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兩位來自英國的香港終審法院非
常任法官辭職，當中岑耀信在辭任時更高
調就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發表偏頗意見，
企圖抹黑香港法治。我作為一名執業大律
師和立法會議員，在此解剖岑耀信的心態
及言論，並必須指出他的言行正在妨礙香
港司法公義，作為曾為香港人敬重的海外
非常任法官，我為他感到羞愧。

首先，基本法第82條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終審法院。香港
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岑耀信必須回應香
港法院什麼時候沒有做到上述要求？一個
在香港參與過香港審判工作的法官必然是
清楚終審法院行使終審權時，是完全獨立，
並完全尊重彼此意見，包括海外非常任法
官。不然，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案關於民
事伴侶關係，政府就不會輸。

上述就岑子杰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張舉能及常任法官林文瀚兩人明確表示並
不同意另外三位法官意見，亦無法影響終
局，正顯示香港的司法獨立，政府無從干
預，而海外非常任法官在該案終審判決中
就起了關鍵的作用。縱使香港民眾對此判
決極度不滿，認為判決完全漠視香港作為
華人社會的核心家庭價值觀，但香港人縱
使不滿，仍然顯現尊重法庭判決的美德，
沒有引發動亂，這才是法治精神。

當時已有不少香港市民質疑任命海外

法官的制度，但我們仍然尊重基本法，珍
惜海外法官來港參與審訊的制度，亦鼓勵
依法委任更多不同地區的普通法法官來港
參與不同類型的案件。岑耀信的妄論除了
對香港司法制度不公，亦對香港民眾不公！

此外，他這些舉止完全不符作為法官
的風範，更是企圖妨礙司法公正，實令人
遺憾。

根據基本法第2條和第19條，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依照基本法的規定享
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第85條則規
定，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
何干涉。而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條，香港
特區依法保護居民根據基本法、《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適用於有關
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而第5條亦訂
明審理國安案件時奉行假定無罪等普通
法原則。

此外，法院在審理 「35+顛覆政權案」
時，16名否認控罪的被告中有兩名被釋放，
因為法院根據普通法原則認為兩名被告未
達至 「百分百毫無疑點」 ，疑點利益歸於
被告，判其無罪。律政司就其中一個被釋
放的被告上訴，這也是普通法的正常上訴
權，岑耀信並無參與該案審訊，但就因為
審判結果他不喜歡，就主觀作出毫無根據
的指控，與坊間一些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
反對人士一般見識。更何況岑耀信自己擔
任過法官多年，怎會不明白香港的審訊時
間非常長，甚至經常被人詬病審訊時間過
長也是為了維護普通法的程序公義，但普
通法講程序公義之後，亦須在證據確鑿的
情況下，判一眾違法者有罪。難道有足夠
證據，經過長時間的審訊，符合所有程序

公義都不能判違法者有罪？難道判了違法
者有罪就是違反法治嗎？這種妄詞出自一
個法官的口，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程序公義及結果公義同樣重要
不難看出，在龐大的政治壓力下，岑

耀信改變了過去的立場，這除了是令他本
人的司法及政治誠信受損外，更重要是他
也跟其他一些英國或外國政客一樣，對判
決結果不悅就大肆攻擊香港的司法制度一
樣貶低了自己作為法官維護法治的天職。

程序公義是普通法及美西方很多國家
強調的法治精神。因此，我們為了維護程
序公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例如，司法程
序冗長，雙方當事人付出龐大的律師費及
司法機構的人力物力，一個案件由一審至
終審可能花上七、八年的時間。這也是導
致司法人手不足的原因；但為了尊重普通
法，維護普通法制度，我們堅持程序公義，
社會寧願忍受着冗長的審訊時間，亦只呼
籲司法機構應該增加人手，增建法院大樓
以騰出時間地點加快審訊程序等。

