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條立法

何為總體國家安全觀？Q

林定國：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必須從大局、整體、全面的角度理解和應
對這些多變、多樣化，而且常常互相關聯的安全風險。除了政治
安全外，還涵蓋多個重點領域，包括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數據
安全等。香港特區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國安法第7
條，以及《5．28決定》都有要求特區政府完善國家安全相關法
例，達到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總商會：支持盡快完成23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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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香港
總商會昨日早上舉行閉門論壇，律政司司
長林定國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向商
界講解23條立法諮詢最新進展。總商會主
席阮蘇少湄會後會見傳媒時表示，商界一
直認為香港現時是適當時候就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總商會支持政府盡快完成23條立
法，讓經濟在穩健環境下發展。

阮蘇少湄說，有13個外國商會及多個
跨國企業代表參與論壇，溝通具建設性，
並引述論壇上官員多次解釋，23條立法對
營商環境不會有負面影響，有助發揮經濟
動力。

阮蘇少湄又說，官員已解釋有關犯法

門檻非常高，她看不到任何正常運作的公
司會易墮法網；並透露會上曾討論公司在
法例下的合規義務，官員回應立法只是建
立法律屏障，只要公司沒有犯法意圖，就
無需做任何合規準備。

阮蘇少湄認為，官員的解釋令商界放
心，商界願意在各方面支持政府多解釋23
條立法詳情，回應市民、商界及外國的不
必要憂慮，亦能避免錯誤理解。總商會正
收集會員意見，稍後會將意見提交政府。

有出席論壇的外國商界代表形容，雙
方有很好的交流，官員有聽取意見並回應
關注，包括強調今次立法不會影響營商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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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正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行
公眾諮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昨日接受傳媒訪問，逐一回應立法細節問
題，強調23條立法完成後，將與
香港國安法共同構築起 「防護
網」 ，更好保障市民的人權自由

和香港的營商環境，為香港帶來持久安寧。
林定國表示，23條訂立後不會影響市民的言論、

集會自由。外國領事、外國商會大部分都同意為23條
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並不會影響做生意。

23條與國安法合力築起防護網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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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23條立法
不會影響市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基本法23條立法的必要性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
◆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5．28決定》及《香港國安法》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

•2019年港版 「顏色革命」 雖已平息，但仍危機重重，加上國際形勢千變萬化，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每日都存在，為
應對持續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必須把握時機盡快立法。

•是次立法基礎堅實，亦有實際需要。

立法的原則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最高原則。
•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基本權利和自由。
•按法治原則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市民權利和自由繼續有所保障
•是次本地立法目的是要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和活動，更好保障個人基本權利和自由（包
括人身安全），並確保香港特區內的財產和投資受到保障。

•《香港國安法》第四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同時亦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
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
利和自由。在建議條例下，這些原則同樣適用。

•《香港國安法》第五條明確規定，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堅持法治原則，該原則同樣適用於處
理建議條例下的罪行。

•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而並非市民大眾，目的是要保護廣大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自由和
權利。奉公守法的人不會誤墮法網。

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國際慣例
•每個國家都會按自身的需要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以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訂立建議條例
與國際做法一致。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相關的法律，美國最少有21部，英國最少有14部，澳洲最少有4部，加拿大最少有9部，新西蘭最
少有2部，亞洲國家如新加坡亦最少有6部；而眾多國家的國家安全法律都具有域外效力的條文。

資料來源：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

根據諮詢文件，在界定何謂 「國家秘密」 時，應充分參考國家相關法律中 「國家秘密」 的涵蓋範圍。考慮到
國家相關法律及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建議 「國家秘密」 涵蓋以下事項：

若屬以下其中一項的秘密，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便相當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該秘密即屬國家秘密：
（a）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事務的重大決策中的秘密；
（b）關乎國防建設或武裝力量的秘密；
（c）關乎國家外交或外事活動的秘密，或關乎香港特區對外事務的秘密，或國家或香港特區對外承擔保密義務的

秘密；
（d）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
（e）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科技發展或科學技術的秘密；
（f）關乎維護國家安全或香港特區安全或偵查罪行的活動的秘密；或
（g）關乎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的秘密。

【大公報訊】煽動叛亂是基本法
第23條要求立法禁止的行為之一。鄧
炳強指出，現行《刑事罪行條例》亦
涵蓋部分與23條 「煽動叛亂」 行為相
關的罪行。在香港國安法成立後，曾
引用煽動叛亂罪作出檢控，例如羊村
案。 「在法庭上裁決時提到，散播謠
言、錯誤信息或者虛假資料的文宣令
到人哋唔再相信甚至憎恨政府，導致
嚴重社會動盪和混亂，影響國家安
全、領土完整。由此可見，法庭講出
了這項法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因此
煽動意圖罪是必須（訂立）的。」

針對「港獨」等極端言論
「煽動意圖罪以及表達自由的權

利並不可以混為一談。」 鄧炳強續
說，在基本法、香港國安法，以及將
訂立的23條都保障言論自由，歡迎市
民向政府提出意見，但提出意見和煽
動意圖並不一樣，要看其目的是否意
圖、刻意挑動憎恨。他指出，23條是
針對少部分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大部分人在香港，無論是做生意還是
社會各界都是奉公守法，都希望有安
穩的環境工作和生活，所以社會各界
普遍都支持23條立法。

