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務實理性反映選民的聲音是立法
會議員的責任，但部分反對派議員
的投票取態，近年卻被極端的外圍
氣氛綑綁，作出可能不符合其選民
意願，甚至他們本身的決定。有受
訪人士認為，香港回歸初期，傳統
反對派政黨的議員雖然會主打政治
訴求，但也會自制自律，明白拖垮
利港惠民法案的嚴重後果；但近年
隨着激進派別冒起，部分反對派愈
來愈被政治綑綁。受訪人士表示，
相信未來相關情況會得到改善，讓
議會回歸理性。
工聯會立法會前議員王國興表

示，傳統反對派政黨元老例如民
主黨的司徒華和張文光等，雖然
都主打政治訴求，但也會關注民
生議題，明白拖垮利港惠民法案

的嚴重後果，不會自製衝突。但
自2012年激進派的梁國雄、黃毓
民和陳偉業開始在議會頻頻拉布
後，其他傳統反對派政黨亦為傳
媒的鎂光燈和選民的選票「鬥激
鬥出位」。
王國興表示，近年反對派亦對拉

布出現分歧，激進派別認為所有法
案都要反對到底，以往較溫和的反
對派政黨可能因感到涉及民生而立
場搖擺，但受外圍激進氣氛影響及
為免其「樁腳」出現分化，相關政
黨最終也得以行動回應政治需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為，

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將
會更務實地反映社會聲音，更好地
考慮社會整體利益，不會再被激進
派別綑綁，讓議會回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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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政治綑綁
議會回歸理性

立法會地區直選改為雙議席單票制
後，市民對代議士的選擇會更精益求
精。有受訪人士表示，新直選制度下
同一陣營於一個選區全取兩席的難度
很高，但這才是香港社會的實際情
況，體現多元聲音的共存。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表示，一名候

選人日後若要在地區直選勝出，至少
需取得逾33.3%的有效選票，若同一
陣營要取得兩席，合共要取得接近

70%選票，並且要平均分配給兩個席
位，因此同一陣營在一個選區全取兩
席的難度很高。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亦指，難

以出現同一陣營在一個選區全取兩席
的情況，但認為這才反映香港社會的
實際情況，他認為，地區直選的議員
必須聆聽社區不同聲音，才能有效反
映民意，協助行政機關和立法會制訂
更貼合民情的政策和法例。

避免同區壟斷
體現多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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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靠攏中間派
減政治化爭鬥

新選舉制度下立法會地區直選議
席將由35席減至20席，原本的5個
選區改為10個選區，並採用雙議席
單票制，每區得票最高的兩人當選。
有受訪人士預計，隨着直選議席減
少，兩邊陣營都會有所整合，除了原
有支持者，也必須向游離選民靠攏，
這種情況更能凝聚社會共識，令日後
的政策朝社會中間點邁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

員黃國健指出，過往因為政治光譜兩
極化，中間派選民缺乏發聲空間，他
們大多只希望在香港安居樂業，
不想見到「泛政治化」的局面，
若日後新直選機制下有能夠代表
中間派或溫和反對派的合適代
表，相信會有更多中間派選民參
與投票，有利社會凝聚共識。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指

出，新直選制度下，若要勝出，
兩邊陣營日後都必須整合，爭取
中間派選民的支持，帶動溫和理

性的討論，日後的政策亦會朝社會
的中間點邁進。
基本法基金會會長、清華大學憲

法學博士李浩然認為，重新劃分的
10個地方選區各有不同議題需要解
決，要贏得選民支持，各區候選人就
要針對回應市民訴求，例如新界北區
的選民較關注交通問題；選民收入普
遍較高的港島區則可能較關心文化議
題。他指市民已厭倦「泛政治化」爭
鬥，能否做好溝通和有效反映民意，
將成為當選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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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認為新選制下兩邊陣營必須向游離
選民靠攏，更能凝聚社會共識。圖為2016
年立法會選舉，市民輪候投票。 資料圖片

在「本土派」和激進派的衝擊下，傳統反對派的
參政空間在之前的選舉制度下不斷萎縮。多名受訪
人士昨日表示，激進派別在比例代表制下能以極端
手段爭得議席，原本相較理性的民主派為避免忠實
支持者流失，亦開始仿傚激進言行，最終形成溫和
反對派的參政空間被收窄的惡性循環。
基本法基金會會長、清華大學憲法學博士李浩然

