。 

香港回歸後的兩次特首選舉和補選，基本上是官方全程包辦，香港民眾能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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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機會並不多；爭取特首與立法會雙普選的民主派也一向反對這種小圈子選

舉。因此這次梁家傑披掛上陣參與特首選舉，公民黨、民主黨推舉 137 人參加選

舉委員會選舉，便被泛民主派中反對參與選舉的社會民主連線等政治團體斥為是

妥協，是承認整個「小圈子選舉」的表現。 

原先被泛民主派寄予厚望出馬競選特首的前香港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宣布放棄

本次特首選舉之後，泛民主派立即改推梁家傑參選，為的便是不在這場小圈子選

舉中缺席，而使香港市民習慣這種無競爭性的選舉，坐視中共中央屬意的候選人

自動當選。事實上，泛民主派全力投入這場勝算微乎其微的選舉，代表著整體路

線的轉變，希望藉由積極參選，強調要讓特首產生過程「有競爭」，代替了主張

「杯葛小圈子選舉」的消極情緒，並且讓日漸邊緣的普選議題透過政綱的辯論，

再次成為社會的焦點。 

曾蔭權在 2005 年接替辭職的前任特首董建華所餘任期之後，再一次面對特首

選舉。兩年前曾蔭權拿到 674 名選委的提名，是唯一獲得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毋

須任何考驗，甚至一份完整的政綱也沒有，只拋出強政勵治的口號和改善管治的

幾點建議，曾蔭權輕輕鬆鬆便自動當選行政長官。 

即使面對泛民主派挑戰，曾蔭權現今仍顯得老神在在，完全依照平穩的步調

行進。雖說從來無人會懷疑曾蔭權的參選意願，但曾蔭權硬是等到了 2 月 1 日距

離選舉委員會開始提名前兩個星期才正式宣布參選，不希望過早與宣布參選已久

的梁家傑進行地位平等的直接對壘，企圖令梁家傑陣營因找不著對手，失去競選

的著力點而只能乾唱獨角戲。 

相較於曾蔭權的低調，梁家傑在 2006 年 11 月就已經擺開陣勢，高調的參與

特首選舉，在 2 月 14 日的提名日開始之前，就已積極走訪各選委會委員之間，爭

取提名票。更在曾蔭權宣布參選的前一天，即宣布已經拿到 111 張選舉委員的提

名票，從「參選人」搖身一變成為「候選人」，無疑的是向曾蔭權示威。 

梁家傑宣布參選之初，除了提出「2012 雙普選」議題、欲令特首選舉有競爭

性之外，最強調的一點是要透過參選特首去「凸顯現存制度的荒謬」。而要暴露出

這個制度的荒謬，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民意調查中戰勝曾蔭權。「贏得數百萬人的

民意，卻在 800 人的選委會選舉中落敗。」這樣弔詭的結果，絕對足夠令關心香

港政治的民眾去思考現行選舉制度的公平性。 

但自從曾蔭權屢次帶有針對性地拋出「務實」的說法之後，梁家傑陣營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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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陷入了被動的陷阱，不只沒有大力提倡當選之後立刻實施雙普選之類的宏大願

景，反而想處處證明自己其實也很務實。梁家傑宣布參選至今，已經提出了四份

政綱，但曾蔭權任特首之前，已擔任香港政務官多年，同時有整個特區政府官員

做為助手，在政府運作上的經驗、對香港政治的嫻熟程度，遠非梁家傑可比。故

曾梁二人在 1 月 11 日本屆特首任內的最後一次立法會問答大會上初次辯論時，曾

蔭權就以「我希望自己所提出的未來 5 年施政綱領不是只談願景，不講執行；或

者只談開支，不理收入；只講理想，不顧現實。我會堅持我當特首的一貫原則，

就是要講得出，做得到。」等言論暗諷梁家傑所提出的政綱不切實際。 

梁家傑出馬的原意是要指出這場選舉從頭到尾就不是一場「有競爭的選舉」，

凸顯出現行選舉制度的荒謬性，但現在看到的局面不是一個民主派領袖如何挑戰

現有建制，而是兩個候選人正在認認真真地競選，並且最終會以曾蔭權勝出作為

結局，這個又怎能叫社會民主連線、前線、街坊工友服務處等一向主張杯葛「小

圈子選舉」的政治團體滿意呢？社民連等較為激進民主派等早已表明，基於一貫

立場，即便梁家傑只差一票，都不會在選委會上提名他，並且指出，梁家傑參選

的心態，已由「想令特首選舉有競爭」轉而變為「想當特首」。 

儘管投入選舉的目的受到了各方的質疑，但是此次梁家傑的參選仍具有指標

性的意義，首先，香港人民對於政治的關注程度，相對於臺灣來說是冷漠許多

的，比起臺灣動輒 60%、70%的投票率，而香港此次選委會選舉的 27%投票率已

是歷史新高。但這攀上新高的投票率，以及泛民主派取得超越預期的 114 個席

次，或多或少都代表了，香港選民即使清楚知道最終的特首選舉結果，但仍然願

意投票支持，希望將競爭者送入特首選舉，讓自動當選的情形不再發生。 

對於泛民主派來說，這種在有限度的民主中積極爭取的務實轉變，顯然收到

了相當大的成效，最起碼已經迫使現任特首曾蔭權在特首選舉提出更具吸引力的

政綱，使選舉過程更加偏向政策取向。且即便是為了競爭而競爭，泛民主派至少

已再次將爭取普選的觀念，藉由這次選委會選舉的大勝帶回給香港民眾。 

其次，以現時香港選舉制度的限制來看，在即將到來的特首選舉中，梁家傑

把選舉舞臺搭建在全體香港市民眼前，而不僅僅侷限在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既

讓沒有投票權的香港民眾有更深的參與感，也能名正言順的提出「2012 年普選」

的政綱，藉由選舉活動傳達給香港民眾。並且一旦梁家傑選擇面向群眾的選舉，

迫使曾蔭權為避免承擔民意壓力，而無法像 2005 年特首補選一樣，僅以選委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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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作為爭取對象。 

而在曾蔭權尚未公布政綱，甚至未宣布參選之前，親中的香港最大黨「民建

聯」便已全力為他助選，也顯示出曾陣營和中共中央對於民主派在選委會的大勝

以及梁家傑的參選抱持著重視的態度。香港政府日前公布的「十一五」經濟峰會

「行動綱領」，就詳列不少政策方向與主張，顯示曾蔭權企圖讓香港民眾看到行動

綱領與他們的切身性及可如何受惠，爭取一般民眾的認同與配合。 

梁家傑要在即將到來的特首選舉中擊敗曾蔭權，勝算是微乎其微。雖然是明

知不可而為之，但泛民主派致力推動一場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是已有小成，接下來

就看泛民主派怎麼將普選的概念更進一步的推銷給全香港 700 萬市民，對此，臺

灣的總統選舉，或可提供香港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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