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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名稱：《城市論壇 - 自決立場被拒選 裁定對錯怎計算》 

播出日期： 2018-01-28 

片長： 47 分鐘 

學習單元： 今日香港 

學習範圍： 法治與法制、社會政治參與、政府政策 

關鍵字： DQ、取消參選資格、基本法 104 條、參選權、被選舉權、立法

會、政治權利、言論自由、補選、香港眾志、憲法、民主自決 

 

簡介： 

早前報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香港眾志常委周庭，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

（Disqualified , DQ）。選舉主任指，香港眾志採用「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縱

使不提倡港獨，但提出「公投都應該包括獨立選項」和基本法相違背；而周庭申

報的政治聯繫是香港眾志，代表她認同民主自決，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故

提名無效。繼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後，再有人被 DQ；由主張港獨到自決，被 DQ

的準則在哪裡？單憑政治聯繫，不計個人言行，是否都可剝奪被選舉權？本集主

持蘇敬恆與 4 位嘉賓討論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的準則。 

 

內容重點： 

 了解嘉賓對周庭參加立法會補選被 DQ 的看法 

 討論選舉主任是否有權力去 DQ 周庭的立法會參選資格 

 討論參選人被 DQ 的準則何在 

 討論因政治主張被剝奪選舉權是否合理 

 討論香港眾志民主自決主張是否有違反憲法及基本法 

 討論周庭被 DQ 事件的影響 

 

持分者： 

持分者 人物 

被取消參與補選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人士 周庭(香港眾志常委)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立法會議員) 

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立法會議員)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 劉炳章(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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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標籤 (CuePoints)： 

 0209 周庭認為自己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補選是不合理，因為主張港人有權

去決定自己的生活模式和未來不應扭曲成違反基本法；認為不同意

基本法是沒問題的，因為林鄭月娥也不同意基本法 107 條所列財政

預算案的量入為出原則，質疑政府有雙重標準 

 0337 何君堯不由「民主自決」字面去決定 DQ 與否，要看香港眾志主張

的民主治權和主權。提及治權沒問題，但提及主權是違憲的，像西

班牙的加泰羅尼亞要求獨立一樣 

 0550 郭榮鏗指多元社會有言論自由及容納不同意見，質疑誰給選舉主任

權力對參選者進行徹底政治審查 

 0646 劉炳章指是次 DQ 爭拗來自對基本法的不同演繹；選舉主任是行使

《選舉條例》賦予的權力作裁決，不同意可透過法律程序或選舉呈

請去挑戰它。大前提是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及享有高度

自治的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所以宣揚自決或自主等不是高度自

治 

 0925 周庭指香港有言論自由，若與政府對基本法有不同意見便被 DQ 是

不合理、是思想審查和以言入罪；憲法是保障人的權利，不是用作

政治篩選與審查 

 1021 何君堯指言論自由有界線，如自稱是三合會會被控告；所以政府會

考慮香港眾志民主自決背後的思維(來判決 DQ) 

 1134 何君堯指基本法可以修改；郭榮鏗指何君堯提倡暴力就可以，年輕

人只提出民主自決便被封殺，這是問題所在；認為透過修改基本法

去推動自決是與基本法沒抵觸的 

 1230 何君堯指所有人都有參選權和被選權，但都有法律限制，例如法官

和公務員不能參選；不同意被褫奪參選資格可以上訴及司法覆核；

郭榮鏗批評何君堯對年輕人這樣說是不負責任 

 1330 劉炳章指選舉權、被選權和言論自由都有界限和底線；按照基本法

159 條，任何基本法修改均不得同中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相抵觸；憲法不只保障個人權利，亦要保障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和

利益 

 1456 郭榮鏗指沒明文列明選舉主任的權力；劉炳章指是按照《選舉管理

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賦予選舉主任權力作 DQ 裁決 

 1544 劉炳章指政府公布 DQ 周庭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但周庭指自己被

DQ 絕對是政治考慮。周庭認為基本法 104 條釋法內容有關議員的

權利，但劉炳章則指釋法內容是有關參選、被選和出任公職的三項

資格 



 

