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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黎質疑國安委權力

判詞：港法院對國安委工作無司法管轄權 國安委決定不受司法覆核無越權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判詞要點

一、司法管轄權
1.香港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源自基本法。在憲制層面上，特區法院的司法管
轄權及其管轄權限由基本法界定

2.按立法目的來解讀基本法第二條，特區法院在香港特區獲授予的高度自治範
圍內，亦只限於此範圍內，享有獨立的司法權

3.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段限制法院對國家行為的司法管轄權

4.香港國安法是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因此可對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予
以規定

5.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條文及當中程序進行的立法行為，達至國
安法公布成為特區法律。由於不可藉指稱國安法與基本法或適用於香港的《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符為由進行覆核，特區法院沒有權力裁定國安
法任何條文「違憲」或無效

6.在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下，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由基本法及香港特區法例
規定，包括在適用時由載列於國安法的條文予以規定。這就是香港特區劃定法
院對國安法下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司法管轄權的憲法準則

二、國安法第十四條的實際效力
1.對國安法第十四條，要以其存在背景來理解，詮釋方法需對國安法其他相關
條文以一個有連貫性的整體來作更仔細的審視

2.國安法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作為一個有連貫性的整體一併解讀，立法原意十
分清晰，就是國安委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督及問責，同時其工作不受包括法
院在內的任何機關干涉，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3.監督國安委的權力保留為中央政府專有。就此等屬中央政府事權的事宜，特
區法院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法院，並不獲賦予任何角色或權力，因香港特區法
院明顯在憲制上不具備處理此等事宜的資格及能力

4.依據恰當的詮釋，國安法並沒有授予特區法院任何對國安委在第十四條下的
工作行使司法職能的司法管轄權，而第十四條以清晰且絕對的用語禁止法院這
樣做

三、「越權原則」不適用
1.黎智英一方依賴越權原則是完全錯誤的，原因正如律政司代表正確指出，該
原則預設假定基於適用於有關法律制度的特定憲制秩序或準則，法院對公共機
構具備必須的監督管轄權，但是法律條文令法院失去了這項司法管轄權

2.黎智英一方指稱，假如國安委不受香港特區法院的司法覆核，國安委就可能
濫用權力，並舉出若干非常極端但脫離現實的例子，是完全無視國安法第十二
條。這些憑空想像而危言聳聽的評論，不能接受

3.黎智英一方質疑中央政府對國安委的監督及控制是否有效，是完全沒有根據
及無理的，同樣必須否定

4.國安委的決定並非越權

5.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規定含義和適用的
解釋第一段規定，入境處處長的決定毫無疑問是根據國安法合法地行使其權
力，履行其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並非越權
資料來源：高等法院判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申請人黎智英的原訴傳票和司法覆核
申請，均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審

理。其中，原訴傳票的被告律政司司長，
而有關司法覆核的擬答辯人分別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入境處處
長，律政司司長則被列為有利害關係一
方。潘官將兩宗入稟一併處理，且主要處
理司法覆核申請。
潘官昨日頒布判詞，駁回黎智英一方的
司法覆核許可申請。他列舉了基本法、香
港國安法相關條文，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規定
含義和適用的解釋（下稱「解釋」），逐
一反駁黎智英一方的論點。
潘官在判詞中指出，根據國安法第十二
條和第十四條，國安委由中央直接監督和
問責，其工作不受任何機關干涉，包括法
院在內，有關條文亦列明，國安委的決定
不受司法覆核，其立法原意十分清晰。
同時，香港法院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法
院，明顯在憲制上不具備處理中央政府事
權事宜的資格和能力，亦無相關培訓或專
業知識去處理，故香港法院被摒除對此的
司法管轄權實屬合乎邏輯。
判詞指出，國安法第十四條禁止公開與
國安委工作有關的信息，倘國安委的工作
可受司法覆核，相關信息就無可避免需要
公開，有違保密規定之目的。判詞強調，
國安法第十四條以清晰且絕對的用語禁止
法院行使司法職能的司法管轄權，規定了

法院司法管轄權的界線。綜上所述，香港
特區法院對於國安委的工作並無司法管轄
權。
潘官在判詞中批評黎智英一方依賴「越

權原則」完全錯誤，因為國安法指明香港
法院不獲賦予任何司法管轄權去處理國安
委的決定，故國安法第十四條令法院失去
對國安委的監督管轄權的問題根本並不存
在，裁定「越權原則」不適用於國安委的
工作和決定，國安委的決定並無越權。

批黎方口頭陳詞列若干例子脫離現實
潘官又批評黎智英一方在口頭陳詞時，

列舉出了若干非常極端但脫離現實的例
子，指稱如沒有法院的「牽制」，國安委
就可能「濫用權力」，任意把市民囚禁終
身或充公市民資產。潘官批評這些是憑空
想像又危言聳聽的評論，法庭不能接受，
而黎智英一方質疑中央政府對國安委的監
督和控制是否有效，也是完全沒有根據和
無理，必須一律否定。
潘官認為，黎智英一方對人大釋法的解

