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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選舉
知多少

通識教育？或疑似選舉廣告？



  

《基本法》規定了
       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

 ☆ 司法獨立；

    △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互相制衡、

               又互相配合；

              ◇ 整個特區政治體制貫徹了

                行政主導的原則。



  

最受矚目的四次選舉

（ 1）五年一任的特首選舉
（ 2）選舉委員會選舉
（ 3）立法會選舉
（ 4）區議會選舉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K_legco_logo.svg


  

（一）特首選舉

行政長官選舉建議指引 

2012年 3月 25日舉行下一
屆行政長官選舉。 

有意參選者必須取得不少於
150名選舉委員的提名。

候選人須取得選舉委員會全
體委員過半數的支持（即
超過 600張有效選票），
才可以當選。

根據《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官選舉）規例》
，選舉開支限額已修訂為
1300萬元。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
（右）在公布行政長官選舉活動建
議指引公眾諮詢詳情的記者會上，
與委員陳志輝教授展示建議指引



  

參選特首的候選人或有「疑似」意向者

唐英年           梁振英
其他曾透露有意者：葉劉淑儀，何俊仁， … …馮檢基

兩名疑似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及唐英年齊公佈將於十一月底宣佈正
式參選。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不評論各特首候選人參選安排。



  

吳康民提出特首“鐵三角”組合論 

早前，培僑中學校董會主席吳康民
高調發表被溫家寶接見的消息和照
片，一時成為媒體熱議的新聞，跟
著又撰寫文章〈 2012 來個鐵三角
又如何？〉，建議香港下屆管治班
子由「鐵三角」夢幻組合擔當，即
由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擔任行政
長官；唐英年連任政務司司長；財
政司司長則由梁振英擔任。後來吳
老表示「一山不能藏二虎」，又勸
人「要有自知之明」。隨著范太表
示不會參選，目前最熱門人選看來
便只有兩位了。



  

教育團體對理想特首的問卷調查

多位疑似參選特首人士近月各自就教育政
策表述意見。  教評會於 9 月 5 日至 16 日
期間，向 70 所中小學共 280 名校長、副
校長及教師進行問卷調查。香港教聯會的
調查接觸了超過一萬名教育工作者，成功
訪問了 3293 人，了解教育界人士對新一
屆特首選舉的意見。  教師較看重候選人
的政綱，如何在未來五年付諸落實，政綱
及管治團隊等因素都是關鍵。選擇特首條
件方面， 58.6% 受訪者會重視候選人的能
力，也有 52.4% 會視乎政綱決定支持哪位
候選人。 15.3% 教師會將民意支持度列為
選擇特首的條件，會考慮形象的受訪教師
有 11.8%  



  

唐英年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特首 

已考慮參選特首近兩個月的前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終於正式
宣布參選，成為首位加入選戰
的參選人。他形容，參選是一
項嚴肅的決定，但他希望肩負
重要使命，帶領港人同心面對

夠未來挑戰，並強調自己有足
經驗。近月來唐英年已獲得包
括來自商界、飲食界、金融界
、銀行界、演藝界、旅遊界等
猛人公開力撐競逐下屆特首。
他從商及政壇經驗豐富，多年
來出任多個政府重要職位，從
基層職位開始奮鬥至下屆行政
長官的「大熱門」人選，其一
生可謂多姿多彩。



  

梁振英宣布參選下屆行政長官 

梁振英在參選造勢大會上，形容自己
為基層出身，受過香港的栽培恩惠，
對香港懷著感恩和報效的心。他 ，說
香港需要新希望，新氣象，要有效領
導，穩中求變；政府施政必須真正做
到以民為本，需要溝通和決策，不能
因循苟且。他希望七百萬香港人，像

夠 「 齊 心 一 意 ，其競選口號一樣，能 「齊心一意，
 撐香港」。



  

特首參選人或
「疑似」特首的民望變化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梁 唐 劉 何

統計數字是由不同機構在不同時段
作問卷調查所得，由於調查
對象各有不同，總體欠可比
較性，故此資料只供參考。



  

（二）選舉委員會選舉

選舉委員會由 1 2 0 0 人組成，成員必須為香港永久
性居民，負責選出行政長官。他們分別來自 3 8 個
界別分組，代表不同行業、專業、勞工、社會服務
團體及區域組織。 2017年將會成為行政長官的提