香港司法機構可以說是全球最尊重程
序公義，大家不能只要程序公義，而不理
法律的權威性。此次的判決 「35+顛覆政
權案」 是法律彰顯了權威；若法律沒有執
法，沒有審訊，犯罪者不會受罰，法律就
沒有阻嚇性，法不成法，這就不是法治社
會，普通法也堅守此原則。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都是香港的廣大市民支持通過生效。有些
人不喜歡審訊結果就大事污衊香港的司法
制度及程序。

近日，筆者留意到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主任鄭雁雄在公開發言陳述上述類似觀

點時，也被美國宣傳機器大肆歪曲，他在
發言中提到 「不能以過程公正替代結果正
義」 ，就是說程序公義與結果公義同等重
要，卻被惡意扣上「只要結果正義，不要
程序公正」 的帽子。在美西方的普通法國
家，經過司法程序公義後的被告人被控謀
殺、違反國安相關法律等比比皆是，絕對不
能說判罪就沒有程序公義。我理解鄭主任
的發言是講程序公義不等如不將犯罪者繩
之於法，兩者並存才真正彰顯法治精神。

美西方勿自毀底線
西方以扭曲打壓相關案件的客觀討論

對全球法治維護並無好處，普通法制度是
經過幾百年在世界上發揮了如此大的影響，
亦贏得世界不同制度的國民尊重。但如
果美西方的政客繼續日日打壓客觀討
論，連岑耀信也參與發表歪理，他們會
自毀節操和底線，令他們一直受到的尊
重蕩然無存。

岑耀信對於香港國安法的批評也是站
不住腳的。在2019年的暴動中，香港社會
受盡了動盪之苦，暴力行為對公共安全和
社會秩序的嚴重威脅，無辜市民生命財產
被奪走、被破壞，就是因為當時香港沒有
足夠法律保護自己家園所致。香港實行 「一
國兩制」 ，在關鍵時中央制定實施香港國
安法，堵塞香港存在的維護國家安全漏洞，
令香港社會立刻恢復平靜、安寧。岑耀信
應該很清楚，若不對這些人執法，香港會
亂成怎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岑耀信曾在
2021年公開拒絕英國政府鼓動針對香港司
法機構的政治杯葛，並表示香港法官應該
得到支持而非背棄。如今，他卻選擇對香

港司法系統提出無理指控，顯示了他立場
的矛盾和不一致。

我們不能忽視外國政府和政治組織對
這些海外法官施壓，他們公然干預香港的
法律程序屢見不鮮，對不符合其利益的司
法判決進行詆毀，甚至威脅對香港法官實
施制裁。這些行為不僅違反了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更嚴重妨礙司法公正，
損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岑耀
信這次對香港法官的司法工作進行攻擊，
不僅對香港司法機構的形象造成傷害，更
打擊了海外法官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印象，
可謂損人不利己。

「一國兩制」 是和平法治典範
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和充滿活力的國際

城市，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容忽視。儘
管面臨各種挑戰，香港依然吸引着大量的
海外企業和投資，旅客數量也在持續增加。
這些事實顯示，香港的法治環境和社會穩
定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指稱香港
成為 「極權」 城市的說法，完全脫離了客
觀事實，毫無根據。

我呼籲國際社會客觀公正地看待香港
的司法和法治環境。 「一國兩制」 是國際
上獨一無二能以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下
來的主權爭議，也為人類和平提供了一個
成功的參考。一些人拚命想損害 「一國兩
制」 就是因為這個制度行得通，行得好，
既保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亦保護了14億人
民的福祉。眼看世界多場主權爭議戰爭怎
樣挑起，更顯得 「一國兩制」 的珍貴。不
止中國應該珍惜它，世界各國也應珍惜它。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香
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

羅奇早前結束
了訪港之行，但他

不僅沒有改變所謂的
「玩完論」 ，甚至變本加厲抹黑香港。在
日前的一篇文章中，羅奇以 「近乎絕望的
無奈」 為題，一方面攻擊不同意其觀點的
文章都是 「公關宣傳」 ，另一方面拿岑耀
信辭去非常任法官一事作為 「武器」 ，極
盡詆毀香港前景和法治之能事。

