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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的⽴法會選舉：中國式⺠主樣板戲，在⾹
港如何展演
北京從後運動的絕對強勢地位，⾛到⼀個難看且⾃相⽭盾的局⾯。
思城 2021-12-20

⾹港新⼀屆⽴法會選舉，在12⽉19⽇進⾏投票，亦是北京當局在港推⾏以「愛國者治港」為主調的新選舉制度的⾸
次運作。從10⽉接受報名開始，本次選舉的社會關注度就偏低，早期輿論關注的主要有三部份：第⼀，⺠主派內政
黨，尤其是⺠主派⼤黨⺠主黨，會否出選及通過新選制的資格審查；第⼆，是次選舉投票率⾼低及其所顯⽰政治訊
息；第三，選舉結果對明年三⽉底特⾸選舉有何影響？
⺠主黨隨後表⽰不阻⽌黨員⾃主參選，但最終也無黨員獨⽴出選。《⼈⺠⽇報》藉此砲轟⺠主黨主席「極其獨裁、
不積極參與選舉」，⾔語中有要藉此「清理⾨戶」重新洗牌之意。北京對⺠主黨的要求是逼⼈扮演忠誠、不演就⼑
剮三千，不在話下。隨後選舉投票率和結果所反映的問題則更為⾹港市⺠所關注。
北京也放出「五光⼗⾊論」，聲稱只要是愛國者，任何光譜都歡迎。在選舉論述的包裝之外，現實中同步進⾏的是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11217/s00001/1639677665016/%E4%BA%BA%E6%B0%91%E6%97%A5%E5%A0%B1%E8%BD%9F%E7%BE%85%E5%81%A5%E7%86%99%E3%80%8C%E7%8D%A8%E8%A3%81%E3%80%8D-%E4%BF%83%E6%B0%91%E4%B8%BB%E9%BB%A8%E6%B8%85%E7%90%86%E9%96%80%E6%88%B6


對在囚反對派們的「永不保釋」，⽽任何「呼籲和煽動不投票、投⽩票」的⼈，也被港府積極檢控。

在此，投票率能否達到30%，成為⼀⼤看點，因為根據以往的數字，⾹港有⾄少四成的建制派選⺠，若建制派動員
做得好，這次「中國式⺠主選舉」理應得到⼤眾的熱烈擁簇。為此，⾹港政府⾸次積極下場催票、祭出投票⽇巴⼠
免費政策、甚⾄有11個票站「因故延遲關閉時間」；北京也放出「五光⼗⾊論」，聲稱只要是愛國者，任何光譜都
歡迎。在選舉論述的包裝之外，現實中同步進⾏的是對在囚反對派們的「永不保釋」，⽽任何「呼籲和煽動不投
票、投⽩票」的⼈，也被港府積極檢控。

⾹港市⺠在投票⽇多多利⽤了政策優惠，出遊郊野、遊樂園，也積極參與投票如為流⾏樂打榜等。截⽌當晚九點
半，⽴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仍在29.28%關⼝，終結版數據則遲遲未有釋出，⾄凌晨才更新⾄30.2%。

新選制⾸次登場即⾯臨低投票率，「五光⼗⾊」論無⼈響應……這使得北京從後運動的絕對強勢地位，⾛到⼀個難
看且⾃相⽭盾的局⾯。

2021年12⽉16⽇，近26個社團合辦「全港省級同鄉社團⽀持⽴法會選舉花⾞」⼤巡遊，⾞隊約涉100部⾞，巡遊港九新界呼籲市⺠投
票。攝：林振東/端傳媒

投票率低迷的早期管理
是次「完善選舉制度」的制度設計，全⾯改造反對派參選的⾨檻。候選⼈「⼊閘」，需經新設⽴的特⾸名下的資格
審查委員會審查；「出閘」，需爭取絕⼤部分成員為建制派的選舉委員會提名；當選後，政府亦隨時可以取消議員
資格並追討薪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218-hongkong-legislative-council-general-election-disconnected/


⾃⼗⼀⽉開始，多個建制中⼈就在降低投票預期：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前⾹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席顧問劉
兆佳表⽰，新選舉制度以維護國家安全、扭轉政治局⾯為⾸要⽬標，將投票率估計⾄低於3成。
按以往⽴法會選舉各陣營得票率統計，不論投票率⾼低，⺠主派全體得票率⻑期保持於55%-60%，⽽建制派則為
40%-45%。因此劉的說法等於間接承認，新選制的投票率或低於2000年⽴法會選舉43.6%，成為回歸後歷次⽴法會
選舉最低。事實也是如此，更不要說和如今正被政治清算中的201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超過70%的距離。這與建
制派在今年4⽉時宣稱新選舉制度「廣受⺠意⽀持」的情況存在巨⼤落差。
可⾒的選舉⼯程⽐之往年有如氣若游絲，市⾯上的選舉氛圍⽐較平淡。北京想要的忠誠反對派無法⽣造，要求建制
派以選舉⼯程提⾼投票率也屬強⼈所難。

