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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啟恒

指定法官審國安案 不損公正持平
張舉能譴責有人圖威嚇法官 批惡行冒犯法治及司法獨立
202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於

昨日舉行，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張舉能於致辭時表示，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的案件由指定法官審案的安

排，不會影響法庭的公正持平，司法機

構歡迎有益及具建設性的批評，不過，

如果關注及評論只是空憑臆測、出於政

治傾向或地緣政治的考量，這對促進香

港法治或保持司法獨立毫無裨益。他並

譴責有人試圖威嚇審理源自2019年社

會事件的案件或國家安全案件的法官，

批評這些行徑是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直接

和公然的冒犯，強調法官會繼續堅定不

移履行職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基於疫情考慮，202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由香
港大會堂移師到終審法院舉行，亦因為場地

限制，及須確保適當的社交距離，典禮對出席人數
設限，亦取消檢閱香港警察儀仗隊。
除了張舉能，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大律

師公會主席杜淦堃、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均有致辭。
張舉能於致辭時表示，香港法治的一大關鍵是獨

立的司法機構，受基本法予以憲制性的保障。他
說，倘任何人想了解受憲制保障的司法獨立如何在
香港落實，可以審閱公開的法庭聆訊、司法判決、
判決理由。

張舉能列舉數項重要事實
對於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案件，只可由行政
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指定的法官審理，引起部分人
對指定法官是否公正持平的評論，張舉能向社會大
眾保證，法庭的公正持平絕不會受到影響，並列舉
強調了數項重要事實︰
首先，指定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行政長官在作

出任命之前，可徵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在合適情況下，亦會就指定法官的
人選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
他指出，審理國家安全案件的指定法官只會從現

任法官當中委任，「作為法官，他們必先是已符合
基本法第九十二條就選用法官的司法和專業才能的
嚴格要求。」
再者，指定法官與其他所有的法官一樣，必須恪

守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所作出的司法誓
言，即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
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
為香港特區服務。他指出，與所有其他類別的案件
一樣，實際上委派某指定法官審理個別案件，屬相
關法院領導的職責範圍。
最後，當三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指定法官在沒有
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屬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的

國安案件時，他們會就其裁決頒下詳列理由的判決
書，並於司法機構網站發布，供公眾審閱。
此外，適用於有陪審團參與的審訊的程序保障措

施，同樣適用於這類審訊，確保被告人獲得公平審
訊，而被告人一旦被定罪，亦可循相同的上訴程序
提出上訴。

司法機構歡迎具建設性批評
張舉能直言，過去兩年，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單在

本港，甚至海外都備受關注及評論，司法機構歡迎
有益及具建設性的批評，不過，如果關注及評論並
非建基於客觀事實和理性討論，而只空憑臆測、出
於政治傾向或地緣政治的考量，這對促進香港法治
或保持司法獨立毫無裨益，「在未弄清案情事實、
或沒有閱讀和了解法庭裁決理由的情況下，任意批
評法庭裁決既是空洞無據，亦是毫無意義。對法庭
獨立性作出沒有事實基礎的質疑亦然。」
他並譴責有人恐嚇法官的行徑，直言這是對法治

和司法獨立直接和公然的冒犯，「這些試圖威嚇法
官或施壓的行徑，皆是徒然而空洞。」
他指，法庭的工作沒有受到絲毫影響，法官亦一

如以往秉行公義。法官因應席前證據的強弱及適用
的法律，裁決被告人的刑責，「這是我們作為法官
的工作，我們會堅定不移履行職責，無視任何為窒
礙我們工作而作出的威嚇。」

鄭若驊：首要任務履行憲制責任
另外，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典禮上致辭，她

談到工作前瞻時指出，未來香港特區整體的首要任
務是履行其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就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
她指，這項憲制責任不僅載於基本法，亦載於全

國人大「528決定」第三段及香港國安法第七條，
律政司會繼續全力提供獨立的專業法律意見及支持
保安局擬定相關的立法程序。

指司法機構已盡力加速審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社會上有人發動
大規模挑戰法治的行徑，案件積壓問題亦因此加劇。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日在典禮後會見傳媒時，
被問及部分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候審時間較長時表
示，香港國安法有規定要求法庭盡速審理案件，若涉
及的案件複雜，需要時間處理，而當中亦有保障被告
利益的程序，如被告是否需要申請法援等，「不是今
日想審、明日便可開審」，強調司法機構已盡能力加
速審案。
張舉能昨日亦於典禮致辭時提及司法機構效率的問