3 
 

 1731 何君堯認為 DQ 周庭必定有政治考慮，而香港眾志說的不支持港獨

是含糊不清；劉炳章指香港眾志的創黨宣言否定了中共政權和表明

不會擁護基本法 

 2034 何君堯認為選舉主任是香港特區行政機關裡代表政府的一員，取消

一個人參選立法會資格時，一定會有法律依據 

 2151 周庭批評何君堯作為律師而說不能處理的政治問題拿到法庭解決

是很不負責任；何君堯認為法庭可解決政治問題，現時很多政治問

題也到法庭尋求司法覆核；郭榮鏗也不同意何的說法 

 2323  郭榮鏗認為選舉主任作為公務員有權力去做政治篩選，取消某人的

參選資格，這是港人不能接受的選舉；何君堯指政府在 2016 年已

曾提出選舉呈請將不合格議員 DQ，在法律裡不能避免觸及政治 

 2527 劉炳章提出周庭申報屬於香港眾志的創黨成員及常委，其政治主張

包括了獨立自主，而獨立即與國家分離 

 2656 周庭問劉炳章有甚麼國家是國民因政治主張與憲法不同而被褫奪

政治權利；劉炳章指若有人主張一個地區要與國家分離，但又想參

選，這是不合邏輯 

 2852 台下同學及觀眾發言 

 3556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不明白為何劉炳章將周庭與自稱三合

會的人拉上關係；提出獨立自主等於香港獨立是上綱上線，是否提

出香港獨立司法制度等於推動港獨；質疑同樣是香港眾志與民主自

決等，為何羅冠聰 2016 年時可參選，周庭不可以 

 3646 台下團體代表、觀眾發言 

 4031 周庭回應台下意見，自己被 DQ 是政治篩選，除了自己被剝奪了被

選權，也是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香港眾志不主張港獨，而是民主

自決，未來要由每一個港人決定 

 4135 劉炳章回應台下觀眾及黃之鋒，指基本法是按國家憲法授權予香

港，但不包括沒自治權、自決權和公投權；若有人不認同被 DQ 決

定或選舉規例可以提出修改它 

 4302 郭榮鏗指出現時周庭是失去參選機會去代表香港人；劉炳章回應黃

之鋒指羅冠聰與周庭有別，她不符合基本法 104 條釋法的三項條

件，被 DQ 是自然不過 

 4443 何君堯認為 2016 年放過了(不 DQ)，現時(2018 年)可以撥亂反正；

任何人提出港獨便是違反基本法精神 

 4531 4 位嘉賓回應周庭被 DQ 事件如何影響香港民主發展和普選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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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根據節目內容，基於甚麼原因，周庭認為自己是被不合理地剝奪了參選權？ 

何君堯與劉炳章有何不同的意見？ 

2. 在憲法的保障範圍和保護言論自由上，周庭與劉炳章和何君堯分別有甚麼不

同看法？ 

3. 四位嘉賓對於現時選舉主任的權力是否適當地運用有甚麼不同看法？你認

為選舉主任應該基於甚麼準則去決定一個人是否可參選或被取消參選資

格？ 

4. 何君堯、劉炳章和周庭對於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主張有甚麼不同的詮釋？

這與他們認為香港眾志主張是否違反基本法有何關係？ 

5. 你是否同意一個人所屬政治組織的聯繫及其政黨的主張，是取消其參選立法

會資格的準則之一？解釋你的答案。 

6. 你認為周庭被 DQ 事件對於日後香港的選舉造成甚麼影響？解釋你的看法。 

 

延伸閱讀： 

1. 通識概念︰選舉主任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1530 

2. 通識概念︰選舉管理委員會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1261 

3. 通識概念︰選舉呈請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263 

4. 通識影片︰城市論壇 - 擁護《基本法》，要靠確認函？「港獨」不畫押，參

選權糟蹋？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cif15-0047 

5. 通識影片︰城市論壇 -港獨分子 參選止步？ 自決前途 另覓出路？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cif15-0048 

6. 通識專題︰立法會選舉 

http://www.liberalstudies.hk/topic.php?id=469 

 

影片連結：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cif17-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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