從選前的選舉⼯程⻆度看，由於新選制下從地區產⽣的直選議席由35席⼤幅減少⾄20席，加上建制派在2019年區議
會選舉⼤敗後地區樁腳⼤幅減少，因此原本的動員能⼒與選舉資源就已⼤⼤降低。加上缺乏議題及資源提⾼選舉氣
氛，可⾒的選舉⼯程⽐之往年有如氣若游絲，市⾯上的選舉氛圍⽐較平淡。
於是，建制派做選舉⼯程，就只能主守候選⼈票倉，於地區著⼒，確保充分動員基本盤。⽽若如北京設想要有⾼投
票率，就意味著⺠主派選⺠也要將出動投票，但他們勢必投票給中間派等⾮建制派候選⼈，會更減低建制派在新選
制下兩席全取的機會，與建制派候選⼈以低調、保本為主的選舉策略存在利益⽭盾。
因此從形勢上，北京想要的忠誠反對派無法⽣造，要求建制派以選舉⼯程提⾼投票率也屬強⼈所難。

2021年12⽉19⽇，⾹港⽴法會換屆選舉，特⾸林鄭⽉娥早上到所屬選區票站投票。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415921/%E6%97%A5%E5%A0%B1-%E6%B8%AF%E8%81%9E-%E5%8A%89%E5%85%86%E4%BD%B3%E6%96%99%E7%AB%8B%E6%9C%83%E9%81%B8%E8%88%89%E6%8A%95%E7%A5%A8%E7%8E%87%E4%B8%89%E6%88%90
https://www.socialindicators.org.hk/chi/indicators/political_participation/2.2


港府親⾃上陣催選
所以，由11⽉開始，建制陣營中⼈已不停試圖從輿論介⼊選舉形勢。⼀⽅⾯由港澳辦主任夏寶⿓等⼈發⽂呼籲⺠主
黨參選，其後⼜呼籲⺠主黨向成功⼊閘的⾮建制派助選，並指不參選⾏為屬於杯葛甚⾄軟對抗⼿段，亦對呼籲不投
票與投⽩票⼈⼠及外媒作出司法跟進。另⼀⾯則進⾏輿論⼯作，最明顯的是夏寶⿓於12⽉6⽇呼籲選⺠投票，聲⾔
「⼤家投下的不僅僅是個⼈的選票，更是對『⼀國兩制』的堅定信⼼」；同⼀番講話更提到是次選舉不單不搞「清
⼀⾊」，更是「五光⼗⾊」，明顯有意減低陣營對⽴感覺。
⼀直扮演中間⼈⻆⾊的⼤陸學者⽥⾶⿓，提出「混合計算投票率的新⽅法」，聲稱如果投票率低迷，是新選制宣傳
和反對派攬炒的雙⽅責任；特⾸林鄭⽉娥也在12⽉3⽇接受官媒《環球時報》訪問時未及跟上北京隊型，稱投票率受
很多因素影響，⾼低不代表甚麼，更揚⾔「有⼀種說法是政府⼯作做得好、公信⼒⾼時，投票率反⽽會降低。」引
來⺠主派選⺠⼀陣網絡惡攪，取笑她在反動員。
建制陣營內部與政府為推⾼投票率的連番舉措，展現了⼀個從對投票率⾼低態度不置可否、到選前⼀星期相當積極
的路線變化，亦令⺠主派選⺠感覺到北京當局似對投票率相當在意。

兩邊開花的局⾯難有預期，林鄭政府隨後親⾃催票。幾⽇內不單由廉政公署等執法機關對公開呼籲杯葛選舉的⾏為
進⾏執法，更宣佈在投票⽇安排全港免費搭⾞，包括港鐵、專營巴⼠及電⾞，以配合市⺠當⽇投票。⽽在⼀般宣傳
⼯作外，政府特別印製⼀本43⾴⼩冊⼦，以出⼊屋郵遞⽅式寄予全港300萬名市⺠，前⾔也是由林鄭⽉娥撰寫。另
外，⼀眾問責局⻑亦罕有地直接致函相關界別選⺠，並親⾝上陣參與選舉宣傳⼯作。
不過，建制陣營內部與政府為推⾼投票率的連番舉措，展現了⼀個從對投票率⾼低態度不置可否、到選前⼀星期相
當積極的路線變化，亦令⺠主派選⺠感覺到北京當局似對投票率相當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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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19⽇，社⺠連將到⾼主教書院外向到場投票的林鄭抗議打壓公⺠社會，運⽤⾃由意志，投下良⼼⼀票。 攝：林振東/端傳媒

