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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
舉，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第一次立法會全
面改選，[1]
一般被認為是民情有多大改變的重要測試。香港政界聚焦的主要是兩點：一是反對派會不會因雨
傘運動及近年的議會「拉布」[2]
抗爭，而流失中間溫和選民的支持，二是新興的本土或支持獨立的力量能獲多少支持。從整體政
治效應上，反對派強調他們要保住至少三分一席次(24席)的政改否決權(選前是27席)，或直選部份
的過半席次(18席，選前是18席)，以確保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以避免親政府陣營修改議事規則，
削弱議會的抗爭力量。反對派亦強調如果他們選舉結果理想，將降低北京讓梁振英在2017年連任
特首的機會。

 

主要板塊

傳統上，香港政治的主要裂隙(cleavage) 是親政府/親北京的所謂建制派陣營與民主派/泛民主派之
分。但到了2016年的選舉，本土或支持獨立的勢力湧現，加上兩大陣營均多元化以至碎片化，參
選名單暴升至84張，平均每區近17張參選名單。粗略而言，參選政治力量可以分為以下板塊：

1. 傳統親北京陣營：主要包括民建聯和工聯會兩大政團，在5區共派出10張名單參選。
2. 獲北京支持的「溫和保守」板塊，例如新民黨、經民聯、以及其他自稱「獨立」參選，但

獲不少建制樁腳團體支持的候選人如何君堯、謝偉俊等共8張主要名單。
3. 傳統泛民主派政黨：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新民主同盟、街工、社民連及人

民力量等，在5區共派出24張名單參選。
4. 「本土派」與「獨派」，包括「熱普城」聯

盟[3]、青年新政和少數非黨派候選人等共10張名單。
5. 「民主自決」派，主要包括傘運活躍者如羅冠聰、劉小麗，及「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迪

等三張名單。
6. 中間派：一些沒有得到親北京組織力量支持，但又不屬民主派陣營的人士，較有影響力的

包括王維基、方國珊、「新思維」以及民主思路等共5張名單。

 

競選議題

在七月提名期開始時，香港的選舉管理委員會突然宣布新規定：所有立法會候選人需要簽署「確
認書」，表明支持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別是基本法中的第一條、12條及159條第4款
。[4]
各民主派政團普遍認為這是沒有法律基礎的政治審查規定，集體拒簽。選管會主席馮驊後來亦澄
清，簽署確認書並非參選的必要條件，但前後卻有六名候選人，因不肯簽確認書或因選舉主任認
為其並非真心擁護基本法(例如曾發表支持香港獨立言論)，而被取消參選資格，包括「香港民族
黨」的主席陳浩天，以及屬於「本土民主前線」、曾在二月新東補選拿得高達六萬多票(15%)
的梁天琦。

反對派普遍認為此舉是違法的政治審查，目的是防止梁天琦及其他「獨派」人士當選。但奇怪的
是一些曾公開表示要「建國」(例如「熱血公民」)和支持香港獨立(例如青年新政)的候選人，都可
獲准參選，而不准部份「獨派」參選，正常而言只會引發更多同情票，及令更多選民關注和談論
港獨議題，可能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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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舉過程中，主要競選議題仍然是梁振英的施政和連任前景，反對派重複攻擊梁振英破壞一國
兩制和香港核心價值的劣跡，並且質問各親北京候選人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強調如果較多反對
派當選，有助「頂住」梁振英及北京的干預，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自治自主。親北京陣營則集
中攻擊民主派支持「佔中」及「拉布」，破壞香港經濟和令許多政府計劃無法進行，影響民生，
呼籲選民投票給他們以「踢走」民主派。

港獨議題可以說是第二重要的選舉議題。親北京陣營通常嚴詞攻擊各「本土派」或「獨派」有關
香港獨立的立場，質問各反對派政團是否支持港獨。但由於不少本土派在選舉論壇對港獨問題都
採較曖昧的態度，例如「青年新政」聲稱要建立「香港民族」，但在選舉論壇中從沒有直認支持
香港獨立；「熱普城」聯盟更以看似違反港獨原則的「永續基本法」作為主要政綱，聲稱聯合聲
明和基本法保証的「五十年不變」都會在2047年終結，因此要修改基本法以令香港的自治可以延
續，並沒有像選舉期前般直言要「建國」。