讀完全錯誤，因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是
顧及特區法院沒有就該問題，根據國安法
第四十七條向行政長官提出或取得證明書
的特定情況而設的，將「解釋」應用到本
案，即法院沒有就Tim Owen專案認許，
向行政長官提出和取得證明書，因此國安
委必須判斷和決定，其決定正是在國安法
第十四條規定的權力範圍之內，黎智英一

方持相反主張的陳詞明顯錯誤。

裁定入境處處長決定無越權
潘官在判詞中裁定入境處處長的決定也

沒有越權。他表示，申請人沒有提出任何
分開或獨立的理據爭議處長的決定，所以
必然與其挑戰國安委的決定同告失敗。根
據「解釋」第一段規定，處長應當嚴格準
確地執行國安委的決定，並根據國安法合
法地行使其權力，履行其維護國家安全的
職責。總括而言，有關司法覆核完全無可
爭辯之處，故拒絕批出許可申請。

法官斥危言聳聽

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串謀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等罪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先後入稟申請人大釋法不影

響早前獲准聘用英國律師Tim Owen的決定，又質疑國安委建

議入境處拒絕Tim Owen的工作簽證申請是「越權」。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潘兆初經聆訊後，於昨日頒下判詞，其中明確指出

根據基本法和國安法規定，香港法院對國安委的工作沒有司法

管轄權，國安委決定不受司法覆核，也沒有越權。潘官斥黎智

英一方的針對國安委權力的評論和質疑是危言聳聽，對人大釋

法的解讀是完全錯誤，必須予以否定，

故駁回其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和傳票入

稟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黎智英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串謀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圖為
肥黎早前涉非法集結案被押解上囚車。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8
月，香港警方在調查一宗爆竊案時，偵
破「港獨」分子在火炭一工廈單位的武
器庫，發現行山杖、煙霧餅、製造汽油
彈原料、噴漆等。4名涉案男子昨日在
區域法院分別承認「管有爆炸品」和
「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共4
罪。案情透露，其中一名被告被搜出寫
有「港獨」信息的「家書」。法官郭啟
安認為，並非每一宗修例風波案件都像
本案一樣上升至「港獨」層次，而無可
否認本案關於「港獨」的信息較強，將
案押後至6月13日判刑。
4名被告為林冠亨（32歲、廟宇職
員）、談兆衡（27歲、工程師助理）、

張子龍（34 歲、商人）和吳敬賢(34
歲、售貨員）。他們承認一項「在公眾
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林冠亨和張
子龍另承認管有爆炸品和「管有物品意
圖毀壞或摧毀財產」罪；張子龍另承認
「管有物品意圖毀壞或損壞財產」罪，
「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則獲准
存檔法庭。
案情指，2019年8月1日晚，警方到

沙田喜利佳工業大廈調查爆竊案，其間
看到被告從升降機出來，分別手持尼龍
袋、紙皮箱等，遂尾隨他們至坳背灣街
截查，並在其袋和箱內發現大量物品，
包括行山杖、球棒、護臂、揚聲器、金
屬珠、口罩、索帶、泳鏡等。

警方在其中一被告身上發現一串鎖
匙，其後進入工廈單位搜查，行動中檢
獲藤條、弓箭、寫有「港獨」字樣的模
板、T恤等，並檢獲一些油、糖、洗衣
粉、麵粉、白電油、乙醇等。專家認為
這些均屬可燃材料，如製造成汽油彈，
或可延長燃燒過程。
警方其後在另一工廈單位搜出11個煙

霧餅、盾牌、頭盔、噴漆、雨褸、退熱
貼等。炸彈專家認為，有關煙霧餅主要
可製造煙霧，不會造成實際爆炸，但過
度接觸或會引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警
方隨後在其中一名被告寓所內發現一封
題為「給各位的家書」文件，其中涉及
「港獨」內容。

4男認工廈單位藏武 一人「家書」涉「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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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陝西省西安市主持中
國—中亞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建設守望相
助、共同發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國—
中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講話。峰會確立構建
更加緊密的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正式成立
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為維護國際公平正
義貢獻了新力量，為合作共贏搭建新平台，為
世界和平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中國—中亞合作
成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典範，展現中國大國
責任擔當，顯示中國是變亂交織世界維護世界
和平發展的關鍵力量。

中國—中亞峰會，是今年中國首場重大主
場外交活動，也是中國和中亞五國建交31年
來，首次以實體形式舉辦峰會。峰會共同簽
署了《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達成峰
會成果清單。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峰會主旨講
話中，提出建設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的
「四個堅持」：一是堅持守望相助；二是堅
持共同發展；三是堅持普遍安全；四是堅持
世代友好。並提出建設中國—中亞命運共同
體的路線圖，包括：一是加強機制建設；二
是拓展經貿關係；三是深化互聯互通；四是
擴大能源合作；五是推進綠色創新；六是提
升發展能力；七是加強文明對話；八是維護
地區和平。中國與中亞各國始終友好合作，
樹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
型國際關係典範，峰會為構建中國—中亞命
運共同體指明方向、確立路線圖，為世界和
平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此次峰會將正式成立中國—中亞元首會晤
機制，並將加快完善元首會晤機制建設，在
中國設立常設秘書處，以交通、經貿、投資