對反對派：新選制欲轉換⾹港政治議程與⽣態
今次推⾏新選制，有⼀個特點就是北京並未有沿⽤確認書及資格審查，來對⺠主派陣營作出全⾯封殺，反⽽是嘗試
提出⼀個以配合政府⾏政主導、與港獨⾃決割蓆、⽀持⼀國兩制同時主張和平理性⾮暴⼒議政路線，來「優化」成
為忠誠反對派的條件。即北京陣營在媒體上游說⺠主派參選時所稱，讓⺠主派中⼈延續政治⽣命的「活路」。
不過，這類忠誠反對派本⾮新事物，若要與不同時期泛⺠主派作出類⽐，最近似的應是回歸前後以溝通路線（「⼜
傾⼜砌」派）為主流所組成的⺠主派。這些主張溝通路線的⺠主派領袖，⽇後陸續成為黨內⽭盾主⻆，⽽且選舉成
績未⾒突出，繼⽽被⺠主派政黨淘汰出領導層或主動退出⺠主派，只是後來他們⼤多替⾃⼰換上中間路線或溫和⺠
主派的稱號。
當中代表⼈物有前⺠主黨副主席張炳良及狄志遠，前公⺠黨創黨成員湯家驊及前⺠協主席馮檢基等⼈，過往⺠望很
低，卻仍受北京所⽤，亦可⾒北京認為可取的不是其⺠意基礎⽽是其路線。
北京並未有沿⽤確認書及資格審查，來對⺠主派陣營作出全⾯封殺，反⽽是嘗試提出⼀個以配合政府⾏政主導、與
港獨⾃決割蓆、⽀持⼀國兩制同時主張和平理性⾮暴⼒議政路線，來「優化」成為忠誠反對派的條件。

張炳良在⼗⼀⽉撰⽂論及反對派在新選制參政空間時，內容罕有提及北京所屬意的⺠主派路線的具體內容，並指
明激進派主導⺠主派及後來的佔中運動，是⺠主派與北京互信破裂主因；北京固然不接受港獨⾃決，但事實上連連
主張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不會接受。北京的主要⽬的，是透過改變參選機會來規訓⺠主派參政者的政治路線與政治
議程。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10823/s00022/1629633707944/%E6%B0%91%E4%B8%BB%E9%BB%A8%E7%9A%84%E6%AD%BB%E7%97%87%E8%88%87%E6%B4%BB%E8%B7%AF%EF%BC%88%E6%96%87-%E7%9B%A7%E6%96%87%E7%AB%AF%EF%BC%89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11109/s00022/1636017953312/%E3%80%8C%E5%BE%8C2020%E9%A6%99%E6%B8%AF%E3%80%8D%E7%B3%BB%E5%88%97-%E5%BC%B5%E7%82%B3%E8%89%AF-%E5%8F%8D%E5%B0%8D%E6%B4%BE%E6%94%BF%E6%B2%BB%E5%B7%B2%E5%9B%9E%E4%B8%8D%E4%BA%86%E9%81%8E%E5%8E%BB-%E9%80%80%E6%BD%AE%E4%B8%8B%E5%91%8A%E5%88%A5%E6%88%96%E8%BD%89%E5%9E%8B


這種操作結果會有兩種可能：⼀，⺠主運動⽇後即使再次起動，亦會因⽽⾃我約束，重回溝通路線，及以《基本
法》與「831決定」作為談判基礎，將⺠主運動不確定性⼤⼤減低，成為北京樂⾒的「乖乖牌」⺠主運動；⼆，⾹港
⼈認為⺠主發展進程無望，不再認同⺠主派領導⻆⾊，以⾄不再以選舉為參與⺠主運動的⽅式，加深對選舉的冷淡
情緒。
⾄於⺠主派內部，參選機會始終與個⼈利益尤關，因此在提名期開始前，「⺠協」已主動修訂黨章為黨員參選鋪
路，其後亦批准會員以個⼈⾝分⽀持已退黨成員馮檢基參選；⽽另⼀⽅⾯，在⺠主黨黨內主張參選的成員李華明、
副主席梁翊婷及中委蘇逸恒，分別因擅⾃向參選⼈站台及簽署⽀持同意書⽽⾯臨黨內紀律聆訊，蘇亦辭去所有黨
務。
參選機會到底會否加深⺠主派各黨分裂壓⼒，尚待觀察，不過忠誠反對派當選會促成⺠主派內部分裂，幾乎也成必
然。