產 生 新 特 首名架構，再由全港選民投票 生新特首。

http://www.elections.gov.hk/ecss2011/chi/index.html


  

政府的宣傳海報

http://www.isd.gov.hk/chi/tvapi/11_ecss2011_p.html


  

怎樣才能成為選舉委員會候選人

符合以下條件的人方有資格在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a) 年滿 18 ；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
     登記； 以及
(c) 已登記為有關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
    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令該界別
    分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
    密切聯繫。
此外還需有五位合資格的選民提名。



  

選舉委員會選民資格

（ 1）中小幼註冊教師（學位或文憑教師）
（ 2）豁免註冊的教師（指官立學校教師或教
         育局相關人員）
（ 3）在職的准用教師（退休者則喪失資格）
（ 4）學校的註冊校董。
上述幾類人士均應登記成為功能組別選民。 2012年 5 
月
   16 日是明年截止登記的日期。
如你不將你的新住址通知選舉登記主任，你可能會被取
   消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登記。

登記為教育界界別分組的選民，
其中教育界界別分組可包括：



  

2011 年選舉委員會
教育界功能組別參選者

2 0 1 1 年特點：

（ 1） 2011年選舉委員會教育界功能組別
參

       選者達 65人，為 屆少見歷 。選舉委員
會

       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席共 30席。競爭將
十

       分激烈，超過 2人爭奪一個席位。
（ 1998年： 36人， 2000年： 38人， 2006年： 31

人）

（ 2）資深和新血共同角逐。
（ 3）代表教育團體的競逐者佔壓倒比例。



  

2011 年選舉委員會
報名兩人及以上的教育團體

以報名先後次序排列（獨立人士及只有 1 人者未在此顯示）

 高  齡

教 工 會

教評會

教協會 教師力量

教聯會 女教師

   協 會

                 
 

                 
   

  教育人員

    總工會 

http://144.214.29.180:3080/index.htm


  

（三） 2012 年立法會選舉

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是第五屆立法會
選舉，將於 2012年 9月舉行。特點有：

（ 1）增加
10
       席，全

數

       70個議席

（ A） 35 產 生席由地方選區直選 生
。

（ B） 30席由功能界別產 生。

（ 2）有超級
     區議員 5
席

超級區議員 5席由民選區議會提名
產 生，地方選區選民直選 生。



  

立法會知多少

 新立法會綜合大樓

舊立法會大樓

新立法會綜合大樓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K_legco_logo.svg


  

新舊立法會對照



  

香港政黨的形成和發展

港英時期香港政團的

       形成和發展
（ 1 ）八十年代民主化運動

（ 2 ）從循序漸進到猛開快車

（ 3 ）從論政到參政

（ 4 ）特區基本法政制的設計

（ 5 ）直通車路軌被拆掉

（ 6 ）比例代表制選舉加快

         小黨派誕生

http://www.golden-book.com/ProductImage/201006/9787306034489.jpg


  

政黨的兩大陣營

1992 年代表地區力量的「民主建港聯盟」
（民建聯）成立， 1993 年代表工商界利益
的自由黨成立。 1995 年，代表中產專業界
人士的「香港協進聯盟」（港進聯）成立
。

民主派陣營也加強了力量整合 ,1994 年，
「港同盟」與「匯點」合併，成立民主黨。
之後還成立更多政團組織。

兩大陣營就區議會選舉和立法局選舉展開了
較量。 



  

香港回歸以來政黨的發展狀況

香港的政黨粗略可分為三大類：
民主派、中間派和親北京派 

親北京派 
政治上緊隨北京政策，經濟事務上通常傾向照顧低
收入人士，以民建聯為代表。 

中間派 
政治上較保守，右傾，經濟事務上較傾向照顧商人
及高中收入人士，以自由黨為代表。 

民主派 
香港民主派政治主張通常較激進，並要求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盡快全面普選。在經濟事務上通常傾向照
顧中低收入市民，政治理念較左傾，受中產階級及
高學歷人士支持，以民主黨為代表。 



  

立法會的政治力量之一

   泛建制派

   
                      民建聯 自由黨 工聯會

            泛聯盟 西九新動力

                       新世紀論壇 匯賢智
庫

   



  

