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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圆 
 

——记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 
 

本报记者  王尧  冯学知  陈然 
 
    新选制，新风尚。新起点，新征程。 
    2021年 12月 2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顺利完成。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

程序》以及香港特区有关法规，新一届香港特区立法会选出了 90 名议员，其中包括选举委员会
选举的议员 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20人。 
    继 9月份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成功后，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的立法会选举
又成功举行，落实“爱国者治港”又迈出坚实一步。 
    由乱及治：落实“爱国者治港” 
    连日来，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竞选街站、旗帜和横幅上，“爱国爱港”字
样频频出现。回顾香港近些年的发展历程，这一局面的取得殊为不易。 
    今年 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出，环顾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
区竞选公职的人都要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爱国之心，都是比谁更爱国。唯独在香港，竟

然有人把对自己祖国的反叛作为政治资本来炫耀，甚至以反对国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化自己

的民族为竞选口号，在宣誓就职时极尽丑陋的政治表演，真是咄咄怪事！ 
    在“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反中乱港分子通过各类选举进入特区治理架构，“修例风波”
期间的立法会乱象至今令很多人心有余悸。 
    此次成功连任的立法会当选议员梁美芬回忆道，“修例风波”期间，部分议员滥用程序和权
力，重复发问、不停点算人数、滥用中止待续动议等，肆意“拉布”、瘫痪立法会。“这些乱象严

重破坏立法会的正常运作，导致多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立法及拨款审议被‘拖死’，民怨极大。”

梁美芬说。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社会恢复平静，反中乱港分子也离开立法会。在香港特区第六届立
法会延任的一年中，告别“拉布”、排除干扰的立法会向香港社会展现了前所未见的效率。 
    “自反中乱港分子离开立法会后，立法会运作重回正轨，审议质量和效率大大提升。”在第
六届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赞许道，立法会本立法年度与政府

理性互动、高效交流，通过了 46 项政府法案，包括一些重要、复杂的法案，而前四个立法年度
平均通过仅约 20项法案，审议每一个拨款项目平均所需时数比前四个立法年度下降约七成。 
    第六届立法会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说明，只有确保有管治才能的坚定爱国者治港，香港才有
可能大有可为。为了堵上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中央果断出手修改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

爱港力量手中。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表示，获通过审查的 153名候选人来自
不同背景，政治光谱广泛，但他们的过去公开记录中都没有明显参与破坏香港及国家行为。她说，

相信任何一位候选人当选，都能够一心一意为香港、为国家服务。 
    “依法明确候选人须为爱国者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也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特区
政府有信心完善选举制度后组成的第七届特区立法会将可切实提升特区管治效能，为良政善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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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新篇章。”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选贤任能：为香港为未来为自己 
    在本届立法会选举中，有超过 130万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在新增的选举委员会界别，投票
率高达 98.14%。香港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民主实践，以手中选票凝聚建设香港之力，涌动的民意犹
如冬日暖阳，照耀着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的崭新未来。 
    19日上午，新界多区出现寒冷的阵风，但降温无阻市民们的投票热情。沙田秦石社区会堂投
票站外，排在首位的谢婆婆早在票站开门前已与丈夫一同到此等候。她直言投票是因为看到参选

人的努力，“他（参选人）在政纲中的承诺，显示出真心服务地区和香港社会的决心，这样的‘治

港者’我愿意支持！” 
    午后，黄大仙社区中心投票站外排队的街坊络绎不绝。由于黄大仙区人员密集，在该投票站
前方数百米处的黄大仙官立小学亦设有另一投票站，所有工作人员都会耐心、细心地向街坊解释

并核对身份，确保选民在正确的投票站投票。 
    为改进投票方式，此次选举引入多项新措施，包括使用电子派票及设立“关爱队”等。大多
数投票站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选民无须按身份证首字母顺序排队；长者、残疾

人士及孕妇等亦可通过“关爱队”优先获取选票，该措施在多个投票站大受好评。 
    为便利居住在内地的合资格选民投票，应疫情防控需要，特区政府首次在港深陆路边境口岸
设置投票站予内地港人投票。长期驻上海工作的香港青年蔡子颖当天傍晚乘坐大巴来到莲塘/香园
围口岸，与几位友人一起赶赴口岸投票。她表示，此次投票虽然奔波辗转，但自己有义务履行公

民责任，“每一票都很重要，因为每一票都关系着香港的未来。” 
    投票当日，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铃一早出门，12个小时后才返
家。在湾仔会展中心投票站完成投票后，她随即深入港岛、九龙等多区为不同候选人加油助威，

并同联会义工一起持续观察选举情况，鼓励市民积极参与，投下手中的神圣一票。“此次选举将

真正选出治港贤能，为香港谋发展，为市民谋福祉。”金铃动情地说，此前一个月，自己一直连

同各方组织宣传活动，“今天是交成绩单的日子，看到过百万港人把握机遇出来投票，我特别高

兴、特别光荣。” 
    20日上午 10时许，设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中央点票站气氛庄重、热烈，经过约 12个小时点算，
由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 40 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 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20 人全部得
到确认，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 
    “今次当选的议员，个个都有分量、专业、用心，相信他们将为第七届立法会带来新的气象。”
立法会当选议员梁君彦表示，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为香港打拼，为香港的经济、民生多做一些事。 
    “作为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立法会议员当选人，觉得很荣幸，更觉得任重道远。”立法会选
举委员会界别当选议员、香港岭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部副总监周文港表示，参选以来，他参加了