2021年12⽉19⽇，⾹港⽴法會換屆選舉，九⿓中選區⼀個投票站⾨外。攝：David Chan/端傳媒

對建制派：新選制亦存在改造意圖
⽥⾶⿓在解釋新選制改⾰⽬標時，就指明要針對建制陣容內的兩⾯愛國者。他認為存在⼀種建制派，「同時拿國家
和西⽅利益，卻不願在政治⾾爭關鍵時刻挺⾝⽽出」，在政治路線上不符愛國者原則，亦未有積極履⾏管治責任、
回應⺠⽣問題，加劇⾹港社會運動⾛向更激烈⽅向。
⽥⾶⿓雖未有指明是誰，不過相當容易令⼈聯想到建制派的兩種勢⼒，他們都既無地區⼯作基礎，⺠⽣議題議政表
現亦未⾒突出，卻熱衷於政治議題——第⼀種是處於中間路線保守陣營的曾俊華、⽥北俊，及部份曾公開反對逃犯條

https://eastweek.my-magazine.me/main/102847


例修訂的建制派，例如⽥北⾠及前地產界功能界別議員⽯禮謙等⼈。
這批中間路線保守陣營雖未被北京直接淘汰，不過其參選機會有明顯下降，尤其是⽥北俊近年先後積極介⼊特⾸選
舉及⽴法會選舉，組織中間路線⼈⾺以「希望聯盟」連線參選；在⺠主派以35+組合出選時，「希望聯盟」亦謀求扮
演關鍵少數⻆⾊，情況絕⾮北京所樂⾒。
這個改動或暗⽰了，北京試圖將⾹港政治議程由以往的圍繞政制發展，轉移到以國家安全及⺠⽣⼯作、以解決深層
次⽭盾為⽬標，令建制派內部有空間調整其組成上去。

另⼀邊，是近年新興在網上輿論甚為活躍、主張與⺠主派直接交鋒的激進建制派，其領軍⼈物何君堯是次放棄參與
可跟⾮建制派交戰的地區選舉，退⽽轉戰選委界別，曾派員參與2016年⽴選的⾹港政研會更成為這次唯⼀⼀個未能
取得⾜夠選委提名的政團。
這個改動或暗⽰了，北京試圖將⾹港政治議程由以往的圍繞政制發展，轉移到以國家安全及⺠⽣⼯作、以解決深層
次⽭盾為⽬標，令建制派內部有空間調整其組成上去。因此在政綱上注重地區與⺠⽣⼯作、⼒主改善⾏政⽴法關係
者，成為新選制下的主⼒參與者。
⽽這些重⼤政制改動，意味著⾹港近年最核⼼的政治爭議，如政制發展與《基本法》，不再能夠成為⾸要政治議
程；⽽被替換上的「新界北都會計劃」等⺠⽣議程，吸引⼒則相差甚遠。
但無論如何，新選制對⾹港政治環境下了相當重招進⾏「去政治化」⼯作——既無需公⺠提名，⼜缺乏⺠主派領袖參
與，亦無就政制發展有具體⽅案，加上新選制在地區選舉實⾏雙議席單票制，與以往⿎勵競爭的⽐例代表制相差甚
遠，令⼩政黨難以參與，即便是建制派內部，也以倚靠⼤黨及名⼈更佔優勢。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9%A6%99%E6%B8%AF%E6%94%BF%E7%A0%94%E6%9C%83