各泛民主派政黨的取態有所不同。民主黨比較明確的表明不支持港獨。民協和公民黨都在政綱中
新加入「自決」的內容，但不少民主派政黨在面對「是否支持港獨」的質問時比較曖昧，不明言
贊成或反對，但會堅持香港人應有討論港獨問題的自由，以及「一國兩制」受破壞是造成港獨思
潮的原因。由於不多候選人直接支持港獨[5]
，選舉期間的論壇雖然經常提及港獨議題，但正式辯論並不多。

 

選舉結果分析

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以破紀錄的58%投票率完成，達220萬人投票，比2012年多逾30多萬票，相信
是受了雨傘運動及近年香港政治變化的影響，令更多人希望透過投票表達意向及帶來改變。總體
結果是反對派的議席有輕微增長，由27席增至30席，直選部份由18席增至19席。下表簡單總結了
各不同板塊的得票情況。

 

表一  2016年立法會選舉各板塊得票比較

板塊 政團及主要候選人 總得票 得票比例 直選所得議席
傳統親北京 民建聯+ 工聯會 531471 24.5% 10
溫和保守 新民黨+ 自由黨+ 經民聯等 322018 14.9% 6
泛民政黨 民主黨/公民黨/民協/工黨/新民主同盟/街工/社民連/

人民力量
751464 34.7% 13

本土+ 獨派 熱普城聯盟、青年新政、陳澤滔 235903 10.9% 3
民主自決派 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 173122 8.0% 3
中間派 民主思路、新思維、王維基及方國珊 99440 4.6% 0
總數   97.6%  

註：由於六個板塊沒有包括所有候選名單(例如部份獨立人士)，所以並沒有包括所有100% 的選票

 

以傳統的兩大板塊分析，被稱為「建制派」的親北京陣營得票率穩守40%，和上屆差不多完全一
樣，總票數增加超過13萬票，反映其有力鞏固票源，並隨投票人數上升按比例增長。廣義的反對

 2 / 5

Phoca PDF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610/%E6%96%87%E7%AB%A0/09_%E9%A6%AC%E5%B6%BD_%E6%9C%AC%E5%9C%9F%E5%8A%9B%E9%87%8F%E5%88%9D%E8%80%83%E9%A9%97.docx#_ftn5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6-10-17, 週一 11:19
點擊數：4321

派(包括泛民主派、本土派、民主自決派及少量獨立人士)的總得票率為55%，差不多已是97年後
低位，反映激進化的確令反對派流失了少量票源，按各票站得票數字分析，應主要是中上階層的
支持流失，走較中產專業形象的保守派如新民黨及其他保守獨立候選人，是主要得益者。

「本土派」得票大約11%，有三人當選，大致拿回比例代表制下應得之議席，但並不算是好的戰
績。兩名主要政治和思想領袖黃毓民和陳雲根都落選，本土派的當選者除了鄭松泰外得票均偏低
，而且在選舉期間辯論表現普遍不佳，到選舉後期不同派系更互相攻訐(互相攻擊延續至選舉後)
。相較梁天琦在二月的補選的氣勢，「本土派」在今次選舉後氣勢明顯大減。

「民主自決派」應該是這次選舉的最大贏家：三名候選人均高票當選(各是其選區中最高票的民主
派)。朱凱迪在選舉後期揭露的橫洲建屋醜聞，以及其中牽涉的「官商鄉黑」勾結現象，主導了選
舉後整個月的政治議程。他們的高票當選，反映了部份選民在雨傘運動後希望有新的年輕抗爭力
量。他們不少可能對傳統泛民不滿或失望，但又可能不大支持港獨或更暴烈的抗爭手法。民主自
決派的共通點，是提倡以由下而上的社區或社會運動，推動港人在社會經濟各層面的參與以達成
自主和民主，以至帶來意識覺醒和命運自決的精神，而不著重建立主權國家的「獨立」訴求。這
種繼承雨傘運動精神的抗爭和充權意識，在2016年選舉中獲得較多的選民認同。