立法會的政治力量之二

   泛民派（反對派）

   
                         民主黨 公民黨 民協

                         街工 職工盟 社民連

       公民起動            民主聯線 前線

   獨立民主派



  

在香港政壇上第一大政黨：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原稱民主
建港聯盟，是一個香港政黨，成立時主要以親
北京人士為骨幹。「民建聯」與「港進聯」合
併，仍簡稱民建聯。

立法會議席 10 / 60
區議會議席 136 / 507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Image-Democratic_Alliance_for_the_Betterment_of_Hong_Kong_logo.gif


  

在香港政壇上活躍的政黨：民主黨

民主黨（其前身是香港民主同盟， 簡稱港同盟 ）。香港民主黨是
香港正式的政黨中最早成立的。由李柱銘、司徒華、張文光、何俊
仁、李永達等人在 1990 年 4 月正式創建。首任主席為李柱銘、副
主席是何俊仁（現任主席），建黨初期以實行對抗北京政治取向。
1994 年 10 月，港同盟與匯點正式合併成為民主黨。回歸前立法會
議席有 19 位，在回歸後，民主黨首次選舉失利。以陶君行為首的激
進的學生勢力退出民主黨，並成立社會民主陣線。在 1998 年舉行
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在 60 個議席中贏得了 13 個，得票率達
43% ，在 2000 年舉行的第二屆次立法會選舉，下降為 12 個。現有
立法會議席 8 / 60 ，得票率 20.63% ；區議會議席 47 / 507 。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6%B0%91%E4%B8%BB%E9%BB%A8logo.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Albert_Ho_Chun_Yan.jpg


  

漸漸走向議會的工聯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
於 1948年成立，現時有 244間屬
會和贊助會，屬會會員人數約 35
萬，為目前香港會員人數最多的勞
工團體。現有：

立法會議席 4 / 60
區議會議席 19 / 507
行政會議議席 1 / 29

file://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a/Hong_Kong_Federation_of_Trade_Unions_Logo.svg


  

立法會第四大黨的公民黨

公民黨是香港一個政黨， 2006 年 3 月成立。
第二任黨魁為梁家傑，首任黨魁是資深大律師
兼立法會議員余若薇。主席是陳家洛，副主席
分別是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同長春社前主
席黎廣德。現有立法會議席 5 / 60 ，區議會議
席 7 / 507 ，是立法會第四大黨。

香港公民黨新黨徽 公民黨舊黨徽

http://baike.baidu.com/image/c8ab0bce4a4e1d6db700c857
http://baike.baidu.com/image/2cb4fefe258874655d600827
http://www.twitter.com/newdemocracy4hk
http://www.ycp.hk/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Audrey_Eu_Yuet_Mee_2010.jpg
file://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9/Alan_Leong.jpg


  

自由黨

香港自由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個政黨，

創立於 1993 年，前身為啟聯資源中心。其黨員主要由
資產階級、富商、實業巨頭組成。 1984 年《中英聯合
聲明》後，香港殖民地政府開始了民主化進程，以往受
港督委任的非官守議員開始由民選議員出任，導致民主
派的崛起。為抗衡民主派的勢力，由立法局及行政局首
席議員李鵬飛領導，代表工商界的非官守議員於 1991
年成立自由黨前身：啟聯資源中心。初期黨員主要由商
人、企業家及專業人士組成，被認為是親商界的政黨。
主席是劉健儀，榮譽主席是田北俊，副主席是方剛、周
梁淑儀。現有立法會議席 3/ 60 ，區議會議席 9 / 507 。

劉健儀



  

激進的社民連

社會民主連線（簡稱社民連）是香港泛民主派中一
個政治團體。由議員、社運人士及基層市民等組成，口號
為「基層主導、民主企硬，旗幟鮮明的反對派」。 2008
年
立法會選舉，社民連直取三個議席，成為泛民主派第三大
黨。該黨立法會議員經常於議會中大駡政府高官及特首，
多次因違反議事規則被逐出議事廳。為發起「五區總辭」
政治行動，該黨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黃毓民、陳偉業聯同
兩位公民黨議員於 2010 年 1 月集體辭職，後再參加補選
，並
再次當選重返。後來黃毓民、陳偉業連同社民連 200 多名
黨
員宣布退黨。社民連主席為陶君行， 2011區選失
敗後，陶宣布要辭去主席職位，現主席是鄧徐中。
有立法會議席 1/ 60 ，區議會議席 0 。