2021年12⽉19⽇，⽴法會換屆選舉，港島東選區，⼩西灣漢華中學票站於晚上10:30分關⾨。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以港漂為主體的「⾹港新⽅向」：小黨的「協商」⻆⾊
選舉還有另⼀重點，是港漂逐漸⾛上⾹港政壇。具公職經驗的研究主管洪雯以獨⽴候選⼈⾝份參選選委會，亦有以
四⼗歲以下新⾹港⼈為基礎組建的新政團「⾹港新⽅向」的出現。新⽅向派出⼯程師張欣宇參與新界北地區選舉，
得到政界重量級⼈⼠、港交所前⾏政總裁李⼩加、港鐵⾏政總裁⾦澤培、⻑實執⾏董事趙國雄等的提名，與傳統建
制派⺠建聯及鄉事派候選⼈硬碰⽽備受矚⽬。
從選舉⼯程⻆度看，雖然張形象上與近年新興中間路線及政治素⼈較為相近，極⼒與建制陣營劃清界線，已體現出
新⼒量的切割；只是張傾向針對深層次⽭盾政綱，予⼈緊跟「愛國者原則」的保守印象，始終未能成功與建制陣營
界分。
「⾹港新⽅向」影響政策的可能性是，從「協商⺠主」的格局中影響政府決策；⽽若「新⽅向」未能擴充議席與提
⾼⺠意認受，被⼤黨淘汰或吞併只是時間問題。

⽽即便「⾹港新⽅向」的候選⼈能成功當選，預期他們能在⽴法會內的發揮空間仍相當有限。若他們要從議會層⾯
主推動議題討論，需要透過議會外媒體報導及各關注議題團體借⼒，但「新⽅向」明顯未有充⾜準備，甚⾄較⼀般
智庫組織⽽⾔也無更多優勢。另外，未來⽴法會內選委議席⽐地區議席⼈數更多，⼩黨與⺠建聯、⼯聯會等建制⼤
黨相較之下實⼒差距太⼤，難有影響⼒，且情況短期內也不會改變。
就此觀之，「⾹港新⽅向」影響政策的可能性是，從「協商⺠主」的格局中影響政府決策；⽽若「新⽅向」未能擴
充議席與提⾼⺠意認受，被⼤黨淘汰或吞併只是時間問題。



2021年12⽉19⽇，港島東選區，康怡花園⾺路旁插著多⽀⽴法會候選⼈的旗幟，附近有警員駐守。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選委：國家隊與⾹港隊未來的拉鋸
這次選舉⽇同⽇亦是四⼗席選委⽴會議席的投票⽇，兩個選舉結果將決定1500個選委席位的最終分佈，對明年三⽉
底特⾸選舉形勢有⼀定啟⽰作⽤。
新增的國家隊選委，即整個第五界別，包括港區全國⼈⼤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有關全國性團體⾹港成員的代表，
再加上「內地港⼈團體的代表」，「同鄉社團」與「基層社團」，合共已有300 + 27 + 60 + 60 = 447席的選委席位，
保守估計由北京直接操控票數將近三分⼀。
全體建制派政黨與國家隊選委之間，能否具有⼀定的議價能⼒，將成為⽇後「國家隊」與「⾹港隊」拉鋸的重要指
標。⽽這種拉鋸的⾸次試煉場，就會是明年的特⾸選舉。

⼿執另⼀關鍵少數的建制派⼤黨⺠建聯與⼯聯會，兩黨⽬前固有的選委席數為150 + 76=226席，兩個選舉結果成績將
影響兩黨之後的布局。如此，在新政局下，全體建制派政黨與國家隊選委之間，能否具有⼀定的議價能⼒，將成為
⽇後「國家隊」與「⾹港隊」拉鋸的重要指標。

愛國者治港之後的「⺠主」模樣
北京時隔⼋年將再發對港《⽩⽪書》，政界⼈⼠談及可能觸及雙普選議題。

⽽這種拉鋸的⾸次試煉場，就會是明年的特⾸選舉；⽽新上任⽴法會，與只剩餘短暫任期林鄭政府，將如何磨合，
⼜將如何成為特⾸選舉前哨戰擂台，亦有少量觀察價值。如今尚未有明確⼈物出來「跑⾺」，端看中國式⺠主在⾹
港，對新領導⼈有怎樣的期待。最新消息指，北京時隔⼋年將再發對港《⽩⽪書》，政界⼈⼠談及可能觸及雙普選
議題——「全⾯實現愛國者治港之後，⾹港⺠主的道路會越⾛越順，雙普選⽬標會更早到來。」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714271/01%E7%8D%A8%E5%AE%B6-%E5%8C%97%E4%BA%AC%E6%99%82%E9%9A%94%E8%BF%918%E5%B9%B4%E5%86%8D%E7%99%BC-%E7%99%BD%E7%9A%AE%E6%9B%B8-%E6%96%99%E8%AB%87%E9%A6%99%E6%B8%AF%E6%94%BF%E5%88%B6%E7%99%BC%E5%B1%95?utm_source=01appshare&utm_medium=referral


2021年12⽉19⽇中午，沙⽥博康社區會堂投票站外有警察駐守，但投票市⺠不多。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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