傳統泛民黨派中的兩大黨民主黨和公民黨，雖然得票率下降，可算是保住基本支持和席次，民主
黨更有一席的額外進帳。在政治和本土議題主導下，階級和民生問題被忽略，令不少長年從事基
層工作和地區工作的民主派的戰績都不理想甚至落選：像民協(1席變0)、新民主同盟(1席變0)、工
黨(4席變1)等，是這次選舉的主要輸家。資深民主派議員如李卓人、何秀蘭、馮檢基和黃毓民等
均落選，廿多歲新人如羅冠聰及游蕙楨等當選，反映不少選民渴求新面孔以至素人可以帶來新的
抗爭力量。兩大陣營中不少資深政黨議員均主動交棒(例如何俊仁、劉慧卿、譚耀宗、曾鈺成等)
，不再參選，令今屆選舉明顯出現世代交替，選後的70名議員中有26名是首次當上議員。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功能界別方面，一向由商界主導的以公司或法團為投票單位的界別中，民主派
都難以染指，這情況今屆沒有改變，但在9個由專業人士以一人一票投票選出的界別中，民主派
贏了8席[6]
，反映雖然北京在經濟層面可以對各專業界別有極大影響力，但很多專業人士(尤其是年青一輩)
，仍然支持民主以及會藉機透過選票抵抗由上而下的操控。

 

政治前景

短期內，香港的政治注意力都會集中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北京如果支持梁振英連任，代表其不
顧香港各界(包括工商界及親北京陣營內部)的大力反對，無視近年的社會撕裂以及對核心價值和
制度的破壞，將會在未來數年進一步加強對港的控制以至「赤化」，必然會引起更激烈和全面的
抗爭，以至港人進一步的離心。如果北京決定以較溫和者出任下任特首(例如曾俊華)，改善和社
會各界關係，以至暫時採取懷柔政策，局面和社會氣氛可能暫時緩和，但「一國兩制」的基本矛
盾卻不會因此解決。

香港近年本土思潮以至港獨思想的興起，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加強各層面的控制和干預，雨傘運
動佔領79日而北京一步不讓，令港人認為在中國主權下根本沒可能獲得民主，而隨著中國內地對
待異見愈見高壓，中港兩地的政治差距愈來愈大，令不少港人(尤其是年青人)難以認同中國政權
，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失效，港人必須自強抗爭以捍衛本土利益和核心價值，以至爭取建立更
大自主性的政治實體。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表明，暫時港人對支持獨立建國者仍有相當疑忌
。不少受雨傘運動和近年政治變化刺激出來投票的選民，把希望寄託在素人和有社會運動抗爭紀
錄的新抗爭者，可以為議會和社會抗爭注入動力，「頂住」北京干預和對香港既有制度和價值的
破壞，以至推動爭取民主和社會公義。這新一波更有活力和激進的抗爭將會對北京對港政策做成
相當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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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在於專制的中國政府難以容許香港特區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政體，以
及在中國主權框架下，倚賴中國政府自律不干預香港內政非常困難，在權力和經濟均倚賴中國的
情況下，香港在體制內難以有足夠的制約，只能靠公民社會持續的自強抗爭。如果沒有根本的政
治改革以及民主化，港人尤其年輕一輩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將會持續減弱，「本土」以至分離
意識很可能進一步上升。

 

[1]之前有2015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以及2016年2
月新界東選區的立法會補選，但這次是全面的立法議會改選。

[2]

指在議會中以重複發言、提大量修訂動議或質詢問題，以及其他方式拖延政府的法案和撥款通過
，作為抗爭手段。

[3]

為激進組織「熱血公民」、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苑」和陳雲的「城邦派」的選舉聯盟的統稱。

[4]基本法
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第12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第159條第4
款主要指基本法的所有修改，均不得與中共對香港的既定方針政策相抵觸。

[5]事實上綜觀整個選舉，只有獨立候選人陳澤滔非常明確的表示支持香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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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該8
個界別分別為教育界、會計界、衛生服務界、醫學界、法律界、社會福利界、資訊科技界和「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唯一民主派沒有贏的是工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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