題。他直言，司法工作長年繁重，人手卻恒常緊絀，
不過，最近司法機構為不同級別法院進行的招聘工
作，反應令人鼓舞，除了去年11月至本月已先後有3
項新法官的任命，未來數月司法機構會再公布關於不
同級別法院的司法任命。
除增聘人手外，司法機構亦將採取不同措施提升司

法效率，包括施加更為嚴格的案件管理指示，以從速

為案件排期聆訊，同時亦讓法官有足夠時間透徹了解
案件及撰寫判詞；去年在高等法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審訊表」的案件和上訴案件中，試行在法庭需押後宣
告判決時，須給予頒下判決的日期，除有特殊情況，
否則不會再改，有關措施本年內會普遍擴展至高等法
院及區域法院的所有民事案件，及高等法院的所有刑
事上訴及覆核案件，司法機構會發出新實務指示，就
不同類別聆訊的一般預計可頒下判決的時間框架提供
指引；及繼續擴展司法助理計劃，為更多法官提供支
援等。
張舉能提到，司法機構一直分階段開發一個涵蓋各

級法院的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使各方可透過電子
模式處理與法庭有關的文件和付款，預計整個計劃將
於約三年內完成。此外，司法機構正着手處理遙距聆
訊所需的法例修訂工作，由於需要進一步諮詢持份者
及敲定法例修訂建議，司法機構計劃於今年較後時
間，把相關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律師會會長陳
澤銘昨日在202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表示，近年
香港持續出現公開違反法紀、威嚇法官和法律執業
者、以塗鴉辱罵法官，及政治干預法律業界的獨立
性和刑事司法制度等事件，是企圖利用不當的手
法，影響法官的獨立判決程序，損害香港健全的法
律和司法制度的國際聲譽。
陳澤銘說，從正面來看，這些全部均以失敗告終
的事件，突顯香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實力，加強律

師對捍衛法治的堅定能力，及根據基本法在「一國
兩制」原則下，執行其適當功能的信心。
他又指，展望未來，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
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等而來的機會，將
為法律界帶來龐大市場拓展的潛能。首批同時獲得
香港和大灣區資格的律師，正在進行實習培訓。當
他們開始執業，其客戶可擴大至整個大灣區。那些
希望其法律執業更上一層樓的律師，可以在香港發
掘很多機會。

律師會：恐嚇法官事件 損港法治聲譽

▲張舉能於典禮上致辭。

▶202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昨日於終審法院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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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疫情持續嚴峻，葵涌邨疫情呈擴散式爆
發，黃大仙等區出現不明源頭個案，情況令人擔
憂。變種病毒Omicron傳播速度極快，西方多國
防疫失敗，同時認為其重症率和死亡率較低，主
張「與病毒共存」，本港個別專家也傾向認同。
「與病毒共存」這種向病毒投降、選擇「躺平」
的做法，並無經得起考驗的科學理據支持，還要
付出沉重的生命和社會代價，本港根本不應該仿
傚選擇。目前本港正承受巨大的抗疫壓力，越是
困難關頭，政府、專業人士乃至廣大市民必須頭
腦清醒、立場堅定，堅持「動態清零」的意志不
能動搖、行動不能鬆懈，這是本港能否戰勝疫情
的最關鍵要素。

部分禁足、部分圍封強檢的葵涌邨確診數目仍
在增加，至今已有 12 幢樓有人確診或初步確
診，而且呈現向周邊地區擴散的勢頭。同時，黃
大仙又出現源頭不明個案，專家估計區內有隱性
傳播鏈，呼籲區內居民檢測。

Omicron引發的新一波疫情席捲全球，歐美每
日確診個案數以十萬計，美國更出現過百萬的驚
人數字，但不少西方國家卻開始放寬防疫限制，
選擇「與病毒共存」，甚至獲得部分官員、專家
的支持。世衞組織歐洲分會主任漢斯·克魯格預
計，在今年3月之前，60%的歐洲人可能已經感
染Omicron，歐洲的新冠疫情「可能」結束。本
港也有人認為「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務」，要學習
「與病毒共存」。

事實上，包括Omicron在內的新冠病毒，其危
害及其後遺症仍未充分研究，更遑論掌握疫情變
化，貿然選擇「與病毒共存」既不科學，更有巨
大安全風險。不少疾病學家擔心，一旦防疫鬆懈
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世衞歐洲區負責人克

魯格指出，現時將新冠病毒視為風土病仍言之尚
早，因為風土病可以預測如何發生，但新冠病毒
已經不止一次讓人驚訝，或再有新的變種病毒株
出現，因此必須小心看待； 世衞總幹事譚德塞
亦強調「現在不是放棄和舉白旗的時候」。可以
說，那些以為疫情即將「結束」的言論，至少在
目前是沒有科學證據為基礎的武斷臆測，是抗疫
思維的一大誤區。