近 90场推介会，深切感受到香港需要不同领域的深层次变革，有很多事情要做。 
    “五光十色”：反映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在爱国爱港旗帜下，本届立法会选举出现众多来自不同政治团体、代表不同政治光谱的候选
人。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最大限度拉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画出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

心圆。 
    “选举论坛一个接一个，宣传街站遍布全港，候选人四处拜会选民，90个议席没有一个可以
轻松当选”。香港文化协进智库高级副总裁、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韩成科认为，新选制下的首场

立法会选举，竞争之激烈近年少见，“不论是政坛老将还是初生之犊，不论是有政党背景还是独

立参选，未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知道谁能当选。” 
    “香港过往的政治环境恶劣，不少爱国者担心被反中乱港势力狙击，因而不愿参与政治。新
选制下，立法会议席增加、选举气氛大有改善，会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爱国者精英投身政治。”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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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法会功能界别选举中，年届七十的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秘书长龙汉标赢得地产及建造界议
席，这是该议席 17年来首次出现竞争，也是龙汉标首度参选。 
    “以前那种‘对人不对事’的立法会，我真是无兴趣加入。”龙汉标说，以前香港发展裹足
不前，就是因为太多内耗，国家为香港提供好多机会，他加入议会后将作为业界、香港及国家的

桥梁，实现互利共赢。 
    盘点此次 153名参选人，其中有约一半系首次参加公职选举，他们中既有商界、学界、专业
界的精英翘楚，又有来自社会基层的劳工、职员、中小企业经营者代表。特别是角逐选举委员会

界别议席的巴士司机蔡永强，令不少人眼前一亮。 
    2004年从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信息学系毕业的蔡永强，因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兜兜转转做过多个行业，直到 10年前开始做巴士司机。 
    蔡永强说，香港有不少学生毕业后都难以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归根结底是香港产业单一，
无法为各个专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表示，自己参选立法会，就是希望传递基层声音，成

为商界、专业界别与基层之间的沟通桥梁。 
    尽管获得过半数选委支持，毫无从政经历的蔡永强仍在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选举中遗憾落
选。“很开心能参与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参加的意义也不是单单看票数和结果。”

蔡永强说，很欣慰能通过选举让自己的理念获得更多人认同。 
    在新选制下，有意参选立法会除了要在本界别或本地区获得足够数量的提名，还需在选举委
员会 5个界别分组各获得 2至 4名选委的提名。分析人士指出，这就要求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参政、
议政理念必须兼顾不同界别的利益和诉求，必须具有团结不同界别和利益群体的能力和素质，从

而确保其在履职过程中能够较好地将界别、团体或地区利益与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广大居民根本

利益结合起来。 
    理性文明：塑造民主新风尚 
    在立法会投票前的一周，香港《文汇报》连续推出的“众议热点”栏目引来众多关注。该栏
目在全港 10 个地区直选选区收集选民心声及意见，整理出选民关注较多的话题，邀请当区参选
人就每个议题分别录制 30 秒视频进行回应，最终以《文汇报》整版图文报道和“点新闻”APP
视频节目呈现。 
    《文汇报》港闻部助理主任欧阳文倩表示，对于街坊的提问，参选人都会在忙碌的选举日程
中抽出时间回应，有参选人为了拍这仅 30秒的影片，还会亲自到街坊所述的“问题现场”察看。
她认为，新的选举制度，让大家看到了在香港团结不同想法的人求同存异、理性论政的希望。 
    “参选人比政纲、拼实力、勇担当，不以‘颜色’划分，完全靠实力争取选民支持。”选举
委员会委员、华泰金控首席执行官王磊表示，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换届选举，生动

体现出香港民主发展的新实践，也显示出香港市民渴望摆脱政治纷争，集中力量改善民生，切实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强烈愿望。 
    “这次选举比以往都更具历史和政治意义，是香港重新出发的起点。”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兼任讲师林朝晖在统计了 153名立法会参选人的宣传品后发现，“变
革”“创新”和“内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语。“由此看来，改变及创新已经成为这届议会

的基本共识，内地相关议题也是参选人共同政策焦点。”林朝晖说。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专栏作家黄芷渊认为，新选制实施后，香港立法会过去常见的“口水
政治”、“拉布”“揽炒”式的议会文化已成过去。“香港正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民主选举

制度，不仅从制度上维护国家安全、政权稳定，也有利于重构香港行政主导的基础，促进行政立

法关系。”黄芷渊说。 
    今年 10 月，林郑月娥在发表 2021 年施政报告时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也成为本
次立法会选举的热点议题之一。 
    “特区政府会按照‘十四五’规划给香港的定位去设计未来 10年、20年的发展。”林郑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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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香港政治环境恶劣，政府无法看得太长远，完善选举制度后，未来的

立法会将比较理性、平衡，且有广泛代表性，有助于政府着眼长远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