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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的政治發展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的政治發展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的政治發展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的政治發展

1 . 《中英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

1 . 1 地域佔全港面積 9 2 %的新界，自一八九八年起租借給英國，
為期 9 9年。至於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南部，則在一八四零年代割讓給英
國。新界租約在一九九七年便告期滿，隨著該年逐漸接近，香港前途

開始出現不明朗的因素。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訪問

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會晤，之後，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的

前途問題正式展開談判 1。

1 . 2 中英談判在一九八四年九月結束，兩國代表團的團長草簽了

《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英兩國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正式簽

署《聯合聲明》，並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予以批准。

1 . 3 根據《聯合聲明》，中英雙方同意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

日回歸中國，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特區 )。中國政府保證香港現行
的經濟、社會、法律、行政及司法制度跨越一九九七年，維持 5 0年不
變。

2 . 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的民主進程

2 . 1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民主進程邁進一步。是年，本港首次舉

行區議會選舉。全港 1 8個區議會三分之一的議員共 1 3 2人，由選舉產
生。

2 . 2 在中央層面，立法局議員在八十年代初仍然全部由政府委

任 2。一九八四年，政府發表一份關於代議政制發展的綠皮書 3，提出

各項政制改革建議。其後，政府發表白皮書 4，宣布於一九八五年舉行

立法局間接選舉，由選舉團 5及功能組別各自選出 1 2名議員，加入立
法局。

                                                
1 政治大事紀要載於附錄 1。
2 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五年立法局組成方式載於附錄 2。
3 綠皮書為香港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旨在就某些重要事項徵詢市民的意見。
4 白皮書為香港政府就某些重要事項發表綠皮書後公布的政策文件。
5 選舉團由兩個市政局 (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 )及各區議會的所有議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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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同時，《基本法》   香港特區日後據以行事的小憲法
 的起草工作亦在一九八五年七月開始。中國政府成立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委任了 5 9名委員，包括 3 6名內地委員及 2 3名香港委員。
隨後，由 1 8 0名成員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亦告成立，負責收集香
港市民的意見。有關方面先後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及一九八九年二月舉

行兩次公眾諮詢，聽取市民對《基本法》草案的意見。

2 . 4 一九八七年，政府檢討代議政制的發展，並在一九八八年發

表的白皮書中作出結論：雖然市民對在立法局加入若干直選議席此項

原則，表示支持，但是在實行時間上則有歧見。政府決定在一九九一

年採用直接選舉方式，選出十名立法局議員。

2 . 5 一九八九年五月，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 6就香港民主

改革的步伐達成共識，要求立法局的直選議席在一九九一年佔全局議

席的三分之一 (即 2 0個 )，一九九五年增至一半，而到二零零三年，全
部議席均由直選產生。此一政制模式稱為「兩局共識方案」。一九八

九年六月，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刺激香港市民對加快民主發展步伐

的渴求。

2 . 6 英國與中國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一至二月間，就香港政制發展

問題進行會談 7。經過多輪會談，英國政府同意將立法局在一九九一年

的直選議席限定為 1 8個，而中國政府則同意在一九九七年將香港特區
第一屆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增加至 2 0個 8。中方的決定反映在《基本

法》的定稿中。根據中英雙方就政制發展步伐達成的協議，香港政府

決定在一九九一年重組立法局，將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增加至 1 8
個，而非一九八八年白皮書所載的 1 0個。

                                                
6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為行政局及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提供支援服務。
7 會談詳情見諸中英雙方於一九九零年一至二月間就憲制發展問題互通的外交
往來文書。該等往來文書於一九九二年十月發表。

8 一九八九年發表的第二份《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建議，在一九九七年七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應有 1 5個席位由直接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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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基本法》是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 )在一九九
零年四月四日頒布的。根據《基本法》所載的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

首三屆的組成方式如下：

1 9 9 7年年年年 1 9 9 9年年年年 2 0 0 3年年年年
直接選舉 2 0個議席 2 4個議席 3 0個議席
功能團體 3 0個議席 3 0個議席 3 0個議席
選舉委員會 9 1 0個議席 6個議席 無

2 . 8 一九九一年九月，本港舉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選舉， 1 8名議員
由地方選區選出， 2 1名議員由功能組別間接選出。至於其餘 2 1名議
員，則包括三名當然官守議員及 1 8名委任議員。

3 . 一九九二年憲制方案一九九二年憲制方案一九九二年憲制方案一九九二年憲制方案

3 . 1 彭定康先生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履任香港總督一職，不久之

後，於同年十月便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發表一九九四及九五年選舉安

排的計劃。

3 . 2 該等政制改革的主要建議綜述如下：

•  三層議會的分區選舉全部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投票方

法；

 
•  將最低投票年齡由 2 1歲降至 1 8歲；
 
•  取消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

 
•  取消限制擔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居民參選的規

定；

 
•  法團投票全部由個人投票取代，以擴大某些現有功能組

別的選民範圍；

 
•  增加九個新的功能組別；及

 
•  設立由全港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十名立法局議

員。

                                                
9 選舉委員會的成員為工商界、專業界、普羅大眾及原政界四個組別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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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中國政府反對該等選舉安排建議，指其違反《基本法》，並