陶君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ong_Kong_League_of_Social_Democrats_Logo.sv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Raymond_Wong_Yuk_Man.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To_Kwan_Hang_Andrew.jpg


  

「又傾又砌」的民協

民主民生協進會，簡稱「民協」
民協成立於 1986 年 10 月。本來是一個地區壓力
團體，但在香港開始推行代議政制之後，開始出
現政治社教化，所以改變其組織而成為政黨。 民
協的使命是「促進民主、改善民生」，致力為中
下階層市民爭取權益，是泛民主派中的溫和派。
民協現有過百名會員，包括 1 名立法會議員及 25
名區議員，主要集中九龍西一帶，特別是深水埗
區，並成功完全控制深水埗區區議會。創會主席
為馮檢基，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一員。
馮檢基在 1991 年成為立法局議員。除了 1998 年
香港立法會選舉落敗外，一直成功循地區直選進
入立法會（局）。有別於其他泛民主派，馮曾經
參與香港臨時立法會，主張「又傾又砌」（既溝
通又對抗）。 2007 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民協由原
來 25 席減少至 17 席，選後馮宣佈辭去主席一職
，由廖成利接任。有立法會議席 2/ 60 ，區議會議席
15 。

馮檢基

廖成利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Frederick_Fung_Kin_Kee.jpg


  

從工會到政黨行為的職工盟

職工盟（全稱為「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立
於 1990 年 7 月，至今已有超過 70 個屬會，代
表超過十七萬名會員，為香港第二大勞工聯合
組織，前身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原本也
是工會組織，但採取政黨的行為模式。職工盟
現任主席為代表教協會的潘天賜、立法會議員
李卓人為秘書長。 

劉千右 李卓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Logo_hkctu.gif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Leechuekyan.jpg


  

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
立法會私人提案，需同時獲得直選分組和
功能分組兩組同時通過方可生效。

自 1985 年起，本港立法機關開始引進選舉，當時
政府的關注點是，假若一開始便全面直選，那些曾
獲委任的議員未必肯參與選舉，所以就設立功能組
別，讓醫學界、教育界等的一些界別選議員進入議
會。英國在中英談判期間更向中國推薦這一政制設
計，它在某些方面有點類似西方國家的兩院制。

功能組別何去何從，社會上一時未能有共識。
支持功能界別者認為，社會需要顧及社會多元化和均衡參與，引入
各界的代表議事可以使議會議決更有廣泛代表性。功能界別吸引界
別內專業人士參政，提高議事的質素。

   

（當然，直選的議員也要根據當選地區的民意決定自己的投票意向
，如焚化設施建築選點。） 

反對功能界別的論者認為，在討論社會整體事務的議會，以界別分
組來選出候選人，未必能從社會整體的宏觀角度議事。



  

2007 年立法會臨別合照



  

香港政黨需警覺政治生態變化

政改方案 2010 年獲得立法會通過，標誌著香
港民主發展進入了新里程，香港的政黨生態
自此出現微妙變化：

（ 1 ）多個新黨派開始冒頭。 
（ 2 ）行政立法之間多通氣，
     有助政府掌握民情。 
（ 3 ）      是其是、非其非，

     建制派有時也投反對票。 
（ 4 ） 議 會 文 化 改 變， 　
市民不認同議員「出位」行為。 



  

2008 年立法會各黨當選席次表

分區直選 功能組別 議席

泛民
主派

民主黨 7 1 8
25
席

41.66
%

公民黨 4 1 5
社民連 3 0 3
其他（職工盟、民協、街工、

公民起動、前線聯、等）
4 2 6

建制
派

民建聯 7 3 10
34
席

56.66
%

自由黨 0 7 7
工聯會 2 2 4
其他（滙賢智庫、西九動力
、泛聯盟、勞聯、等）

2 11 13

合   計 30 30 60



  

2008 年立法會議席分佈

親建
制派

37

民主建港協進

聯盟 (10)
香港工會聯
合會 (4)

經濟動力

 (4)
專業會議 (4) 自由黨 (3) 新民黨 (1)
港九勞工社團

聯會 (1)
五散人 

(5)
無黨派

 (5)