林定國補充說，煽動意圖罪是沿
用及完善舊有法律，根據以前案例，
煽動意圖都是極端的言論，例如鼓吹
煽動香港獨立、破壞香港憲制秩序。
這項條例針對的是極端的言論，目的
非常清晰就是想挑動市民的仇恨。

林定國提到，23條要防範煽動性
的言論及行為，根據基本法第一條及
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是一
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 「因此，如果有人煽動推翻現有
制度，不用說23條，香港國安法本身
都不允許這件事發生」 。但是如果只
是說政府做得不好，政府亦希望聽多
些市民的意見，香港才會變成更加好
的地方，政府一定會抱着從善如流的
態度去聆聽各方面的意見。

煽動叛亂罪
要視乎意圖

23條的域外適用性是什麼？Q

林定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無論該行為在境外或本地進行，都應
合理地予以防範、制止和懲治。23條會就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訂立
適當的域外效力。

林定國：任何人都有諮詢法律的權利，但這個權利並不是絕對的，參考英
國最新的國安法，某些情況可以阻止羈留人士見某位律師或延遲
羈留人士見任何律師，以至延長被捕未起訴人士的羈押期限。例
如有客觀證據證明羈留人士見律師是一個幌子，其實想通風報
信；或者是想讓律師銷毀某些證據妨礙調查工作，所以必須有客
觀的證據去限制這項權利。此外也會考慮制定一些把關機制，平
衡國家安全及被羈留人士的基本權利。

如何平衡國家安全及被羈留人士的基本權利？Q

如何界定煽動意圖罪？Q

鄧炳強：煽動意圖罪是沿用及完善舊有的法律，同時亦曾引用此法例作出
檢控，在法庭上裁決時提到，散播謠言、錯誤信息或者虛假資料
的文宣令到他人不再相信甚至憎恨政府，導致嚴重社會動盪和混
亂，影響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最主要是看法律原則以及法律條
文，以及參考已審判的案件的說法。

話你知

基本法23條立法其中一個關注焦
點，是竊取及洩露國家機密。其實現行
的《官方機密條例》，已經有一定條款
規管竊取或洩露機密行為，今次23條立
法是要將相關罪名重新整合修訂。林定
國表示， 「國家秘密」 必須涵蓋七項事
項其中一項，同時亦要在符合 「沒有合
法權限下予以披露，便相當可能會危害
國家安全」 的情況下，才屬於 「國家秘
密」 。他重申，是否以公眾利益作為竊
取國家機密罪的辯護理由，不同地方做
法不同，目前正在研究。他續說，如果
披露機密的公眾利益，比維持機密更加
重大，相信只會出現在有凌駕性、危急
和會影響市民生命安全的情況，辯護理
由須列出清晰嚴謹條件，避免被濫用。
他指明白公眾關注是否容許以 「公眾利
益」 作為 「國家機密」 罪的抗辯理由，
但強調並不能以單一例子去說明解釋，
希望以大原則方面去訂立，令條例更加
清晰。

有記者問到，23條成立後市民的集
會遊行的權利有否轉變。鄧炳強說，香
港國安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同時亦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
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
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他續
說，有關集會或遊行由《公安條例》規
管，未來都是沿用《公安條例》去規管
遊行示威，必須考慮集會或遊行的秩序
及公共安全而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 。
「集會遊行的保障在23條立法前後完全
一模一樣，並無不同。」

確保集會遊行和平安全
至於在遊行期間需要佩戴識別卡

牌，鄧炳強解釋說，這是基於《公安條
例》為了確保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能夠
和平、安全、有序和合法地進行。

諮詢文件第7章建議訂立 「境外干

預罪」 ，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勢力干預
國家或特區事務，禁止任何人干預選
舉、立法、司法機關等決定。鄧炳強指
出， 「境外勢力」 可以涵蓋任何外國政
府、境外地區或地區當局、境外政治性
組織等，及其關聯實體及個人。至於
「配合境外勢力」 方面，鄧炳強說，
「配合境外勢力」 可涵蓋參與某項由境

外勢力策劃或以其他方式主導的活動；
代境外勢力作出行為；在與境外勢力
合作下作出行為；在境外勢力控制、監
督、指使或要求下作出行為；在境外
勢力資助或以其他方式支援下作出行
為。

外國政商認同履行憲制責任
此外，行政長官李家超6日親自主持

23條解說會，向外國駐港領事、外國商
會和本地主要商會代表講解23條立法諮
詢文件內容，並解答問題。林定國說，
大原則下大家都同意23條是香港的憲制
責任，亦應該要做，他們都表達了不同
的關注點。他又認為現時諮詢期合適，
特區政府有責任盡快完成立法工作。

鄧炳強表示，23條展開諮詢約一星
期，已舉辦逾十場交流會，涵蓋外國領
事、外國商會、香港商會，不同的專業
界別包括法律界、會計界、工程界、教
育界等，聽到很多意見，大部分都非常
支持23條立法。通過司長與他的解說，
社會各界亦都清楚理解23條立法對一般
經營生意的人不會有影響，23條立法只
是針對極少數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他又說，解說工作不會停止，就算訂立
23條後，特區政府會持續去推廣國安工
作。 「未來除了律政司和保安局，其他
十四局都會推廣國家安全，包括香港國
安法、23條等，會普遍性、持續性
去做。」

特區政府：更好保障人權自由和營商環境

掃一掃 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