表示，若相較溫和的政黨愈趨激進，很可能是為了
開拓新「市場」，取得更多票源。他以台灣地區為
例，民進黨初期的路線不像現時般激進，後來為了
選票才不斷提出激進、強硬的主張，例如炒作台灣
地區人民的身份認同，不同政黨亦逐漸變得激進，
最終形成惡性循環。在香港，反對派也許仿傚了台
灣地區的做法，因此「社民連」等政黨才會帶起激
進路線。未來只要反對派清楚了解完善選舉制度的
原意和日後的規定，必然有其發揮空間。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激進派別在比例

代表制下，能以極端言論和手段獲得議席，傳統反
對派為避免「鐵票」被搶及忠實支持者流失，言論
愈發激進。過往立場較為搖擺的中間派選民眼見傳
統反對派定位開始偏激，或會改投建制派甚至不投
票，令整個政治光譜走向兩極，不但收窄傳統反對
派的參政空間，亦令社會流失了中間派選民的聲
音。

不利傳統反對派參選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傳統反對派始終會側

重社會公義和民生議題，但自 2012 年香港出現
「本土主義」後，反對派陣營愈趨碎片化，極端派
別利用市民對社會議題的不滿，不斷加強激進勢
力，導致很多事情泛政治化，這個現象亦不利理性
溫和的傳統反對派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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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極端化
溫和聲音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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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立法會地區直選採用的比例代表制，讓少數
激進分子能以低比例的票數當選，不具備廣泛代表
性。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翻查歷屆選舉結果發現，
不少激進主張的派別在整個選區中取得少於10%的
選票也能成功當選，他們在競選期間和當選後持續
煽動仇恨，「本土派」更借議會平台提倡「自
決」，大肆宣揚極端主義，破壞社會穩定發展的基
石。
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九龍西選區共有6個議席，若

平均計算，每個議席應能代表約16.67%民意，整個
選區有278,871張有效選票，當時「民主派」及「本
土派」合共取得4席，但她們的得票率明顯低於平均
值。她們以第三至第六順位當選，依序為獲得38,183
票（13.69%）的工黨前成員劉小麗、獲得32,323票
（11.59%）的「香港本土」毛孟靜、獲得26,037票
（9.34%）的民主黨黃碧雲，和僅獲 20,643 票
（7.4%）的「青年新政」前成員游蕙禎。
其他區亦有類似例子，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新界

東選區有9個議席，整個選區有580,609張有效選
票，「社民連」梁國雄以35,595（6.13%）票循末席
當選，「青年新政」前召集人梁頌恆則以37,997票
（6.55%）當選。

梁游等「獨人」當選即瀆誓
立法會議員當選後需作出就職宣誓，但游蕙禎、梁

頌恆、劉小麗及梁國雄等人卻在宣誓期間公然瀆誓。
其中，游蕙禎和梁頌恆更在宣誓期間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港獨」旗
幟，又在誓詞中加入「香港民族」等字眼，而劉小麗
和梁國雄則在誓詞中聲稱要開創「自決」，明顯違背
「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

激進派得票少
低比例照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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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了

多名政界人士和學者，他們認為過往的直選制度為激進

極端分子提供進入體制的機會，原本言行較溫和的傳統

反對派為了保住選票，亦開始與激進勢力「鬥激」，形

成溫和反對派的參政空間被收窄的惡性循環，而新直選

制度將堵塞漏洞，讓激進分子再無可乘之機。他們並

指，日後若要在地區直選勝出的挑戰將更大，候選人必

須回應市民訴求，並要力爭游離選民的支持，相信會有

利社會更好地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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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人士認為，新直選制度能堵塞漏洞，讓激進分子再無可乘之
機。圖為紅隧口的巨型廣告板宣傳「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
港」。 資料圖片

●●以往立法會地區直選採用的比例代表制下以往立法會地區直選採用的比例代表制下，，讓讓
少數激進分子能以低比例的票數當選少數激進分子能以低比例的票數當選。。圖為昔日圖為昔日
激進派議員在議會鬧事激進派議員在議會鬧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界人士認為，新直選制度下，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將會更務實地反
映社會聲音。圖為市民早前到街站支持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的
決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