泛民
主派

23

民主黨 (8) 公民黨 (5) 前進聯盟 (5)
人民力量 (2) 民生協進會 

(1)
社會民主連線 
(1)
獨立泛民 (1)



  

（四） 2007 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 
 泛民區選聯盟  減少 49 席
政黨 議席 變化  議席 %

民主黨 58 −35 14.32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16 −9 3.95

公民黨 8 N/A 1.97

社會民主連線 6 N/A 1.48

街坊工友服務處 4 +1 0.99

前線 3 −3 0.74

元朗天水圍民主陣線 1 −3 0.25

獨立 10 − 2.47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ong_Kong_League_of_Social_Democrats_Logo.svg
http://baike.baidu.com/image/c8ab0bce4a4e1d6db700c857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6%B0%91%E4%B8%BB%E9%BB%A8logo.jpg


  

2007 年民建聯 / 工聯會  增加 38
席

政黨 議席 變化
 議席

%

民建聯 103 +38 25.43

工聯會 2 N/A 0.49

同時為民建聯及工聯會身份的候選人 14 N/A 3.46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Image-Democratic_Alliance_for_the_Betterment_of_Hong_Kong_logo.gif
file://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a/Hong_Kong_Federation_of_Trade_Unions_Logo.svg


  

2011 年區議會選舉結果

2011年區議會選舉於 11月 6日完成

政

黨

民
建
聯

工
聯
會

新
民
黨

自
由
黨

民
主
黨

民
協

公
民
黨

街
工

人
民
力
量

職
工
盟

社
民
連

2011
參選

182 48 12 23 132 26 12 6 62 3 28

獲得
席位

136 29 4 9 47 15 7 5 1 0 0

當選

率 %
75 60 33 39 36 58 58 83 1.6 0 0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Image-Democratic_Alliance_for_the_Betterment_of_Hong_Kong_logo.gif
file://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a/Hong_Kong_Federation_of_Trade_Unions_Logo.sv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Logo_hkctu.gif
http://baike.baidu.com/image/c8ab0bce4a4e1d6db700c857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6%B0%91%E4%B8%BB%E9%BB%A8logo.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ong_Kong_League_of_Social_Democrats_Logo.sv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q=%E4%BA%BA%E6%B0%91%E5%8A%9B%E9%87%8F&hl=zh-TW&sa=G&biw=1280&bih=504&gbv=2&tbm=isch&tbnid=pLlIHQgb83IWzM:&imgrefurl=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4%25BA%25BA%25E6%25B0%2591%25E5%258A%259B%25E9%2587%258F&docid=YQ8dnEpOR4lwVM&imgurl=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thumb/8/8d/PeoplePowerLogo.jpg/200px-PeoplePowerLogo.jpg&w=200&h=200&ei=NfDSTrHLF--XiAeky_myDg&zoom=1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q=%E4%BA%BA%E6%B0%91%E5%8A%9B%E9%87%8F&hl=zh-TW&sa=G&biw=1280&bih=504&gbv=2&tbm=isch&tbnid=pLlIHQgb83IWzM:&imgrefurl=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4%25BA%25BA%25E6%25B0%2591%25E5%258A%259B%25E9%2587%258F&docid=YQ8dnEpOR4lwVM&imgurl=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thumb/8/8d/PeoplePowerLogo.jpg/200px-PeoplePowerLogo.jpg&w=200&h=200&ei=NfDSTrHLF--XiAeky_myDg&zoom=1


  

2011 年區議會選舉有新特點

（ 1）超級區議會議席之爭，多位擁有立法會
     議員身份的候選人參選，但落台者衆， 7
人

     落敗：全屬泛民議員，包括湯家驊（公民黨）、

     陳淑莊（公民黨）、李永達（民主黨）、 成智黃
（民主黨）、李卓人（職工盟）、陳偉業（人民力

     量）及梁國雄（社民連 /四五行動）
（ 2）多位原屬委任議員轉戰直選： 5人參選
，

      4人當選。 

（ 3）整體投票率 41.49%僅次於 2003區議
會



  

鳴  謝

此投影片是由非牟利慈善機構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編輯製作的，

目的是供學校進行通識教育之用。

此製作使用了香港政府資訊中心、

百度搜尋網、維基百科、 google 等
提供的一些珍貴照片和資料，
特此鳴謝。又感謝各位的支持。

內容如有錯漏，請不吝指正。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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