羅奇得意洋洋地自以為了解發展大
勢，但他言必稱政治，動不動就將香港打
上各種政治標籤，這恰恰戳穿了其
「掮客」 的本質，說明其觀點絕非什麼經
濟分析的結果，而是別有用心的政治
抹黑。從 「玩完論」 到 「危殆論」 再
到 「絕望論」 ，羅奇與岑耀信一個是 「掮
客」 一個如 「政客」 ，兩者的共同點在於
都是 「變臉高手」 ，也都是屈從於壓力的
政治打手。

「變臉高手」是兩人共同點
在6月13日的這篇文章中，羅奇一方

面強調訪港期間的會面範圍很廣，跟香港
內部人士進行多次會面和活動，試圖
為 「玩完論」 增添幾分可信度。但另
一方面又稱，特區政府在6月初發表反駁
其相關言論的新聞稿，對於他 「主要集中
在香港與增長挑戰中的中國經濟聯繫，以

及中美衝突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分析批評，
並未提供有效的反駁」 ，甚至稱 「新聞稿
中的事實和數據形式上純是旅遊局通常會
預料到的公關宣傳」 。兩者其實是自相矛
盾的。

翻查當時政府發布的新聞稿，當中
確實列出了大量數據，例如：香港經濟去
年恢復3.3%的正增長，今年第一季實質
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2.7%，估計全年
有約2.5%至3.5%的經濟增長；港股市場
交易所買賣基金日均成交在今年首季超過
130億港元，比2021年增長超過70%；
截至今年4月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收到
約29萬宗申請，批出約18萬宗，當中逾
12萬名人才已到港；去年以內地或海外
為總部的駐港公司超過9000家，包括來
自內地、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
等地，而來自美國的公司數量亦持續
增加……

這些其實都是客觀數據，不具有任
何 「主觀意識」 ，如果說引用這些數據與
過去同期進行正常比較和分析，都要被歸
類為所謂 「公關宣傳」 的話，那恐怕全世
界所有數據分析公司、還有包括羅奇過去
曾任首席經濟學家的摩根士丹利等國際金
融服務公司，也不必再受投資者重視其意
見，畢竟在羅奇眼中，無論你引用再多數
據都不足信，到頭來也不過是 「公關

宣傳」 而已。
特區政府列出這些數字，並不如羅

奇所說 「並未提供有效的反駁」 ，而是一
個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只要稍微看一
看這些數據，便會知道香港的現實情況
與羅奇所描述的截然不同，至少也沒有
像其所說的那麼 「悲觀」 。但如此大量
的客觀數據，似乎仍不足以取信於羅
奇，甚至被視為 「忽略了分析」 。那究竟
要引述什麼樣的數據、作出什麼樣的
分析，才叫做有足夠說服力？還是說，其
實羅奇自身的所謂 「分析」 ，才是真
正 「對人不對事」 ？

換個角度想，羅奇一直營造的那種
悲觀氛圍、 「香港玩完」 的論調，何嘗不
是另一種公關宣傳？不同的只是，羅奇宣
傳的是美西方長期以來渲染的那種反華邏
輯以及對香港的抹黑。而比起特區政府起
碼有確實數據佐證的聲明，美西方多年來
對香港的抹黑，尤其是針對維護國家安
全方面的詆毀誣陷，不是建基於 「只許
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的雙重標
準；就是出於打着 「人權自由」 旗號插
手香港事務的虛偽心理。兩者相較，羅
奇竟然覺得後者更具說服力，自然不得不
令人質疑其作出 「香港玩完」 的結論究竟
有幾分可信性。由是觀之， 「玩完論」 更
像是為了配合美西方抹黑香港而產生的公

關產物，羅奇視客觀數據如屣履，視政治
形態為真理，哪裏還有半點學者風範？稱
之為 「政治掮客」 似乎更合適。

尤為離譜的是，羅奇在文章中，還
特別提到英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岑耀信辭任
香港終院非常任法官一事，並語帶幾分得
意地稱岑耀信 「直面了我 『香港玩完』 論
點中最具爭議的方面──在3月匆忙頒布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政治限制越
來越大」 ，彷彿將此當成是 「玩完論」 得
以成立的最大證據。