「與病毒共存」「躺平」抗疫，要付出高昂代
價。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提醒，外國「與病
毒共存」代價巨大，一方面是持續的經濟受損，
另一方面是數以十萬計的生命，香港應該引以為
戒而不是借鑒。歐美目前大約有兩成國民感染新
冠病毒，死亡人數佔人口0.2%左右。按此推算，
與歐美醫療體系能力相仿的香港如果放棄「清
零」，選擇「與病毒共存」，將會有150萬市民
染疫、1.5萬人喪失性命；尤其是高危的長者群
組，70 至 80 歲長者接種率只得 5 成左右，一旦
「與病毒共存」，將會有大批長者染疫甚至死
亡，這是香港不能承受的。

不可否認，本港現時防疫面對極大挑戰，檢
測、追蹤溯源、檢疫設施等能力已經接近甚至超
過極限。葵涌邨爆疫已令檢測、檢疫設施需求大
增，若其他區也爆發疫情，情況就更困難了。
但是能力不足不是「與病毒共存」的理由，如果
能力不足就坐以待斃，是對市民生命安全不負責
任。對抗疫情，決心和意志是最重要的，能力不
足、條件不夠可以盡力創造和彌補，更何況我們
還有祖國的大力支持。越是艱難，越是考驗意志
和能力的時候，相信政府和社會各界能夠迎難而
上，咬緊牙關，堅持「動態清零」，拒絕向病毒
投降。

拒絕「與病毒共存」誤區 堅定「清零」意志和行動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法律年度

開啟典禮致辭表示，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罪行的案件只可由指定法官審理，法庭
的公正持平絕不會因此安排而受到影
響。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的案件，與其他案件由指
定法官審判的安排並無分別，是本港行
之有效的司法運作方式。國安法實施一
年多的實踐充分顯示，指定法官依法獨
立判案，不受任何干預，被告人獲得公
平審訊，國安法指定法官影響司法獨立
公正的質疑和妄言，可以休矣。

國安法規定由特首指定法官審理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案件的安排，在國安
法制定、落實之初就曾引起本港社會的
關注和議論，當時不少分析已指出：特
首委派法官的權力並非無中生有，根據
基本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經獨立委員會
推薦的法官，由特首任命處理案件，根
本就是基本法賦予特首的權力；其次，
由特首委任個別法官專門處理某類案
件、重大公開聆訊和事件調查，是本港
行之已久的慣例，如在《竊聽條例》下
由特首委任特別處理竊聽申請的法官；
本港現時的商事法庭或仲裁法庭，也會
先定出一份法官名單，遇到案件時就由
名單內的法官處理，目的是利用相關法
官的專業和經驗優勢，提高審案效率。
因此，指定法官專責處理國安案件，與
現行其他案件的指定法官安排並無二
致。張舉能亦指出，特首在任命指定法
官前，可徵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

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亦會提出建議。
事實上，特首只是指定一批適合審理涉
及國安法案件的法官，既不涉及具體案
件選擇主審法官，更不會作出具體的審
理案件指示。

基本法第八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獨立進行審判」的核心要義，體現
在法官審理具體案件時不受任何干涉。
從過去一年多的司法實踐看，在審理國
安案件時，指定法官的獨立審案權受到
充分的尊重，沒有受到特首、上級和外
界的干預。在處理具體案件時，由司法
機構確定負責審理的法官人選，只是根
據法律和事實判案，不存在「損害司法
獨立」的問題。以國安法首案唐英傑案
為例，由3名指定法官共同審理，被告被
裁定罪名成立，共判處9年監禁，判詞同
樣上載到司法網站。唐英傑曾就定罪和
判刑提出上訴，最終因拒絕法援署指派
的法律代表，撤回上訴申請。事實證
明，國安法下法官審案公開透明，司法
獨立和程序公義得到充分保障。

正如張舉能強調，過去兩年，香港的
司法獨立備受關注及評論，司法機構歡
迎有益及具建設性的批評，但倘若關注
及評論並非建基於客觀事實和理性討
論，而只是憑空臆測、出於政治傾向或
地緣政治的考量，對促進香港法治或保
持司法獨立毫無裨益；在未弄清案情事
實，或無閱讀和了解法庭裁決理由的情
況下，任意批評法庭裁決，既是空洞無
據，亦是毫無意義。

國安法指定法官損司法獨立的妄言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