與產業、農業、能源、海關、人文為優先方
向。毫無疑問，該元首會晤機制將進一步發
揮元首外交戰略引領作用，引領六國未來重
要合作。正如專家分析所指出的，中國—中
亞合作，一直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等多
邊機制框架下保持密切協作，在此基礎上建
立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乃水到渠成之
事，亦豐富了多邊合作機制，為世界和平穩
定提供新保障。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提
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得到中亞
各國熱烈回應和積極參與。10年來，中國同
中亞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先試先行，取得
豐碩成果，中國同中亞五國在2022年提前實
現 700 億美元貿易目標，低碳綠色合作成為
中國與中亞能源合作新亮點等，在歐亞地區
乃至國際社會產生重要示範效應。今年是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此次峰會有
力推動「一帶一路」合作不斷深化，為全球
經濟發展繁榮再添新動力。

中國與中亞合作不針對第三方，支持各國
共同發展，為世界和平發展注入動力，贏得
各方共鳴和廣泛支持。但正在日本召開的G7
會議，卻出現挑撥區域對抗、煽動陣營對
立、大搞遏制打壓的勢頭，這種霸權思維、
謀求勢力範圍、大搞封閉排他「小圈子」的
行為，不利地區穩定和發展。當前，世界之
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展開，中亞處在聯通東西、貫穿南北的
十字路口，世界需要一個穩定、繁榮、聯通
的中亞，中國—中亞合作，再次彰顯加強團
結、增進合作共贏方為人間正道。

中國—中亞合作為和平發展注入動力
本港對內外全面恢復正常通關後，旅遊業迅

速復甦，但航空業就因為人手短缺而面對復常
樽頸，導致部分航線轉飛周邊城市，影響香港
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隨着機場第三跑道即將
投入運作，業界預期未來幾年缺近十萬人手，
政府必須積極協助業界解決缺人問題，既要加
強培訓本地新人的力度，也要考慮適當輸入人
才解燃眉之急，令香港航空業回復昔日光景。

疫情前，香港是區內首屈一指的國際航空樞
紐，有120多家航空公司提供220個航點，吸
引不少周邊地區的旅客「經港飛」。隨着今年
年初本港回復與內地和海外正常通關之後，航
班逐漸增多，但現時航點仍較疫情前減少三
成。一些中小航空公司唯有改在內地城市上落
客，白白令本港流失航空生意。即使是本地大
型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其高層早前也在股東會
上表示，預計要等到明年年底，運力才可以恢
復至疫情前水平，復常進度並不理想。

究其原因，不是因為缺乏飛機或機師，而是
機場服務方面欠缺人手。例如一些負責處理旅
客行李託運、登機支援等工作的服務人員，空
缺率高達三四成。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
明早前表示，估計現時業界欠缺2.5萬名從業
員，而隨着機場三跑落成需額外7萬員工，他
形容業界「大聲疾呼」輸入外勞，以確保服務
盡快恢復，否則香港或喪失國際航空樞紐地
位。

要補充人才缺口，不外乎本地培訓和輸入人
才兩條路徑。既然人才供不應求，業界應該適
當改善薪酬待遇和配套福利，以增加對人才的
吸引力。政府應該和業界攜手舉辦更多青年培
訓課程。現時本港失業率雖然跌至3%的疫情

以來新低，但其實青少年的失業率仍有8%至
9%左右。畢業季即將到來，正是各行各業招
攬人才的好時機，上述機場服務類的工作並不
需要高深的技術，相信通過短時間的培訓就可
以勝任，業界應該打造完善的職業上升階梯，
多做宣傳，吸引年輕人入行。

在輸入人才方面，內地航空業界的人才較
多，隨着大灣區的跨境基建日趨完善，從深
圳、珠海、廣州等周邊城市一日來回香港已十
分方便。業界早前已建議政府輸入外勞，考慮
增加工作簽證配額和容許外勞即日往返，直接
到機場禁區工作而無需入境香港。這些方式都
值得政府積極考慮。

特區政府早前公布了擴大「人才清單」至涵
蓋九大行業的51項專業工種，但航空業卻榜
上無名，變相令業界難以加快輸入人才的速
度。對此，政府應該不時檢討清單，補漏拾
遺，按照香港的發展需要調整清單，並應針對
不同行業的要求制定靈活的輸入人才策略。

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了香港為八個重點
領域的發展中心，當中包括國際航空樞紐，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明確表示支
持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而確保國際
航空樞紐的地位，對香港的旅遊、貿易、會展
等行業的發展都十分重要，更直接影響到香港
對跨國公司和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因此香港對
此可謂不容有失。為配合復常之路，特區政府
正密鑼緊鼓地展開多項推廣宣傳活動，但如果
不解決航空業的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必然會
影響各行各業的復常進度。因此，政府和業界
需要循長遠的戰略角度，商討一系列政策措施
來持續補充航空人才。

培訓引才雙管齊下 確保航空樞紐地位