屈從政治壓力的政治打手
羅奇可能沒發現這條邏輯鏈當中的

一個巨大破綻。羅奇同意了岑耀信的
看法，但不是因為後者的經濟觀點，而是
其政治立場。岑耀信在報章和訪問中針對
香港法治的抹黑，通篇沒有一個字提及過
香港的經濟前景和具體分析。事實上，岑
耀信也不是經濟學者，自然也沒能作出什
麼經濟分析。

但岑耀信的這些數據欠奉、與經濟
全然無關的言論，反而能得到羅奇的
青睞，不是正好說明羅奇的 「玩完論」 ，
也不是出於經濟上的客觀分析嗎？可
以說，岑耀信的言論並沒有為羅奇的 「玩
完論」 提供更可靠的證據，反倒成了 「玩
完論」 本身既非出自經濟角度，亦非根據

客觀數據，由始至終都不過是在宣洩政治
意識形態的最佳人證。

羅奇在本月初訪港，幾乎同一時間，
有 「新興市場之父」 之稱的麥樸思也發表
對香港前景看法的文章，但與羅奇所言截
然相反，麥樸思指出，香港營商環境基本
精神仍然十分活躍，見到如60年前同樣
的忙碌、野心和成功決心；而隨着香港
進一步發揮背靠內地的優勢，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將會得到鞏固，在香港與內地
不斷融合的過程中，有望為香港帶來以
新的發展機遇及再創繁榮。為何羅奇只
看得見岑耀信的立場，卻聽不見麥樸思
的分析？

羅奇若真想為 「玩完論」 搭台，好
歹也找個 「同道中人」 ，想借用岑耀信的
法官權威，到頭來只是為自己 「倒米」 。
更何況岑耀信這種 「打倒昨日的我」 的言
論，本身也沒有多少說服力，岑耀信心
甘情願被 「政治綁架」 ，心甘情願充當
英國政府和政客政治操弄的工具，從一
個資深法官墮落成不問是非的反華政
客，哪裏還有半點公信力？

一個是 「掮客」 ，一個是 「政
客」 ，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前
後有兩副面孔，也是 「打倒昨日的我」
的高手。羅奇與岑耀信完美地詮釋了什
麼叫做：言而無信，枉作小人！

顛覆政權案判決彰顯法治不容抹黑

掮客羅奇與政客岑耀信

教育局局長蔡若
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

表示，政府就香港大學內
部運作事宜成立的調研小組已展開一系列
工作，協調各方溝通並提出相關建議。
這體現了特區政府積極作為、責任擔當
精神。必須指出，港大是全香港人的港
大，能否保持順暢運作關乎整個香港的
發展，尤其在當前西方透過羅奇和辭任
法官的不當言論，意圖打擊香港的金融、
法治、國際化等優勢，絕不能節外生枝，
給他人可乘之機。香港社會堅決支持特
區政府介入調查，盡快妥善處置問題，平
息事態。

自港大校政風波出現後，特區政府已
迅速介入。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曾分別與
校長張翔及校委會主席王沛詩會面，並聽
取了教育局的相關匯報。此後一系列工作
全速推進。6月11日，政府宣布成立調研小
組，設立的目標有三個：一是以釐清事實
及了解各方問題，二是協調內部溝通，三
是按調研情況提出意見建議。小組近日與
張翔及王沛詩會面，他們都對小組表示歡

迎，承諾會積極配合工作，並同意以港大
的利益為首要考慮。

堅決支持政府盡快妥善處置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問題，全力全速全

方位推進化解分歧，各界有目共睹，這也
正是香港社會所熱切期盼的。過去半年多
來，尤其是近月來，香港大學的校政風波
牽動着香港市民的情緒，原因不僅僅在於
港大是一所具有逾百年歷史的世界一流學
府，更在於，港大是全香港人的港大，
其發展的好與壞、快與慢都與香港社會
的整體利益息息相關。沒有市民願意見
到香港大學一直處在矛盾糾紛的漩渦當
中，沒有人願意見到香港其中一所最好的
大學會因嚴重內耗而坐失發展良機，更沒
有人願意見到香港的發展會因港大的矛盾
分歧而受阻。