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另起爐灶」 )，負責制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
的政治體制。工作小組隨後在一九九三年七月成立，名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成員有 5 7名。

3 . 4 一九九三年四至十二月期間，中英兩國政府先後就一九九四

及九五年選舉安排進行了 1 7輪會談，但未能達成任何協議。

3 . 5 為了準備一九九四及九五年三層議會選舉，香港政府向立法

局提交兩條條例草案，以實施各項政制改革建議，該兩條草案分別是

1 9 9 3年選舉規定 (雜項修訂 ) (第 2號 )條例草案 (旨在實施首四項改革建
議 )及 1 9 9 4年立法局 (選舉規定 ) (修訂 )條例草案 (旨在實施另外三項改
革建議 )。兩條草案分別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一九九四年六
月三十日獲得通過。

3 . 6 一九九五年九月，立法局選舉按照新的安排舉行。首屆議席

全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共有 6 0名議員，其中 2 0名由地方選區選出，
3 0名由功能組別選出， 1 0名則由選舉委員會選出。

籌備委員會

3 . 7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中國委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1 5 0名委員。根據《基本法》，籌備委員會負責：

•  籌備成立香港特區的有關事宜；

 
•  規定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及

 
•  籌組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該委員會須在當

地以協商方式、或協商後提名選舉，推舉第一任行政長

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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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五年香港政治大事紀要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五年香港政治大事紀要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五年香港政治大事紀要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五年香港政治大事紀要

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 當局舉行新界區議會選舉，一共選出

5 6名非官守區議員。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當局舉行市區區議會選舉，一共選出

7 6名區議員。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國主席鄧小

平先生會晤，商討香港前途問題。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 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   代
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英雙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周南先生與

伊 文 思 爵 士 在 北 京 草 簽 《 聯 合 聲

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   代
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國總理趙紫

陽先生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英國與中國互換批准書，《聯合聲

明》正式生效。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中國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該委員

會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轄下的工

作小組，負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草擬

小憲法。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政府舉行香港有史以來首次的立法局

間接選舉。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成員有 1 8 0
名，負責向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反映香

港市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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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政府發表《一九八七年代議政制發展

檢討綠皮書》。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 政府發表《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

書》。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有關方面發表第一份《基本法》徵求

意見稿，諮詢期至一九八八年九月底

結束。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香港舉行立法局間接選舉，選出 2 6名
議員。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有關方面發表第二份《基本法》徵求

意見稿，諮詢期原定在一九八九年七

月結束，其後延展至十月底。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一致同意支

持兩局就本港民主改革步伐所提出的

「兩局共識方案」政制模式。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一日 政府公布一九九一年立法局新的組成

方式。

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基本

法》。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 香港舉行立法局功能組別選舉，選出

2 1名議員。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 香港舉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選舉，選出

1 8名議員。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 彭定康先生到香港履任總督一職。

一九九二年十月七日 總督向立法局發表其首份施政報告時

公布一九九四及九五年選舉安排的計

劃。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英兩國在北京展開會談，商討一九

九四及九五年香港選舉的安排。雙方

舉行了 1 7輪的會談，至一九九三年十
二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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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 中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預備工作委員會，成員有 5 7名。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1 9 9 3年選舉規定 (雜項修訂 ) (第 2號 )條
例草案在立法局獲得通過。

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 1 9 9 4年立法局 (選舉規定 ) (  修訂 )條例
草案在立法局獲得通過。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七日 香港舉行立法局選舉，立法局首次全

部議席由選舉產生。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國委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的 1 5 0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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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五年立法局組成方式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五年立法局組成方式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五年立法局組成方式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五年立法局組成方式

1 9 8 4年年年年 1 9 8 5年年年年 1 9 8 8年年年年 1 9 9 1年年年年 1 9 9 5年年年年

官員 1 6名 1 0名 1 0名 3名 無

委任議員 3 0名 2 2名 2 0名 1 8名 無

由功能組別選出 無 1 2名 1 4名 2 1名 3 0名

由直接選舉選出 無 無 無 1 8名 2 0名

由選舉團選出 無 1 2名 1 2名 無 無

由選舉委員會選出 無 無 無 無 1 0名

議員總數 * 4 6名 5 6名 5 6名 6 0名 6 0名

* 立法局主席一職一向由總督出任，但自一九九三年二月起，該職由一位議員互
選產生的主席擔任。上表所載的議員總數不包括總督在內。

資料來源：立法局年報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