為什麼這麼說？原因在於，香港當前
所面臨的是極其複雜的外圍形勢。

第一，美西方千方百計攻擊抹黑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舉措。前有美國國會通過
所謂的法案，叫囂制裁司法人員，甚至恐

嚇取締香港駐美經貿辦；後有英國當局炮
製所謂的案件，肆意濫捕香港駐倫敦經貿
辦工作人員，公然 「妖魔化」 香港。而歐
盟一些國家亦發表各種所謂的聲明，針對
香港維護國安立法以及警方的行動，進行
各種攻擊。

第二，英國當局向法官施壓辭職意圖
動搖香港的法治根基。就在剛過去的5月份，
一份題為《為迫害增添聲望：外國法官如
何破壞香港的自由以及他們為何應該辭職》
的報告在英國國會發布。在發布會上，多
名亂港分子以及 「末代總督」 彭定康一同
出席，他們對香港法官極盡抹黑攻擊與
威脅之能事。而兩名英籍香港終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和郝廉思則在日前辭
職。岑耀信更是完全脫下法官的虛偽假
髮，搖身一變成為一名政客，又是撰文
又是接受訪問，對香港法治作出惡毒的
攻擊抹黑。

第三，反華勢力展開 「認知戰」 意圖
打擊國際對香港的信心。踏入2024年以來，
針對香港發展的各種抹黑就沒有停止過，
特區政府 「以快打慢」 成功完成維護國

安條例，美西方 「回過神來」 展開全方位
的抹黑行動。例如前投行負責人羅奇，先
是撰文鼓吹 「香港玩完論」 ，日前來香港
走了一遍後又炮製了 「絕望論」 ，與岑
耀信一唱一和，極力詆毀香港的發展前
景。一些美西方媒體也加入 「唱衰」 香
港的行列，一場針對香港的 「認知戰」 悄
然進行。

由上可見，香港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
階段，在邁向由治及興的道路上，如今正
面臨各種嚴峻的挑戰。形勢越是複雜，香
港越是需要穩定；威脅越是瘋狂，香港越
需要團結。但不可否認的是，香港大學的
校政風波，不只影響到港大本身的運作，
也影響到香港社會的觀點和情緒。更重要
的是，美西方勢力對香港虎視眈眈，難保
不會利用港大的風波進行政治操弄。香港
絕不能讓外力有機可乘。

停止內耗讓大學向前發展
對香港大學本身而言，當前亦處在發

展關鍵階段。港大是一間享譽世界的百年
名校，在各項大學排行榜上都位居前列，

早前QS排名出爐，港大更是歷史性躍居全
球第17位，一些學科更是位居世界前3位。
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績，是港大整個團隊奮
鬥的結果，更與一代代的港大先輩心繫學
校奮力耕耘分不開。如此厚重的歷史，如
此優秀的表現，絕不能因為個別爭議而受
到破壞。而眼前又馬上面臨畢業季，各方
要集中精力處理好校內事務，維持校園穩
定，維護好港大乃至香港高等教育的整體
聲譽。

香港社會高度關注事件，高度期望風
波能早日得到化解。正如早前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所表示，
希望有關部門能進一步深入了解事情的
始末，盡快妥善處置此事，並且作出調
停，讓學校可以正常的運作。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亦指出，期待
小組協調各方以大局為重，放下分歧，
真誠合作，最重要是停止內耗，讓大學向
前發展。

各界期待，港大相關方面能以大局為
重，放下個人得失，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府
的工作，維護港大以及全香港的利益。

議事論事
李繼亭

銳評
卓銘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責任編輯：曹宗興

評論A 12 2024年6月18日 星期二
評
論
fb

早日化解港大爭議 勿令外力有機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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